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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李红创办了郑州
弘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使得
弘观公司成为河南省首家以现
代数字技术实现艺术品复制
的企业，其复制技术深受专家
好评，无论是油画复制作品、
国画复制作品还是影像作品的
品质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为
我省艺术品复制在全国争得了
荣誉。

从技术角度而言，她们的分
色技术毫不逊色于国内其他任
何一家印刷企业，她们也有一支
很好的技术团队。历时两年多时
间，终于开发出完全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艺术品高仿真复制技术。

“艺术品高仿真复制”有着
广泛而特殊的社会意义：它可应
用于文物保护，可用于文化宣传
与传承，可有效提高艺术教育，
可用于高尚文化礼品，同时复制

品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李红说，艺术品的仿制已有

上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
正是有了艺术品复制，才得以传
承了许多优秀的艺术作品。优
秀的复制品也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成为真正的艺术品。在国
外，收藏高仿真品已成为一
种公认的艺术品收藏形式，
国际上各大博物馆和著名私
人收藏家也都有收藏复制品的
传统。

现在借助于艺术品高仿真
复制技术，有一些艺术家开始了
复数性艺术品的创作，就是由画
家创作并监制，由艺术品高仿真
复制企业限量复制艺术作品，
每幅复制品均由艺术家签字。
这样既有利于画家作品的传
播，也降低了人们收藏艺术品的
门槛。

李红：
用色彩“复制”生活

在惠济区，提起李
红，大家都熟悉，她是郑
州弘观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的总经理，上世纪90
年代从事印刷复制行业
至今，潜心研究艺术品
高仿真复制技术，她想
用她的技术把传世精品
介绍给每一位热爱中国
文化的普通百姓。
记者 鲁慧 文/图

“捏面人就是劳动人民的艺
术，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
爱。传承一门手艺不能只靠一
己之力，只有被越来越多的人
熟悉和认可、学习和热爱，面塑
艺术才能真正发扬光大。”陈道
勇说。

陈道勇不忘祖训，把陈氏面
人传承发扬至今并加入河南省

民协会员，随河南省民俗文化艺
术团多次参加市、省、国家组织
的民俗艺术活动，多次到县市儿
童福利院、学校等展演民俗艺术
和捐赠活动，使民俗文化逐步走
向社会和校园。2015年 10月，
他被美国加州州长邀请到加州
进行文化艺术交流，为中原民俗
文化走出国门做出特有贡献。

陈道勇：
七彩面塑

“捏”出艺术人生

惠济区的陈道勇是陈氏面人第五代传承人。各色面
团在他手中经过捏、揉、搓、压、擀等动作之后，一个个栩栩
如生的“孙悟空”“老寿星”“八仙过海”等人物形象就被塑
造出来。 记者 鲁慧 文/图

陈道勇出生在一个面人世
家，他自幼跟三祖父陈立成学
艺，早已耳濡目染，并得到三祖
父的真传。飞禽走兽、花鸟虫
鱼，凡是能见到的东西，都能在
指尖捏出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

面人制作虽简单但需要高
超的技艺。一个看似简单的形
象，陈道勇要反反复复捏上几十
次几百次，直到捏出满意的神态

效果才算完成，其间废掉的面团
不计其数。凭着对面塑艺术的
热情，陈道勇捏的面人越发惟妙
惟肖。

当今面人的配方和技法，在
不断的探索、改进和发展中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和巨大的成绩。
成品面人艺术和传统的质量相
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长久保
存、永不变质。

捏面人是一门精妙艺术，但
也是一件苦差。走街串巷，历经
严寒酷暑，风吹日晒。几十年
来，每逢周边集市、庙会，总能看
到陈道勇的身影。每次只要他
一出现，总会被围得严严实实，
大人孩子争相购买面人。“每到
这时候就是我最高兴的时候，这
门手艺受到认可和喜欢，再苦再
累也值了！”陈道勇说。

“光靠技巧是学不会捏面人
的，首先要有一颗热爱这门手艺

的心，我不怕人学，就怕没人
学！”陈道勇说。多年的面塑生
涯，练就了陈道勇炉火纯青的手
艺。从选料、和面到捏出造型，
他都有自己的秘诀和技巧。面
粉要用上好的面粉，和好的面得
先上锅蒸熟，出锅后立即揉搓，
这样做出来的面团柔韧细腻又
不失硬度，随放随用，不易皴裂
发干。而这些诀窍，陈道勇从不
私藏，任何想学面塑的人，只要
诚心诚意地来，他都会耐心教。

自幼习得祖辈技艺

捏面人是艺术也是苦差事

不忘祖训，立志把陈氏面人发扬光大

渴望艺术品复制
“1994年，我进入印刷

复制行业，从事分色制版工
作。从此就对色彩复制有一
种无法抑制的渴望，总想以
最好的复制效果呈现原作的
风采。数码技术进入分色制
版以后，我更加渴望实现艺
术品复制的心愿。”李红说。

2005年起，李红开始采
用数码打样技术，引进发
EPSON公司的“艺术微喷”
技术，在应用、探索的过程
中，了解到国外已有人开始
应用此项技术从事艺术品
复制，这就更激起了李红开
始艺术品高仿真复制的技术
探索。

鉴于中国画、书法所用
纸张（介质）的特殊性，运用
微喷技术进行复制必须首先
解决介质问题，而这一技术
的滞后或受制于人，使中国
传统书画艺术作品的真正意
义上复制直到 2007年前后
才得以实现。国内的圣彩
虹、雅昌等知名印刷企业也
就是从那时起开始艺术品高
仿真复制。

河南的文化资源丰富，
壁画艺术、拓片等资源尤为
丰富，书画艺术及文字类档
案、藏品数不胜数。从历史
上讲，建都于河南开封的宋
代更是创造了中国传统山水
画的顶峰，但如今在河南却
很难看到一件宋代的书画精
品，因此作为一个河南的优
秀印刷企业，我们有责任尽
快开发并掌握此项技术，让
艺术品高仿真复制技术服务
河南人民，同时为宣传河南
文化、保护河南文化资源提
供技术保障。

2011年 1月起，开始在郑
州、开封、安阳等地举办了“中国
传世名画高仿复制精品展”，把
与河南历史文化有渊源的中国
名作“请”回河南展出，受到了极
大的欢迎。希望她们的技术能
更多应用于河南文化资源的保
护、宣传，更多为普通百姓提供
优秀的文化艺术品，让文化艺术
精品走入高等艺术教育、走进普
通百姓之家。

书画艺术、壁画、拓片等作
品是形成文化产业重要的资源
性基础，作为文化大省的河南有
着不可多得的资源，而且大多数
是以前少有面世的艺术珍品，她
们正在与省内多家机构合作，共
同开发这些精品文化资源，让这
些文化艺术珍品为宣传河南服

务，为文化传承服务。
在这项技术的开发应用过

程中，李红也有许多感触，也遇
到了许多困难和困扰，但这些
并没有难住李红和她的同事，
相反，每一个困难都成了她们
探索的动力。

在进行艺术高仿真复制的
过和中，李红更多的是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丰富和深厚、中国
传统书画艺术的精美和细腻而
感动。“你无法现象那些中国的
历史名匠是如何创作出那么精
美的作品，你会为他画中的一
条线、每个着墨点、每个晕染、
每种上色都深感着迷，你会体
会到他们是用生命在创作，这样
的创作是肯定会创造出精品
的。”李红说。

开发出艺术品高仿真复制技术

把中国名作“请”回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