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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精画是我国一种传统绘画艺术
在照相技术运用前，人们一般都采用炭精画绘制肖像
在郑州铁路局旁边有一个小店
它的主人李建强依旧传承着这项技艺2008年被列为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老行当的新故事

李建强祖籍兰考，父亲李开诚是位
画喜神的老艺人。从小受父亲的影响，
李建强对炭精画也有所了解，但他真正
开始学习制作炭精画是 15 岁初中毕
业。父亲不想让这门手艺失传，决定传
艺给他。他经过几年的学习，出师后竟
然青出于蓝胜于蓝。20岁的时候，他来
到郑州在人民公园西门旁边开了一家炭
精画店。刚开始，别人看他年轻，总有一
种不信任感。李建强保证作画的质量，
宁缺毋滥，再加上服务态度和气热情，吸
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客人。

“一幅画，对我来说，是一种技术，
对于顾客来说，可能凝聚着一种情感。”
抱着这样的从业信念，李建强绘画时，
在追求形似的同时，努力画出当事人的

“神韵”。
李建强最难忘的是多年前的一次经

历。那年，有位顾客听说他可以对着照
片给逝者画像，便驱车从平顶山赶来，要
他为自己已故的母亲画像。顾客说，母
亲已经去世多年，守寡一个人把他带大，
很辛苦，但他却没能留下母亲临终时的
照片，是他这么多年最大的遗憾。这位
顾客在路上偶遇一位长相酷似母亲的老
人，便和她合了影，把照片送到李先生面
前，要求李先生按照照片画自己母亲生
前的画像。几天后，画像完成了，这位顾
客一进门，看到悬挂在那里的画像，“扑
通”一声跪在地上，眼泪淌了下来：“娘，
我终于完成了一个愿望，有您的照片
了！”这件事给李先生的震撼很大，从此
他对待每幅画都更加认真，细致地勾画
轮廓、涂色，谨慎地画眼睛，甚至包括皮
肤的每处纹理。

炭精绘画艺术是一门能真实反映作
品对象的独特艺术；尤以其特有的形象真
实准确，光线自然柔和、层次分明、立体
感强等优点而独为一体。随着时间推
移，越来越多的人用上了相机，炭精画的
生意一度受到冲击。“在暗室里洗照片用
的是专业的药水，如果药水一旦失效，洗
出来的像就会慢慢褪掉，所以不能保存
很长的时间。”

李建强拿出顾客送来的照片，有的已
经十分模糊了。然后又找出一张清朝的
炭精画，纸有些发黄、边角也磨损破烂，但
上面的人物依然清晰生动传神。“这是一
位顾客拿来的祖传下来的画像，他说已经
是第五代了，已经有 200 多年，因为他想
新建祠堂，这幅画像有些破损，所以想再
画一幅新的。听人说郑州有这样的专业
画像，打听着找来了。”

“照着照片画不难，难的是没有照片
也要画。通过顾客的描述来画，考验的是
作画人的眼力和基本功。”李建强指着店
里的一幅老太太的画像说，“这一幅就是

这样，所以看起来和其他的有一些不同，
是靠想像勾画的。”炭精画是以炭精粉作
为颜料，以擦笔、药棉、橡皮等为绘画工
具的一种特殊民间绘画形式。不管是残
缺破损的画像，还是变色模糊的照片，只
要经过炭精画艺术的加工处理，便能修
复、还原。这些特点都是其他绘画艺术
和摄影艺术无法比拟的。也正是这些因
素，赋予了炭精画这一艺术的实用性和
艺术性。

对于炭精画的发展，在画坛上被认为
是民间艺术登不上大雅之堂，没有市场，
虽然炭精画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很长的历
史，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也有其存在
和发展的形式和方向。

目前，李建强在二七区文化馆的协助
下，正在准备个人画展。主要是伟人像，为
了丰富此次展览，他还突破炭精画主要以
人物肖像为刻画对象的特点，把二七纪念
塔、黄河以及火车等具有郑州元素的风景
进行创作。由于局限于炭精画的精度和细
度，在起稿和誊稿上，需要时间和耐性。

“这是祖传的技术，本来没想过收学
生，而且平时太忙也顾不上，但后来怕这
门民间手艺失传，想来想去还不如把它
教给更多的人。”忙里偷闲的李建强自
己编了一套教材，不少对炭精画感兴趣
的朋友纷纷慕名购买了教材在家自
学。“这套教材里包含了炭精画制作的
所有过程，从制笔到构图再到装帧，该
有的内容都有了，学生们有什么不懂的
也会写信或打电话来问我，现在有十几
个学生了。”

李建强说，任何一门艺术都需要时间
的沉淀，心浮气躁是不行的。只要静下心
来，炭精画技巧不难掌握。“把我这一身本
事都教给学生，后继有人了，也才不愧对
我的父亲和这门手艺。”

“有一部分人觉得炭精画难登大雅之
堂，不能称之为艺术，但是我觉得它就是

一门艺术，一门民间艺术。艺术都是平等
的，不能说谁高级一点谁低级一些。或许
社会上有这样的一层认知，来这门前转一
转的学生不多。跟我学习过的学生中，也
没有以此为生的。”李建强认为，传统行业
和科技不是格格不入的，比如以前，他用
放大镜看照片，七八年前，他自学了电脑，
把照片扫描到电脑里，还可以根据需要利
用很多功能处理之后，再对着电脑里的图
像往纸上画，这样方便多了。

“现在我们也在做陶瓷画。顾客把照
片拿来，我们经过处理和高温烧制，可以
把照片烙印到陶瓷上，这样也能保存很
久。这个陶瓷画就是利用了电脑技术。
有时候想，科技发展对我们的冲击也在情
理之中，总是越发展越好，但是我们自己
还是觉得手工的、精雕细琢的东西在情感
上更加厚重更加持久。”

发展 具有其他绘画艺术和摄影无法比拟的优势

传承 后继有人才不愧对这门手艺

学艺
努力画出当事人的“神韵”

郑州铁路局旁边有一个10平方米的小店，挂满了许多
栩栩如生比照片更有质感的画像，引起很多路人为之侧
目。这就是炭精画，他们出自画师李建强之手。30年前，李
建强初来郑州时，郑州当时还有寥寥几个炭精画室，后来，
随着这一行的老人过世，稍年轻些的嫌不赚钱转行，慢慢
地，便只剩下他这一家了。

炭精画在表现形式上打破了素描所具有的那种线条排
铺明暗调子，而且炭精画在写实性上更优于调剂、调水、颜
料的表现效果；有更强的立体感、丰富的色调层次、细腻逼
真的表现效果。更因为碳元素很稳定，上色之后不容易脱
落，所以炭精画可以保存数百年而基本不变，李建强挂在画
像馆外面的画有很多年了，都没有褪色。

炭精画是集艺术和实用性为一体的独门画派。近年来，
随着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关注，李建强的炭精画
艺术于2008年被列为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
项荣誉让几次欲转行的李建强都又放弃了念头。

在科技浪潮汹涌的今天，手工技艺的非时尚生存
空间越来越狭窄，扼腕叹息的同时，我们又不难发现，
其实，有一些人正在开始迷恋手工制作，而这一
部分人正在越来越多。手工制作时的那份心意
是机器批量生产无法代替的，那份厚重和情意是
一针一线一笔一画密密交织出来的。对于李建
强的炭精画专业画像馆来说，顾客们带着期盼之
情而来，想得到的是对亲人的缅怀，如此的深情
厚谊也许只能用心才能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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