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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雞、天鵝、奔馬、亭台樓閣……
一個個福州「高樓米線」作品玲

瓏剔透，栩栩如生，令人讚嘆不已。如
今，「80後」青年陳國銳是福州「高樓
米線」唯一代表性傳承人。
「高樓米線」起源可追溯至清朝同治
年間，民國時期最為盛行，一到正月，
高樓村三百多戶人家，每戶都出一個作
品放在祠堂祭祖，誠心祭拜祖先，祈求
豐年，逐漸發展成為民間技藝展覽。久
而久之，高樓村的正月祭祖聲名遠播。
然而到了戰爭年代，祠堂改作他用，失
去了這個載體，漸漸地沒人再製作「高
樓米線」。
陳國銳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
回憶道，2015年底，一位耄耋之年的
港胞陳國強回村探親，和陳國銳的父親
聊起「高樓米線」的故事。「當年有見
過米線製品的老人們都早已過古稀之
年，年輕人更不知米線為何物，這門獨
特的民間技藝一度消失在人們的視線
裏，老人家感慨村裏已近消逝的技
藝，激起了我復活絕活的慾望。」陳
國銳如是表示。
於是，廈門工藝美術學院工業設計專
業畢業的陳國銳，主動拜訪陳國強老
人，請教「高樓米線」的做法和技巧。
起初，陳國銳把大米拼接得歪歪扭扭，
成品實在拿不出手。陳國銳說：「當時
我心裏沒底，『高樓米線』連一張模糊
的照片都沒有留存，只有村裏重修族譜
時，在新加坡一本族譜中發現其中有相
關的文字記載。」

反覆探索更改
如何選材，怎樣製作，成了陳國銳首
要面對的難題。製作「高樓米線」的材
料不是什麼品種的米都可以，港胞提及
從前所用的長樂泮野村生長的稻穀，通
常有一厘米長，如今已難尋蹤跡。「我
把市場上能找到的粳米、印度長粒米、
糯米等近20種米，都一一嘗試過，最
後選定長度和個頭最為接近的泰國茉莉
香米。這種米平均長度超過了7毫米，
且均勻飽滿，通透性強。」陳國銳如是
表示。
一有空餘，陳國銳就到長樂檔案館查
閱相關縣志記載，根據老一輩的口述進
行反覆探索、更改，用耐心和匠心還原
了這項幾近失傳的技藝，並將着色和防
腐技術運用其中，讓傳統技藝煥發生
機。在初次還原「高樓米線」時，陳國
銳製作了玲瓏寶塔和白蓮花，隨後他花
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搭建成了一頭米
牛。
2016年，陳國銳創作的第一件工
藝品——《金雞報曉》，在福州
市舉行的海峽兩岸民俗文化節上精
彩亮相，驚艷四座。2017年，

「高樓米線」的知名度再次打響，祭祖
時，海內外鄉親紛紛慕名而來，就為了
看一眼這失傳已久的老工藝品。「能容
得下上萬人的陳氏祠堂，那年我自己都
擠不進去了。」陳國銳回憶道。

首試拼裝法
隨着技藝的不斷純熟，陳國銳開始嘗

試更多複雜的造型，作品的體量與日俱
增。如今，經過進一步提升改良，陳國
銳已經能製作出栩栩如生的動物、水
果、涼亭等豐富的米線物件。今年春節
期間，陳國銳首次採用拼裝法，歷時27
天、用米約12,500粒完成《普明寶塔》
作品。據介紹，作品是對蘇州寒山寺普
明寶塔按照一定的比例進行複製，長寬
均為22厘米，高度突破歷史新高，達
至43厘米。
「高樓米線」高度每增加1厘米，陳
國銳都要考慮米粒是否會產生裂隙、米
粒的連接是否牢固，否則微小差別都有
可能造成整個作品的「坍塌」。陳國銳
介紹，在製作《普明寶塔》的過程中，
他每做一步都進行精細的測量，甚至用
水平儀校正寶塔屋簷翹角。《普明寶
塔》底部四面設計有樓梯，樓梯具有弧
度且為不規則形狀，陳國銳對米粒尺寸
的要求精確到毫米。

環氧樹脂延長保存
「『高樓米線』太精巧了，在運送途

中難免會磕磕碰碰，作品有時會損
壞，所以我首次嘗試採用拼裝法，
可以讓『高樓米線』像搭積木一
樣越搭越高，既可快速搭建，
也便於運輸。」據陳國銳介
紹，《普明寶塔》分為五個
部分進行拼裝，每個連接
處都趨於平面，確保作
品的穩定性，從而在
高度上進行突破。
作為「高樓米線」
首個拼裝式作
品，《普明寶
塔》開闢了
新的創作
模式，這
讓陳國

銳信心倍增，他希望通
過傳承創新這項老手藝，
喚起人們的點滴鄉愁記憶。
過去祭祖後，製成的「高
樓米線」就算完成任務，並不
考慮長久保存，用米糊粘連的作
品易損壞或被蟲蝕，這也是後來它
們逐漸消失的原因之一。要攻克這一
難關，讓「高樓米線」更長久地被更
多的人認可，陳國銳嘗試了各種粘
合材質，天天埋頭搗騰稻米和膠
劑。目前陳國銳最新解決辦法
是，將成品塗上環氧樹脂，外
加玻璃罩，從而大大延長了
「高樓米線」的保存時
間。「我希望每一個
『高樓米線』作品都
可以永久保存下
來，哪怕多保存
10 年、20 年，
都值得我去嘗
試。」陳國
銳如是表
示。

「80後」傳承高樓米線非遺技藝

小米粒築大世界
讓「絕活」重現江湖

米線，在中國飲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歷史，既可當主食，也可

是小吃，大江南北的烹飪方法也各有千秋。在福建省福州市長樂區

古槐鎮高樓村裏，深藏一門全國獨有的民間手工技藝——「高樓米線」。這

種以大米相連綴成線條製作成的立體藝術作品有一百五十餘年歷史。難得的

是，這項技藝曾消失近七十年，近年來被再度挖掘並傳承，今年入選了福建省第

七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而日前「高樓米線」唯一代表性傳承人

是「80後」青年陳國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在長樂曾經流傳過一
句民謠：「古縣米線泮野
米，鹹樓技藝土蒜料。」指
的就是「高樓米線」。古縣
即古槐，鹹樓即高樓；土蒜即
一種稻米，為製作米線的原材
料。陳國銳向記者介紹，古槐鎮高
樓村在香港有五六千港胞，他們中的
不少人都熟知這句民謠，也都很關心
家鄉的非遺文化發展。
陳國銳介紹，叔公陳金霖是福州十

邑旅港同鄉會名譽理事長，他回鄉祭
祖時曾和陳國銳談及「高樓米線」傳
承的困境，陳金霖說出了內心的擔
憂：「『高樓米線』非遺傳統文化一
定要繼承保護下去。單靠少數人關注
非遺傳承還不夠，希望有更多年輕人
能夠參與其中，把年輕的思維融入到
推動傳統文化發展中去，為非遺傳承
注入新鮮血液。」
據陳國銳透露，三年前，陳金霖組

織在香港的長樂籍鄉賢、家鄉相關非

遺工作人員等在微信上成立了「高樓
文化興趣小組」群，「我定期會在群
裏分享創作的『高樓米線』作品以及
參展的信息，鄉賢們從事各行各業工
作，也會在各自朋友圈轉發有關『高
樓米線』的相關訊息。」陳國銳表
示，大家共同商議，等疫情結束後，
讓他帶着「高樓米線」作品赴港參
展，讓更多在港鄉親了解家鄉非遺文
化魅力。「我很期盼那一天早日到
來。」

盼赴港參展 讓更多港人了解非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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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程序複雜
需平心靜氣

◆《天壇祈年殿》

◆陳國銳在創作福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
項目福州「高樓米線」作品《普明寶塔》。

◆◆陳國銳不斷探索和嘗試陳國銳不斷探索和嘗試，，用耐心和匠心還原了這項幾近失傳的用耐心和匠心還原了這項幾近失傳的
技藝技藝，，並將着色和防腐技術運用其中並將着色和防腐技術運用其中，，讓傳統技藝煥發生機讓傳統技藝煥發生機。。

◆陳國銳
攜 福 州
「高樓米
線」作品
參加海峽
青年節活
動。

◆◆「「高樓米線高樓米線」」作品玲瓏剔作品玲瓏剔
透透，，栩栩如生栩栩如生。。

◆◆創作福州創作福州「「高樓米線高樓米線」」作品工序複作品工序複
雜雜，，技術性高技術性高，，圖為篩選米粒後進行圖為篩選米粒後進行
內胎製作內胎製作（（模型描邊標記模型描邊標記）。）。

◆近年來，陳國銳加強與學校的聯繫，
將非遺項目帶進校園，成立福州「高樓
米線」傳習基地，讓這項古老的手工藝
薪火相傳。

據陳國銳介紹，創作「高樓米
線」工序複雜，技術性高，首先根
據預先的設計構想，對不同的構件
分別用厚紙片或泥坯等材料製作內
胎，或者利用現有模型如瓷器等物

件在表面打蠟後作為內胎；接着開始精挑細選一些
外形完整、顏色潔白、呈半透明的米粒作為基本原
料，以糯米和秈米的合理比例磨漿熬製成漿糊，把
原先準備好的米粒粘接成三角形、菱形等各種單元
形態，然後進行拼接組合，成型後取出內胎。
「買回來的大米，前前後後我要篩選好幾遍，有

裂紋的、不透明的、短的米粒都不符合我的要
求。」在陳國銳看來，歷史流傳下來的步驟都要盡
可能保持原汁原味，挑選的米粒比例一定要完整，
作品呈現的效果才會好。
「製作『高樓米線』難度在粘接，粘接是最耗時

的，粘接部分有時粘接五六次還得再敲掉重來，需
要平心靜氣，完全急不得的。」陳國銳笑言他有一
個藍色的百寶箱，裏面工具是五把鑷子、一些細小
的刀片、還有自家熬煮的米糊。粘接材料的選擇，
陳國銳先後試用了502、AB膠、白乳膠等，結果還
是老祖宗用的米糊最好用。
在辦公室，記者親眼目睹了陳國銳製作「高樓米

線」的過程，陳國銳先把米糊挑一點放指甲蓋上，
鑷子夾住一粒米，蘸一點點米糊，傾斜粘住底座，
約一分鐘後，再粘第二粒、第三粒，製成立體三角
形……陳國銳表示，從平面到立體，一個一個的三
角形或菱形單位粘起來，頭尾相接，環環相扣，粘
好一層，等待風乾，才能繼續「長高」。如遇有米
粒長短不一導致「高樓米線」高度不一，要在乾之
前及時做好調整。
另據陳國銳介紹，「高樓米線」在製作過程中，

調色也尤為關鍵。亭台、樓閣、寶塔、城堡等多半
採用顏色潔白的米粒，整件工藝品晶瑩剔透，格外
潔淨。而花卉瓜果在製作時會染上相應的顏色，使
形象更加逼真。至於個別零部件，如對聯、牌匾、
花枝，則以麥稈着色後加以點綴，增加作品空間立
體感。

◆陳國銳創作
《醉翁亭》

◆《柿柿如意》

用文字諧音、繽紛飽滿的色調、鮮
明的畫風，創作一系列引發共鳴又好
笑的圖文作品，本港超人氣黑色幽默
插畫家「保羅先生」（下稱保羅先
生）由線上走到線下舉辦首個畫展，
為初夏帶來一絲清涼。即日起至6月5
日，「海港城．美術館」舉行保羅先
生首個香港個人作品展「妙想天
開」，精選他過去8年近50幅精彩作
品，讓大家透過其幽默又獵奇的畫
風、似曾相識的畫面而會心微笑。
據介紹，保羅先生的創作靈感大多
來自生活，例如與朋友聊天、逛街吃
飯、工作、年輕人之間的話題等日常生

活，以詼諧的手法加工並繪出爆笑圖
文，透過簡單的插圖和文字引發共鳴，
而將「文字具象化」更是他的作品特色
之一。是次展覽精選他過去8年近50幅
超人氣作品，包括《靠臉吃飯》、《小
鮮肉》、《禮儀頸肌》及《女子懷胎十
月．男子飲酒十月》等，畫出一幅幅可
愛又有趣的生活百趣圖。
此外，保羅先生特別為是次展覽全

新創作了3幅以香港地道小吃為主題
的作品——《大佛雞蛋仔》、《喜怒
哀蛋撻》及《戲水鴛鴦咖啡》，進一
步展現出保羅先生「文字具象化」的
插畫功力。 文：張夢薇

保羅先生插畫作品首展 搞笑圖文「想像」日常

◆展覽現場

藝術家簡介：
保羅先生從小就喜歡畫

圖，特別喜歡美食和各種新
奇事物。2014年還是普通上
班族的他下班後展開「每日
一畫」的計劃，自顧自地練
習畫圖。後來圖文加入一些
自己對生活的感知與腦洞想
法，開始在網絡上分享各種
幽默與獵奇的圖文創作於個
人Ig，至今累積將近34萬的
粉絲追蹤。2018年，保羅便
辭掉了原本的工作，展開全
職插畫家的之路，2020年更
發表了個人插畫集《保羅先
生腦洞大補帖》。

◆《小鮮肉》「小鮮肉，也有過期
的時候。」

◆《大佛雞蛋仔》大佛人臉圖樣
的造型紙盒，承裝着圓潤美味的
雞蛋仔。

心心心心聲聲聲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