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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学剪纸
纸贴画让她无法平静

刘书琴老人1942年生于抚顺，从
小就向姥姥李常氏、母亲李玉范学习
剪纸，后来考上辽宁教育学院美术
系，毕业后在抚顺 33 中担任美术教
师。

“向长辈学的是满族传统剪纸，
最开始我给姥姥和妈妈打下手。”刘
书琴说，剪好后就跟着妈妈走街串巷
叫卖，“当时家里生活很困难，虽然剪
纸卖不了几个钱，但也能稍微贴补一
下家用……后来年纪大一点，六七岁
就能独立剪出很多图案了。”

她从小的梦想是学习美术，后来
不但考进了美术系，还当上了美术老
师。“我特别热爱美术老师这份工作，
那时学校布置板报、节假日布置联欢
会经常用到剪纸和绘画，当时正是挂
历大行其道的年代，我带着学生们剪
了很多剪纸。”她说那时剪的东西比
较简单，而且是平面展示，内容也比
较单一。

“开始创作纸贴画是上个世纪90
年代初期。”她说当时参加一次中学
美术教研会，发现有同行用挂历做纸
贴画。“用挂历和画报做成的纸贴画
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她说，绚丽多彩

的纸贴画就像画水彩用的调色盘，心
里怎么也无法平静。

融合剪纸绘画
潜心纸贴画20多年

教学之余，她心里总是想着剪纸
和绘画，“纸贴画和剪纸一样都是用
剪刀创作，但作品却比普通剪纸要美
上许多，像绘画一样美……既摆脱了
剪纸的单色调，又不同于绘画用笔创
作，我深深地爱上了纸贴画。”

因为有剪纸基础又学过绘画，她
很快找来材料开始创作。“创作纸贴
画最痴迷的时候，脑子里想的都是
它，晚上会失眠。”刘书琴说，“我心里
暗想，一定要创作出有自己独特艺术
风格的纸贴画，我要用纸贴画构建自
己的艺术世界。”

刘书琴说，认为纸贴画是糅合剪
纸和绘画而形成的作品亦无不可。在
创作中，她很敏锐地注意到了不同种
类纸张的不同肌理等基础特征，“画面
效果要将绘画特点融为一体，把色彩、
构图、光线、透视等都要考虑充分。”

那时至今20多年里，她始终醉心
于此，对材质纸张的把握已至炉火纯
青，再通过剪、拼、贴等工艺进行造
型，与此同时特别注重光影效果和逼
真效果，看上去清新生动，视觉效果

立体生动，并不逊于绘画。

带徒授艺
弟子纸贴画作品走向国外

刘书琴创作的纸贴画名气越来
越大，越来越多的学校联系她去讲
课，一些大学聘她为客座教授。课后
学生们把她团团围住，还有很多学生
提出拜师的想法。

2006年她到一所学校讲课，课后

一位美术老师找到她提出要跟她学
艺。“看到这么多人喜爱纸贴画，我特
别高兴。”刘书琴说自己传授技艺不
收费，只希望他们能把纸贴画技艺更
好地发扬下去，“这位老师也教会了
很多学生纸贴画技艺。”

2012年到抚顺师专上课，一位名
叫张令欣的学生课后找到她拜师。

“她跟着我学了两三年时间，然后有
机会去俄罗斯参加交流活动，她的作
品在当地广受好评并收藏。”刘书琴

说，至今与张令欣还常常联络。
过去的几年中，刘书琴到新加

坡、英国等国参展，作品受到参观者
热捧，“发自内心热爱纸贴画的人越
来越多，我想着应该把纸贴画技艺形
成一本书。”

2012年8月，刘书琴著的《纸贴画
技法与作品》由北京金盾出版社出
版。“这本书不仅是技艺上的总结，也
是我对纸贴画艺术的感悟。”她说。

屡获荣誉
最看重的是“抚顺匠人”

多年潜心纸贴画创作，刘书琴的
作品获得了诸多荣誉：作品《桃花》
2006 年获“首届中国民间艺术论坛”
作品评比金奖；作品《九月香》2008年
获第九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博
览会“天工艺苑·百花杯”银奖；作品

《王贵与李香香》2017年入选英国“爱
丁堡国际艺术节精品展”……

2009年刘书琴因纸贴画被列为抚
顺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资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2017年被授予“抚顺匠
人”荣誉称号，她是辽宁省民间艺术
家、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沈阳盛京
民间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高级工艺美
术师……还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
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工
艺美术大师、辽宁省工艺美术行业协
会理事、全国青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展
评选委员会绘画类评委等。

“这么多荣誉中，最看重的是‘抚
顺匠人’。”她说，这是故乡对自己的褒
奖，而颁奖词中“坚守职业道德，立足
岗位锤炼技能，不懈追求卓越品质，弘
扬工匠精神”也正是自己的追求。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抚顺
记者 李毅

“抚顺匠人”创作“纸贴画”美过绘画

刘书琴作品。 受访者供图

今年76岁的抚顺老人刘书琴和纸打了一辈子交道。她醉心于纸贴
画，作品之美令人赞叹，被誉为“相机也拍不出的效果”。

从小她就向姥姥和母亲学习剪纸，后学习美术，20多年前她发现“纸
贴画”独特之美，潜心其中直到今天。

她到多所学校授课，无偿传授技艺，作品多次获奖，但她最看重的是
“抚顺匠人”称号，这是故乡给她的最好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