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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雕是中国传统微型雕
刻工艺，以桃核、杏核、橄榄核
等果核及核桃雕刻成工艺
品，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80 后”李元福（艺名：李
疯）是辽源籍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国家一级美术师、手工核
雕艺术家、“疯行天下核作社”
创始人。代表作有十八罗汉、
五方佛、关公、青衣、虔诚（佛
手）、景观茶具、广寒宫、神兽
等等，获须吟笙艺术奖、吉林
省工艺美术大展现代创意
奖。他撰写的论文《论大机器
时代手工艺人的去留》获《学
习导刊》杂志优秀论文一等
奖；论文《雕刻界的大师是怎
么铸就的》荣获《新商务周刊》

“教育成果二等奖”；论文《谈
守艺人的气节与三斗米》荣获
《成长》杂志“教育成果一等
奖”。

李元福自幼酷爱雕刻。
在别人眼中最常见的果核、葫
芦、木头、石块等在他眼中就
是一个个生动的人物、景观艺
术品。手工雕刻艺术是他从
小一直梦想追求的目标。

2000年，李元福毅然辞去
高薪工作，专业从事传统纯手
工核雕雕刻艺术创作。转型
初期，李元福为开拓创作思
路、提高自我技艺，多次奔赴
全国各地走访各派名家前辈，
与之探讨、学习、交流传统手
工核雕雕刻技法。在坚持传
统刀工技艺的道路上，李元福
更是不忘初心地将自己的心
中感悟与情感融入到每一件
作品中，既秉承了传统纯手工
刀工的工艺技巧，又创新了核
雕微雕的表现形式。经过十
多年如一日的不懈坚持，终于

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雕刻
风格和技法。

努力拼搏、辛苦耕耘，必
会得到应有的回报。2016 年
12月，李元福被评为新一代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事业已然
达到了一个小巅峰，但他并没
有因此荣誉而懈怠，更没有因
名利而骄傲。他没有走入模
式化盲目地立派收徒，也没有
忙碌于大肆宣传，他只是重新
站在一个新的位置，有了更广
阔的视野、更清晰流畅的创造
思路。为了让自己有驾驭更
深层次题材的能力，他把时间
依旧留在了自己坚守的创作
阵地，一丝不苟，并开始了创
作人生中的新篇章。

正是这种不骄不躁、潜心
创作的心态，为他带来了更高
荣誉。2017年 5月 21日，李元
福被评为中国一级工艺美术
大师。

如今的李元福，诸多荣誉
在身。他的技艺、他的作品获
得了中国传统核雕艺术爱好
者们的广泛追捧。可以说，从
技术、艺术造诣层面，现如今
的他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巅
峰。但他认为手里的刻刀不
能停歇，路要不停地走，他还
会向更高的山峰持续攀登。
他要同众多传统核雕守艺人
共同努力，将中国传统纯手工
刀工核雕技艺传承发扬下去!

李元福说，他希望能够在
今后的创作中，将自己人生中
的感悟融汇到雕刻作品里，形
成个人独立自我的创作风
格。他励志传承和发扬中国
传统纯手工核雕技艺，并坚信
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能让更
多的人了解、认识、喜爱中国
传统纯手工刀工核雕艺术。

传承核雕技艺 弘扬传统文化
——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核雕艺术家 李元福

面塑，是我国民间传统艺
术之一，即以面粉为主料，调
成不同色彩，捏面艺人用手加
上简单工具，根据所需随手取
材，在手中几经捏、搓、压、揉、
掀，用小竹刀灵巧地点、切、
刻、划、塑成身手头面，披上发
饰和衣裳，顷刻之间，栩栩如
生的艺术形象便脱手而成。
中国的面塑艺术最早在汉代
就有文字记载，宜宾面塑则起
于清末民初，至今已有 100多
年的历史。

1991 年出生的李恩庶是
先天性脑瘫患者，虽然身体多
有不便，但自幼勤奋好学，不
仅学习成绩好，还跟随师傅学
习关东面塑多年。大学毕业
后，他放弃了大城市高薪的企
业白领工作，毅然回乡创业，
创办了现在的关东面塑教育
研究机构。如今，他是我市第
四代关东面塑传承人，不仅继
承了老一代面塑艺人的高超
技艺，还敢于创新，开发出了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十
二生肖（卡通版）、葫芦兄弟、
熊出没等一系列现代卡通人
物形象。同时，对制作原料也
进行了大胆尝试。目前，他所
使用的就是德国进口软陶泥，
替代了传统的面团，使作品颜
色更丰富、储存更便利。

李恩庶说，关东面塑是一

项古老的传统手工艺。为了
更好地传承这项“非物质文化
遗产”，他希望将传统的面塑
技艺发扬光大，将“关东面塑”
打造成辽源的一张城市名片。

2016年，李恩庶萌生了让
面塑走进课堂的想法。有想
法就要付诸行动。于是，“关
东面塑进校园”活动相继在辽
源市多寿路小学等十余所学
校开展。学校开设了关东面
塑手工课程，累计培训学生 10
万余人。2019年，关东面塑正
式被列入辽源市地方特色课
程体系。2020年，李恩庶编撰
出版了《关东面塑特色手工课
程》（第一版）系列教材，为关
东面塑的传承和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李恩庶本人也被评
为“辽源市 2020 年度十大杰
出创业先锋”。2021 年，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李恩庶带领团队历时三个月
设计制作“感恩奋进”面塑红
船作品。“该作品表达了对建
党百年的真挚祝福。”李恩庶
说。

李恩庶表示，对于未来，
希望面塑课能走进更多的学
校和幼儿园，让孩子们亲自动
手，从中感受艺术的乐趣。他
还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残疾朋
友掌握这项技能，让他们的就
业之路越走越宽。

非遗面塑捏出励志人生
——记辽源市第四代关东面塑传承人 李恩庶

文明城市有底蕴 文化之乡守艺人（二）

“秋草马蹄轻，角弓持弦急。”
角弓，伴随着《诗经》和唐诗中的词
句，穿越了几千年的时光……弓箭
是冷兵器时代的御敌利器，因为中
华民族保家卫国而载入史册，如今
作为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被保护和传承。曾经
制作角弓的技术一度濒临失传，如
今因为守艺人的坚守，重新焕发

“风劲角弓鸣”的风采英姿。
据考古发现，东辽县境内几千

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先民多
以游牧、狩猎为基本生活方式，加
之辽源市是史上著名的“盛京围
场”，因此制作弓箭的历史至少有
数千年并且相对比较发达。

1989年出生的吕晓龙是东辽
县弓箭制作传承人、弓箭文化传播
者，也是东辽县平岗镇飞羽工艺品
厂创始人。

也许受“盛京围场”盛名影响，
也许是与生俱来的男儿本色，吕晓
龙自幼对弓箭有着浓厚的兴趣。
上世纪九十年代火遍大江南北的
古装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神雕侠
侣》更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
弓箭的“种子”。小学期间，小伙伴
儿的寒暑假都是吃吃喝喝走亲戚，
而吕晓龙的乐趣便是搜集合适的
竹子和相关材料，制作简易“弓
箭”，然后带着一群小伙伴跑到山
上，拉弓射箭。也是从那时起，他
成了小伙伴儿的“英雄偶像”。中
学毕业后，吕晓龙用自己的压岁钱
买了一把弓箭。虽然这是他第一
次拿专业弓箭，但却丝毫不陌生，
反而觉得这就是他失而复得的心
爱之物。这是他生平的第一把弓
箭，而这把弓箭也开启了他的职业
生涯。

拥有了第一把专业弓箭，吕晓
龙每天把玩的同时，也认真琢磨它
的构造及制作原理。然后，“照葫
芦画瓢”，试着自己制作。当他自

己亲手制作出一把像模像样的弓
箭后，他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感和幸福感。此后，吕晓龙广交有
同样爱好的弓箭爱好者。他们以
弓会友，互相交流学习，学习弓箭
悠久的历史文化，探索弓箭制作的
技艺精髓。制作弓箭是一门古老
的技艺，是个成本极高、技术含量
也很高的活儿。起初，家人及身边
亲友都不太理解。但吕晓龙却倔
强地坚持制作弓箭，并以此作为他
的事业和爱好。渐渐地，东辽县弓
箭逐渐被业内认可，小有名气。后
来，吕晓龙成立了一家主营弓箭制
作的工艺品厂。目前，该厂有 20
余名工人。吕晓龙连续多届被邀
参加“五彩神箭”国际民族传统射
箭邀请赛暨达顿文化节。比赛活
动中，来自东辽县的弓箭也在运动
员手中获奖无数。同时，来自吉林
辽源的吕晓龙和他制作的弓箭也
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业内人士所认
可。

东辽弓箭主要采用巴西花梨、
黄金檀、水曲柳等木料和动物皮革
精制而成，作品分“古”“雅”“猎”

“炫”四个系列，既保留了传统弓箭
的文化特色，又赋予了鲜活的现代
元素，不仅可以做体育器材和娱乐
用具，也可以用于环境装饰，具有
较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
2017年，该项目被吉林省人民政府
列入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弓箭文化是我国各个民族交
往融合而成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
化以弓箭为载体和符号的一种表
现，是中国体育文化的重要支流。
中国弓箭文化不仅见证了中国人
民自古以来的不懈奋斗，也是古代
人们顽强拼搏精神的传承。研究
和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从文化遗产
与科技认知的视角去观察它、提炼
它，找到了传统与现在，还有未来
的一个平衡点。”吕晓龙说。

弓开如满月 箭发似流星
——记东辽县弓箭技艺传承人 吕晓龙

衍纸亦称卷纸，是纸艺中比
较独特的形式。作为一种简单而
实用的生活艺术，其运用卷、捏、
拼、贴组合完成，常被用于卡片、
包装、油画等物品的装饰上。衍
纸艺术又称卷纸装饰工艺，以其
专用的工具将细长的纸条一圈圈
卷起来，成为一个个小“零件”，然
后组成这些样式复杂、形状各异
的衍纸画。

2015年，安家社区在开展“打
造平安智慧社区，共建幸福和谐
安家”活动中，在辽源市妇联、西
安区妇联的大力支持和西安区委
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安家社
区党委将衍纸艺术引进社区。
2016年，成立了安家社区衍纸剪
纸工作室。目前，安家社区的衍
纸画作已走出辽源、落户吉林市。

1971年出生的陈玉平于2013
年到安家社区工作，2015年成为
安家社区衍纸工作室剪纸、衍纸
画技师。近年来，她坚持以认真
钻研、大胆创新为创作宗旨，潜心
创作，现已创作出800余幅栩栩如
生的衍纸画作品，多次荣获各类
奖项。

那丹伯镇衍纸画项目位于那
丹伯镇新华村。2018 年和 2019
年，陈玉平两次前往新华村对村
民进行培训，村民制作的衍纸工
艺品在东北亚博览会、农博会上
深受欢迎。自项目实施以来，通
过现场教学、手工培训、订单销售
等方式，为村民搭建了提升技能、
不断增收的平台，用小小的纸画
绘就了脱贫攻坚“幸福之路”。
2019年，“春雨工程”项目实施，衍

纸画项目入选了“春雨工程”项目
名单。同年5月，衍纸画志愿服务
团队在龙山区实验小学开展了衍
纸画培训，选择了 70名在校孩子
开展长期免费培训，陈玉平担任
指导老师。

衍纸画的推广与传承，得到
了各界的一致认可。2017 年 4
月，陈玉平参加辽源市第七届职
业技能大赛，荣获衍纸画组一等
奖，并被授予“辽源市技术能手”
称号；2017年 5月，衍纸画作品参
展辽源市首届凌云寺民俗文化庙
会；同月，陈玉平荣获辽源市五一
劳动奖章；2018 年，被评为全区

“西安之星优秀人才”。
2020 年，陈玉平积极参加

“2020吉林巧姐大赛”，所作作品
荣获“手工艺组铜奖”，同时被聘
为“吉林巧姐”高级讲师。

陈玉平说，衍纸画是安家街
道的传统品牌。今后，她将与街
道共同从三个方面对衍纸画品牌
进行打造提升。一是大力抓好传
承。将通过举办培训班、技能比
赛等方式，在企事业机关单位和
百姓中不断寻找爱好者并进行培
养，让技术有传承、百姓有手艺。
二是不断加大宣传力度。综合利
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传播作
用，不仅在电视、报纸上进行宣
传，还要通过抖音、快手、微信公
众号等平台不断提升知晓率。三
是打通销售渠道。要巩固以往企
事业机关单位购买衍纸画的销售
渠道，同时也要通过淘宝、微店、
电商直播等形式，不断提升衍纸
画的销量。

巧手卷出艺术品 衍纸渊源在辽源
——记西安区安家社区衍纸工作室衍纸画技师 陈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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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李元福在小小的核桃上进行雕刻创作。

②吕晓龙在制作弓箭②吕晓龙在制作弓箭。。

③李恩庶在教小学生制作面塑③李恩庶在教小学生制作面塑。。

④陈玉平在创作衍纸画作品④陈玉平在创作衍纸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