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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田間走出剪紙藝術家李寶鳳

栩栩如繪

1966年，李寶鳳出生在
吉林一個農民家庭，在母
親的影響下，李寶鳳在六
七歲的時候，就對剪紙產
生了濃厚的興趣，但是因
為家境困難，初中二年級，李
寶鳳就輟學務農了。可她平日
裏放下鋤頭，就拿起剪子，把
平時幹農活的場景都通過剪紙
剪出來了。「我並沒有甘於當
時的現狀，我不想一直都幹農
活，我應該有更高的價值。」

1984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李
寶鳳得知她所就讀的初中開設了
職高音體美專業班，專門培養特
長生，向鄉村小學輸送教師，李
寶鳳想抓住這次機會重新回到學
校，但初中都沒畢業的她不符合
招生的要求，這時李寶鳳並沒有
向命運妥協，她挑選了自己400
份作品，直接去找校長。憑藉着
遠超同齡人水平的剪紙作品和不
服輸的精神，李寶鳳打動了校

長，如願成了一名旁聽生。命運是會眷顧有準備的人，
也正是因為這樣一個開始，改變了李寶鳳的一生。

農村畫具貧乏 改教剪紙
畢業後，李寶鳳憑藉優異的成績成為了一名鄉村美

術教師。那時，吉林的小學美術教材裏收錄了很多經
典的國畫、油畫作品，但農村孩子們買不起畫紙畫
筆，根本無從學習。

「當時的學生作業本一張紙都反覆寫四次，哪有錢
買畫紙呢，更別提蠟筆了。」李寶鳳不禁感嘆，後來
她去信教育局，建議結合農村的實際情況來改編教
材，沒想到獲得回信，「說我的想法很好，希望我能
提出具體的改進意見。我想，既然沒有畫紙蠟筆，那
不如就教孩子們剪紙，既然沒有教材，那就自己編。
剪刀家家都有，紙就用孩子們用過的作業本。」

着重啟發孩子 教學相長
李寶鳳有着獨特的教學方式：先帶孩子到操場玩老

鷹捉小雞、堆雪人……總之她想讓孩子們剪什麼，她
就帶孩子們玩什麼，玩過之後，讓他們把遊戲的情景
畫出來，然後再剪。孩子們憑藉自己的想像力天馬行
空，形象各異的作品躍然紙上，趣味盎然。

三年的時間，李寶鳳帶着孩子們創作了一大批剪紙
作品，有200多幅在省市、國家、甚至國際大賽中獲
獎，其中13幅收入《世界當代少兒美術書法攝影作
品精選》。

在三年的教學時間裏，她也不斷地精進自己的剪紙
技藝，一步步走向今天。

在李寶鳳的作品中，有不少以東北為主題
的剪紙圖，讓無數遠在異鄉的東北人看到了
之後思念起了家鄉。一張張極普通的紙，變
成東北冬季的雪景：絨絨的雪坡，小小的院
子。暮冬樹梢雪初醒，炊煙就爬上了雲端，
這就是東北人民的冬季生活的寫實。
在一系列長白山題材的作品裏，她用層層
疊疊的套色技術豐富色彩，展現出獨特的長
白山風貌，把長白山形象以不同的方式宣傳
國內和國外，不僅讓中國的剪紙文化走出國
門，也把吉林形象、東北形象介紹給了世
界。她和她的團隊也研發了一系列吉林形象
的文創產品遠銷海外，成為了真真正正的吉
林文化名片。
李寶鳳不僅將鄉情融進了作品裏，她也一
直在探索剪紙藝術的推廣。在地方政府的支
持下，李寶鳳開始嘗試把剪紙藝術做成地方
特色產業，帶着鄉親們通過剪紙技藝走向商
業化路線。
她還到全國各地宣傳講解剪紙藝術，迄今
已培訓了3萬多人；她給聾啞孩子和自閉症
兒童免費上課，讓他們從剪紙中得到快樂，
並掌握一門技藝；她教授身有殘疾的群體學
會剪紙，讓他們用力所能及的勞動獲得收
益，她還讓他們的親屬、子女都來學習，創
作出來的作品由她負責回收、銷售。
她和丈夫建起了佔地近6萬平方米的剪紙

藝術博物館和藝術學校，讓更多的人了解剪
紙藝術，讓更多的孩子學習並且愛上這門傳
統藝術。當被問起能為社會做些什麼？李寶
鳳常常說，「我捐我的文化，因為它可以屬
於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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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翔鳳翥入刀筆，寶晉山林風月寒。一把剪刀剪出精彩人

生，在所熱愛的領域裏，創造屬於自己的奇跡。這就是吉林

工藝美術家、民間剪紙藝術家李寶鳳。在李寶鳳手中，

剪紙不拘泥於特定的顏色、圖案和技法，她將畫作的

精髓融入剪紙中，讓這門起源於鄉土的民間藝術，充

分汲取藝術的營養，把祖國大好河山、紅學經典、偉人

肖像、苗族姑娘等一系列形象表現得栩栩如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長春報道 作品圖片︰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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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品已經不止一次被誤認成油
畫了。」李寶鳳笑着說，「其實

我只是對剪紙進行了創新，採用了多層套
色剪紙的方法。」
一幅畫有明暗層次，即深淺的顏色灰
度變化。要剪出一張層次豐富、形象逼
真的剪紙，首先要根據畫面的灰度分
層，分的層越多，剪品越自然，難度也
越高。她把每種顏色剪出一個模樣，再
用五六十幅這樣「千剪不斷」的單色作
品套成一幅色彩斑斕的作品，呈現出了
水彩畫的效果；為了實現這種美不勝收
的效果，寶鳳團隊還專門對紙張進行了
研發，這樣才有了大家看到的油畫般質
感的剪紙作品。

紅樓群芳躍然紙上
大型剪紙作品《紅樓夢．大觀園》是

李寶鳳的代表作之一，曾在國內國際屢
獲藝術大獎。李寶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紅樓夢》是自己從小就喜歡的一
部經典名著。1996年，李寶鳳受邀去北
京參觀大觀園，「當時下着大雨，大家
都說雨太大了就不入園參觀了，但是我
還是頂雨去了，當時只有我自己。」大
觀園的景象給了李寶鳳很多觸動，同時
也給了她創作靈感。於是她有了把《紅
樓夢》人物形象做成剪紙的想法。幾乎
每天早上四點，都可以在工作室裏看到
李寶鳳忙碌的身影，畫畫、剪剪、改
改，一個個栩栩如生的紅樓人物經她的巧手誕生。「而且我想做到以形
傳神。林黛玉的嬌弱、薛寶釵的嫻雅、王熙鳳的潑辣……讓大家看一眼
就能辨識出這是誰。」歷經三年不斷地修改，一幅長4米，高1.2米，包
含了55位紅樓人物的剪紙作品《紅樓夢．大觀園》終於完成了。

各地展出獲選國禮
1998年，機緣巧合之下，這幅作品出現在一個全國性會議的紀念品名單

中，一經展出，頓時博得滿堂彩。李寶鳳進一步按照《紅樓夢》故事情節
創作出100多幅剪紙作品，不久便收到了赴北京展出的邀請。1999年春節
前，她把有關《紅樓夢》的剪紙作品用一張大報紙一包，和丈夫買了兩張
硬座火車票就踏上了進京的旅程。這年8月，李寶鳳的作品在大觀園舉辦
專題展覽。「紅盞一丈現紅樓，滿眼群芳百態收。也似娥皇鋪彩石，神工
巧剪世無儔」，紅學泰斗周汝昌連聲讚嘆，為李寶鳳贈詩一首。
2010年8月27日，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在長春會見一位外國領導人，恰逢長
春農博園開幕，國家領導人邀請該外國領導人去農博園參觀，恰逢李寶鳳的
《大觀園》正在展覽。這位外國領導人對「紅學」也深有研究，看到作品時
大加讚賞。最後，李寶鳳的《惜春作畫》作為國禮贈與了這位外國領導人。
「我想讓更多的人了解剪紙，看到不一樣的中國剪紙，不一樣的
中國文化和藝術。」當香港文匯報記者問到李寶鳳有沒有去香港開
作品展的想法時，李寶鳳露出了期待的目光，「我當然想去香港展
覽，如果能讓香港的民眾看到我的作品，並且把一幅作品留在香港
作為禮物，那將是我的榮幸。」

自製刀具傷痕纍纍
「藝術是沒有國境的。」李寶鳳這樣說。即使是現在，李寶鳳也一直

在學習，在俄羅斯參展期間，她看到了俄羅斯油畫的虛實漸進，於是開
始自己研發紙張；在敦煌參觀壁畫時，感嘆敦煌壁畫的精緻美麗，於是
改善自己的工具，從剪刀到壁紙刀再到男士用的剃鬚刀，後來甚至直接
把鋸條弄折，再把它打磨成趁手的工具。「刀鋒很快，完成一部作品，
手上就是深淺不一的傷口，但是我沒有感覺到疼，作品完成了我很開
心。」李寶鳳臉上洋溢着滿意的笑，「平時在各大美術館舉辦展覽的時
候，我非常喜歡讓各大藝術家給我的作品提一些意見，我不排斥意見和
建議，自己很難看出自己作品的不足，但是可以通過別人提出的意見不
斷地改進，從而不斷學習探索，進而提升。」

《紅樓夢．大觀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