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TANGXIA NEWS今日塘下·塘河风

■记者黄国夫／文见习记者 陈立波／图

2014年5月27日 / 星期二 / 责任编辑 / 潘孝青 / 编辑 / 张 翔

瑞安冠金口腔门诊部
健康的微笑带给你 牙齿的烦恼交给我

温（医）广【2013】第12-23-01号

地址：塘下镇塘下大道三华景苑1号
咨询电话：0577-65352978

门神画：门板上的守护神

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门神

画市场的兴起，许多漆画师傅争

相画起了门神，出现了同行的竞

争。一单生意，常常会有好几个

画师抢着做，有些地方就干脆挑

选有名气的画师来“斗台”。一

座宗祠的大门对开，左边由一班

画师画，右边则另择高手“秘密”

制作，等到交货的日期一齐亮

相。至于画师们的技术，则由他

人评说。

如今在塘口村的太阴宫门

口，还有一对风格迥异的女门

神，这就是当年董志远和瓯海一

位老师傅“斗台”留下的杰作。

“对于有绘画功底的人来

说，画门神画并不是件难事，这

也是上世纪 80 年代很多人画门

神画的原因。但是，门神的排位

考究，并不是每位画师都能弄得

清楚的。”董志远说。

董志远介绍，每个宗派都有

自己崇拜的偶像，门神自然有所

不同。如道家的门神一般为四

大元帅（即马灵官、赵公明、温

琼、岳飞），释教多为四大金刚和

哼哈二将，而娘娘宫是樊梨花、

薛金莲等。

“之前有些画师向我请教

后，拍几张照片就开始乱画，根

本没有分清门神的排位，闹出了

很多笑话。”董志远说，之前他看

到一个娘娘宫的门上画着尉、秦

二将，这是大忌。

“娘娘宫里供奉的是女菩

萨，怎么能让男门神站岗？至于

温州鼓词《娘娘传》里讲到的男

门神，那是陈十四娘娘两个当将

军的结拜兄弟，是家里人，可以

画上去的。”董志远说。

而门神的排列也是有讲究

的，比如尉迟恭、秦琼一般排在

中门，左门罗成、单雄信，右门杨

林、程咬金。娘娘宫的女神像排

位一般情况是中门左边樊梨花、

右边薛金莲；左门窦仙童、陈金

定；右门刁月娥、黄金玲。

尽管门神画曾风靡一时，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目前瑞

安画门神画的师傅已经寥寥无

几，当年斗台的对手，现在也成

了搭档。董志远从 18 岁起就开

始带学生，他们至今已无一人

操持这个行当。就连跟在他身

边画了 20 多年门神画和壁画

的二儿子，也在多年前放弃老

本行，办起漱洗用具配件厂，当

起了小老板。

“我 现 在 有 一 个 愿 望 ，就

是希望能出一本书，把门神画

这 个 手 艺 一 五 一 十 地 记 录 下

来，不能让它再次消失啊!”董

志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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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神自古以来是民间避恶驱邪、保佑平安的神祇之一。在
塘下，甚至整个温州地区，各姓氏宗族大多设有宗祠，宗祠的大
门上，几乎都画有形形色色的门神。

在塘下沙渎村，今年已经68岁的董志远，是目前为数不多还
在画门神的画师。门神画于2009年5月被列入温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有 关 门 神 画 的 历 史 起

源，最早源于一个古老的传

说。《山海经》中记载，东洋大

海有一岛，名曰度朔山。岛

上有一株巨大的桃树，躯干

盘曲三千里。大树的东南方

向有一树枝弯曲成一座拱

门，叫做鬼门，据说普天之下

的恶鬼均经此出入。虽然黄

帝派遣“神荼”、“郁垒”二位

神将镇守，但人间仍有恶鬼

出现。于是，黄帝叫人取岛

上的桃枝在百姓的宅门上画

神荼、郁垒和老虎头的图像，

以此驱邪避祸。

因早年所画神将面目狰

狞、赤身露体，有伤雅观，后

来便改画成武士形象。

“温州地区门神画应该说

是从唐朝开始的。”董志远介

绍，现在宗祠的门神中已经很

少见到神荼、郁垒的踪影，最多

的是唐朝武将秦琼、尉迟恭。

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卷七记载，李世民即位后因早

年杀人无数，夜夜做恶梦，梦

见“寝门外抛砖弄瓦，鬼魅呼

叫”，逐派大将秦琼与尉迟恭

在夜里戎装守卫宫门两旁。

后来唐太宗不忍心让二位大

将如此辛苦劳累，便命画师画

二将像贴于宫门两旁。后世

沿袭，秦琼与尉迟恭便成了门

神画中常见的人物。

有关唐朝门神的另一个

版本说，门神起源于隋唐时

期 的 山 西 霍 州 。 公 元 620

年，唐太宗李世民被镇守白

壁关（从西安到太原必经关

隘）的隋将尉迟恭追杀至陶

唐峪。幸亏秦琼赶到，与尉

迟恭激烈交战，战败的尉迟

恭从此归顺了大唐。也就在

这次大战之后，唐太宗夜夜

梦见恶鬼。在听取别人意见

后，便画了秦琼、尉迟恭两位

战将作门神，这才得到安宁。

温州地区的门神是否从

霍州传过来已无从考证，但

是这一带的门神基本题材是

秦琼和尉迟恭，这多少是遵

循了霍州的传统。

8岁开始，董志远自学绘

画，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民间

艺术家，壁画、国画、泥彩塑

等得心应手，并获得多项国

家级奖项。

年轻时，董志远专注于画

“圆木家生”上的描金画和传

统壁画，门神画并不是他的主

业。但那时他常听老师说起

门神画如何好看，就好奇地跑

到附近的神殿宗祠里看门神，

从此对门神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经常一看就是大半天。

董 志 远 19 岁 时 ，恰 逢

“破四旧，立四新”，神殿宗祠

的门神画被破坏殆尽，甚至

连一些戏曲人物的壁画也被

破坏。靠传统壁画为生的董

志远，只能改画以革命样板

戏为主题的“红色壁画”。

改革开放以后，画像的

范围逐渐放开，《红楼梦》、《西

游记》等书籍中的人物都成了

董志远的素材。“那个时候我

主要画的是路亭，以前瑞安很

多路亭画都是我画的。”

1978 年，有人找到 31 岁

的董志远，请他到温州南白

象的一座神殿里画传统的壁

画。虽然那时画像的范围有

所扩大，但是神殿画依然是

明令禁止的。犹豫再三，董

志远还是接受了邀请。

“那时候到神殿里画壁

画就像做贼一样，天天胆战

心惊的。”董志远说，画画停

停，花了半年多时间才完工。

壁画画好后，董志远总

感觉缺少一样东西——门神。

“文革以后，画门神画的

老艺人基本已经不在人世

了，我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没有老师，没有文本，董志远

只能回忆小时候看过的门神

画像，又按照小说、连环画上

的描述，复原了秦琼和尉迟

恭这两位传统门神。

画门神画，从一开始的

处理门板面、上桐油、绑麻织

布、落格、打底稿，到夹粉线、

上白漆、作色、着光、开脸……

一共有十几道工序，道道都需

要有一个整体概念。

在创作中，董志远还融入

了自己擅长的壁画风格，画出

来的门神用色大胆，艳丽夸张

又不失和谐，构图严谨，人物

形象鲜活而富于变化。

源起《山海经》
现画像多为唐代人物

曾一度失传
自我摸索将门神画重现

画师多改行，欲出书传承技艺

董志远在画门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