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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授課近十年公益授課近十年 李德海推動殘疾人居家就業李德海推動殘疾人居家就業

54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布貼畫」市級傳承人李德海與他

的「特殊」學生們，正緊鑼密鼓地為瀋陽故宮非遺市集製作布

貼畫產品。「這一系列十二生肖作品是我剛剛從（遼寧）

省殘聯的學員那取回的，他們大多數是殘疾人和家

屬，就在上個月剛剛接受了一個月的培訓，這種簡

單的布貼畫就能做得很好了。」在位於遼寧省撫順

市殘聯的非遺傳承工作室裏，李德海自豪地向香港

文匯報記者展示着即將走入瀋陽故宮的非遺產品。

近十年來，他堅持公益授課，用非遺技藝為殘疾人

打開就業自強的新天地，至今已有

500多名殘疾人和家屬走進他的公益

培訓班，其中20餘人加入了他的非

遺工作室，親身參與到非遺技藝的傳

承與創新之中。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撫順報道

「我是聾人呂林，做布貼畫工

作 7 年多了。」見到香港文匯報

記者，正在李德海非遺工作室製

作布貼畫的呂林利落地打着手

語，「2017 年我參加了新撫區殘聯舉辦的第

一期布貼畫培訓，當時感覺這個技藝就像上學

時候的手工課，我感覺很有趣。」通過撫順市

殘聯的手語老師解琳，呂林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講述起與師父李德海學藝7年來的點滴過往。

「我開始嘗試剪紙，剪完後李老師覺得滿意，

就請我到他的工作室看他設計製作的有趣的布

貼畫。」隨着技藝的熟練，呂林已能獨當一

面，「我孩子小的時候沒有工作，正好做布貼

畫賺錢不錯，李老師讓殘疾人感覺生活美

好。」

呂林說起疫情期間令她難忘的一件事，

「2019 年之後我們在家休息，李老師讓我把

東西帶回家做，做完拿回去，李老師自己墊錢

給我開工資。」她們很多學員之後才知道，由

於當時旅遊業未復常，李德海是將這些布貼畫

一直留在身邊，直到復常後才賣出去，「我知

道後，非常感動。」

相互支撐前進 攜手共創佳作
在李德海的眼中，他與學生們之間的質樸師生

情誼是一種「雙向奔赴」。去年，在四年一屆的

全國殘疾人展能節上，呂林精湛的手工技藝廣受

關注。「她作為遼寧省殘疾人代表站在了全國盛

會的舞台上，在自己喜歡的領域閃閃發光，我為

她感到自豪。」李德海感慨，「現在她既是學員

也是老師，協助我與其他學員溝通，也能為我的

設計提供很多很好的想法。」在他的作品「滿族

三大怪《窗戶紙糊在外》」中，就有呂林協助設

計的亮點——一口極具東北特色的醃製酸菜的醬

缸。「她把我原本設計在窗邊的一棵小植物換成

了大醬缸，這幅作品一下子就充滿了濃郁的東北

風情，非常傳神。」

回憶近十年助殘的經歷，李德海坦言最大的

收穫是來自殘疾群體的淳樸情誼，「很多人說

是我幫助了他們，而實際上我們是互相支撐着

前進，這些學員自強不息的精神也常常感動

我。」他說，希望他的非遺工作室可以成為這

一群體的溫暖家園，「他們不僅在這裏能實現

社會價值，更能尋找到互相交流、一起成長的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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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海的家鄉遼寧省
撫順市，是世界文化遺產清永陵

的所在地，也被譽為「滿族故里，啟運
之地」，是清皇朝的發祥地。也因此，這裏

民間就傳承了前身是「宮廷補繡」的布貼畫技藝。
「我的家族中祖輩就有人掌握着補繡技藝，為服飾、家

居等成品進行繡貼製作。歷經幾代人傳承，家族中雖然已經
沒有人再專門從事補繡工作，但是我作為傳承人卻特別喜歡
這項傳統技藝。」

創新元素入畫 極具民族特色
早在2004年，李德海就專注於對補繡技藝的傳承與改進，

並於2018年被評
為「撫順布貼畫」第六
批代表性傳承人。「我在宮廷
補繡的基礎上利用常見的樹葉、樹皮
等材料製作貼畫。但這樣做出來的貼畫顏
色單一，立體感不強，我就想到用樣式和色
彩都更豐富的布料進行創作，經過反覆推敲
琢磨，融入植物貼畫、傳統剪紙技法等多重元素，
最終呈現了一系列極具地方民族特色的布貼畫。」
2018年當年，李德海又成立了非遺工作室，讓這項技藝
的不斷創新傳承下去。
根據他的考證，布貼畫原名宮廷補繡，是歷史上因宮

廷需求而產生，並歷代傳承
至今的一種傳統手工技藝，
是中國最古老的刺繡技藝之
一的補繡與唐代的「堆綾」、
「貼絹」技藝相結合發展而
來，以單層絲織物剪成圖案平
貼或堆疊、拼接出多層次的立
體圖案，其技藝成熟和鼎盛時
期為清代，至今瀋陽故宮中
還收藏着以此工藝做裝飾紋
樣的袍、褂、椅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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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的雷鋒紀念
日，李德海聯合遼寧

省殘疾人福利基金會、遼寧
省殘疾人服務中心和撫順市殘
疾人聯合會，舉辦了「首期非遺
手工製品公益就業培訓班」。「很多
是殘疾兒童家長帶着孩子來的。」李德海感
嘆，「殘疾人家屬是非常苦悶的，他們也需
要賦能，也需要緩解家庭的經濟壓力和精神
焦慮。」長期與殘疾群體打交道，他非常理
解這些家庭的內在需求。「那次培訓之後，
就有7位家屬主動參與進來，利用零碎的時間
製作簡單的作品，這也證明了，布貼畫這項
非遺技藝是非常適合殘疾人居家就業的。」

分工協作展才能 學員自立出佳作
從愛好傳承到嘗試助殘，李德海坦言這條

探索之路並非坦途。「能走上助殘這條路是
很偶然的，但走到現在我越來越堅定。」
2017年，李德海的一位朋友介紹了一名40多
歲的殘疾人來「拜師學藝」，「我盡所能教
他，也意識到這不僅能傳承傳統技藝，或許
也能給他帶來一些收入。」出乎意料的，這
位學員學的又快又好，李德海還幫他將作品
推向市場，「儘管他賺到的不多，但通過教
他學習，我看到了布貼畫助殘的可行性。」
就在當年，李德海在撫順市殘聯的支持下

開設了兩期培訓班，「一個班30人，每期10
天的課程，培訓的效果特別好。」也是在那
時，李德海注意到了3名心靈手巧的聾啞人學
員，至今她們已成長為工作室的「技術
骨幹」。「布貼畫需要極大
的耐心，還需要有
一些基本的

動手
能力，大部分

殘疾人經過培訓都能夠
很好地學會剪、貼這兩個環節。」

通過對不同殘疾群體的了解，李德海對工作
環節進行了科學分配，「比如智力殘疾的
學員，他們學得慢，無法獨立完成作品，
但他們剪的特別好。」通過分工合作，殘
疾學員形成了工作小組，「有人專門負責
黏貼，也有的已經可以獨立將我設計的作
品製作出來。」

「我會給他們講解到學會為止」
不放棄任何一個人，如今李德海的公益課
堂已經與當地每年一次的殘疾人專場招聘會
相結合，「招聘會上，我會帶着我的學員一
起去現場展示，向殘疾人介紹非遺技藝，也
向他們宣傳居家就業的手藝。」在培訓之
餘，李德海更傾注心血在線上輔導，「非遺
傳承需要熱愛，但幫助殘疾人需要更多耐
心。」在他的微信上，學員遇到製作難題隨
時可以發來視頻，「我一定會給他們講解到
學會為止。」

創新傳承設計出新 作品屢獲大獎
由李德海設計的《滿族布藝貼畫》斬獲

2017年中國特色旅遊商品大賽金獎、「滿鄉
系列布貼畫」獲2016

年 撫 順

市首屆旅遊商品創意設計大
賽金獎……作為非遺傳承人，他將布

貼畫這項綿延了上百年的「宮廷補繡」技藝
與地方滿族風情相結合，設計創作了「滿族
小格格」等一系列廣受喜愛的作品。「2017
年，我的作品受邀到瀋陽故宮展銷，這也讓
我思考如何設計出更多被大眾接受又能代表
家鄉特色的文創產品。」他以獲獎作品《悠
悠滿鄉情》舉例，為了體現人物面部立體
感，他採用了雙層紙刻印的方法來展現人物
五官。「如今大家看到的每幅作品都是反覆
修改的成果，從布料和顏色的搭配，到材質
和畫面的平衡，都需要不停地嘗試。」

文創產品走俏 市場認可助學員增收
隨着設計的出新，李德海在瀋陽故宮文創

市集的產品日益走俏，訂單量也逐步提升，
「特別是一些外國遊客，他們都會買一些作
為禮物帶回國。」市場的認可對李德海來
說，不僅意味着老手藝的創新成功，更意味
着殘疾學員的收入增長。「訂單多的時候，
技術好的學員月收入最多可以達到1,500元人
民幣。」未來，李德海期待能夠更多拓展銷
路，「我們也開始通過短視頻等多種手段推
廣我們的產品，讓更多殘疾人通過布貼畫實
現居家就業。」

◆◆李德海設計製作的以滿族旗袍為李德海設計製作的以滿族旗袍為
元素的布貼畫作品元素的布貼畫作品。。

◆◆李德海創作的極具滿族風情李德海創作的極具滿族風情
和東北特色的布貼畫作品和東北特色的布貼畫作品。。

▲▲瀋陽故宮文創市集瀋陽故宮文創市集
上上，，遊客在選購李德海遊客在選購李德海
布貼畫作品布貼畫作品。。

香港文匯報撫順傳真香港文匯報撫順傳真

▲李德海與他的「特殊」學員們在撫順市殘聯的
非遺工作室內正緊鑼密鼓地為瀋陽故宮非遺市
集製作布貼畫。

▶▶非遺工作室的非遺工作室的「「特特
殊殊」」學員呂林展示她學員呂林展示她
參與設計的布貼畫作參與設計的布貼畫作
品品「「滿族三大怪滿族三大怪《《窗窗
戶紙糊在外戶紙糊在外》」。》」。

▲▲李德海在他位於撫順市殘聯的非遺工作室

李德海在他位於撫順市殘聯的非遺工作室
內內，，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他設計製作的經典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他設計製作的經典
滿族風情非遺布貼畫作品
滿族風情非遺布貼畫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