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2 年出生于山西文水的李秀莲，从
1960 年开始一直从事语文教学，也正是由于
文学功底的厚重，造就了她对民间文化的浓厚
兴趣。2005年4月，铁路老年大学为其举办了
一次个人工艺作品展览，展出各类手工艺品
50多幅，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李秀莲性格开朗，说话风趣幽默，人缘非常
好。她在人前常说，喜爱民间工艺，就是为了陶
冶情操，广交艺友，博采众长，使退休生活更加充
实。由于生活丰富多彩，从来就没有过失落感。

李秀莲的女儿陈晶也是一位教师。同样聪
慧的她掌握了李秀莲的绝大部分技艺。陈晶的
女儿今年上初三。因为课业比较紧，李秀莲和陈
晶没有让她学习其他的。但小姑娘受到影响也
非常喜欢，听说她的中国结手艺也十分了得。

虽然参与评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只是“纸

艺”，但其实李秀莲的中国结堪称一绝。她也
经常以“中国结艺术大师”的身份受邀参与各
种活动。

李秀莲说，中国结是中国传统的装饰结，
是中国特有的民间手工编结装饰品。中国结
由于年代久远，其历史贯穿于人类史始终，漫
长的文化沉淀使得中国结渗透着中华民族特
有的、纯粹的文化精髓，富含丰富的文化底
蕴。“结”字也是一个表示力量、和谐，充满情感
的字眼，中国结不仅具有造型、色彩之美，而且
皆因其形意而得名，体现了我国古代的文化信
仰及浓郁的宗教色彩，体现着人们追求真、善、
美的良好愿望。

“这手链，还有这龟，都是我外孙女编的。”
李秀莲自豪地说，幸福之情溢于言表。“我是不
用发愁后继无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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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让普普通通的纸有了生命她让普普通通的纸有了生命
纸艺这几年来在世界各国可说是

大行其道，原因除了纸材料价廉易得之
外，纸本身的可塑性也相当高，是极佳
的美术创作素材。纸艺DIY，正让不同
年龄和性别的人们像孩子一样如醉如
痴。当一些普通的纸，在我们手中变成飞
翔的蝴蝶、绽开的花朵、可爱的时装小人
时，心情也变得难以想象的精致。在此过
程中，一幅图画、一套纸风铃、一捧花朵就
轻易变成家里最跳跃的点缀了。

纸艺作品的类型很多，有形态逼真
的手工纸艺花，有质感突出的立体画，
还有雅致细腻宛如蕾丝图案的帕吉门
纸画。不同的纸艺作品因为所选用的
纸的不同也都别具风格。制作纸艺花
的纸藤，表现力最强，颜色多且柔软。
裁剪卷曲就可弯折成花瓣，然后用特
制的铁丝将花瓣固定。而以刀刻技巧
为主的立体画，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
种感觉。将印有同样图案的纸根据层
次的需要，按顺序重叠起来便组成了
一幅画。帕吉门工艺画是源自国外教
会的一种古老的手工，最早用羊皮作
材料，而后才用纸代替。仔细端详帕吉
门工艺画，你会产生不同的感觉：在图
案中，你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表现色彩
和因素。

在郑州，剪纸艺人不少，但掌握纸
艺的艺人却很稀少。李秀莲的纸艺融
合了传统的剪纸艺术、欧洲立体画、台
湾纸藤花、日本折纸和帕吉门纸画的工
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记者 苏瑜/文 张翼飞/图

进入李秀莲的工作室，不由得让人震惊，一
幅幅栩栩如生的纸艺画充满立体感。走到一幅
《孔雀》前仔细端详，发现每一根羽毛都那么灵
动。“《孔雀》是我做得最多的，但我最喜欢的还
是《凤凰戏牡丹》。”李秀莲说，凤凰戏牡丹的寓
意非常好，自古以来都是艺人创作的绝佳题
材。凤凰是吉祥鸟，牡丹是富贵花，二者在一
起，更添吉祥富贵。而且，凤凰是传说中的，大
家没有见过，也更有了艺术发挥的空间。

“这一幅是我废物利用制作而成的。红色
的花是从装月饼的纸盒上剪下来的。蓝色的瓷
花瓶则是从牙膏的纸盒上剪下来的。”李秀莲指
着旁边的一幅画说。如果不是她解释，真的难
以把这么美丽的画面和那些被我们常人当成废
物丢弃的纸盒联系到一起。

纸艺来源于我国传统的民俗艺术——剪
纸。纸艺类型很多，有形态逼真的手工纸艺花，
有质感突出的立体画，还有雅致细腻宛如蕾丝
图案的帕吉门纸画。李秀莲最喜欢的还是立体
画。将印有同样图案的几张画卡根据层次的需
要，用工具将其中若干部分镂空，再层层叠加粘
贴，一份雅致的艺术品便诞生了。由于画面凸
凹有致，所以产生很强的立体感。

“纸艺对于不同人群有不同的效果。对于
儿童，可以训练他们的顺序、对位、层次、立体、
造型、创意、专心、耐力、手眼协调、感觉统一、图
像记忆与创造力、组织能力、观察能力等；对于
成年人，则是个富有艺术的静态休闲；对于老年
人，则可以陶冶情操，充实其生活。”

纸艺作为剪纸艺术领域中的另类艺术，在设计
构思和创作方法上与其他门类有很大不同。每件
作品都要经过多次失败才能成功，所以每件作品也
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也具备一定的收藏价值。

剪纸领域中的另类艺术

“万宝全”的称号可是名副其实
旧时多把大家闺秀精通琴棋书画诗者称

为才女。现代，把爱好广泛、会多项艺术门类
的女性，也通称为才女。凡是熟知李秀莲的
人，公认她是一位现代才女，还曾有人编顺口
溜对她赞扬道：才女李秀莲，人老心不闲。技
艺门类多，人称“万宝全”。

李秀莲“万宝全”的称号可是名副其实。
她会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她自己一下子都
说不完。孩提时代，她跟随母亲在外婆家居
住。印象里，外婆是个白白胖胖的老人，心地
善良，不会高声言语。外婆的心灵手巧是李
秀莲从妈妈的口中听说的。同样心灵手巧的
妈妈，当时就靠给别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
耳濡目染的李秀莲也早早就熟悉了女红手
艺。五六岁的时候，在河南工作的父亲把李
秀莲母女接来团圆。初来乍到的她们，靠着
给别人做活赢得了好人缘，也贴补了家用。
李秀莲很快就掌握了“钩、打、编、织、绣”的全
套手艺，待到上小学时，她就开始穿自己钩的
书包、自己做的鞋子、自己打的毛衣。

李秀莲为人开朗热情，也特别喜欢学习
新东西。当时商丘县有一个有名的花匠用宣
纸做花。她跑去学艺，做出来的月季、菊花形
态逼真、人见人赞。结婚生子之后，李秀莲很
少再做其他活计，开始给孩子做衣服。那时

候，她把碎布艺术性地拼接起来，给女儿做成
衣服，时尚漂亮。

退休后的李秀莲在儿子的影响下，又迷上
了收藏。尤其是钱币，玩得不亦乐乎。后来，喜
欢热闹的她，又跑去学跳舞。之后，她成了铁路
局老年大学最认真又最活跃的“学生”。美术、摄
影、书法、国画、装裱……老年大学里有的课程，
她几乎学遍了，而且似乎都小有成绩。

2003年，铁道部从北京请来了工艺美术大
师，来老年大学传授技艺。李秀莲和其他几位“高
手”被选中参加此次培训。这一次学习，李秀莲的
布艺和纸艺有了极大的提高。她没有照搬老师的
技法，而是综合自己多年的实践加以改变。最后，
当她拿着自己制作的绿色牡丹给老师看时，老师
惊讶地说，比我做得好，立体感更强了。

随后，老年大学工艺美术班开班了，李秀
莲自然成为授课教师。除了纸艺、布艺，她还
教授了中国结和丝网花。学员达数百人。其
中布贴画是她的强项。此画以布头为原材
料，以布的颜色、纹路和质地为依托，采用平
贴、包贴、镶嵌等手法，可制作出细腻优雅的
人物、风景和各种动物花卉等装饰图案画。
编织是一项传统手工艺，李老师采用现代材
料，编织出如包装盒、手提袋、丝网花、香皂花
篮等多种精巧的工艺品。

非非 质质

文化遗产

走近郑州走近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