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属于舶来品的软陶现在日益为手
工爱好者所喜爱，康丽说希望能够通过
自己的软陶作品来向世界宣传中国的
传统文化。“现在流行的各种人偶、手
办，也就是流行一阵子而已。因为欠缺
的是文化底蕴。”她说，“我认为古代仕
女的美就是我们传统美的一种，要让外
国人了解才行。”

虽然已经七十岁了，但康丽却玩转
了网络。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软
陶工艺，康丽一开始是自己录视频，然后
配音做成教学课件跟网友分享。后来开
展了不止一个平台的网上直播教学，铁
杆学员达到两千多人。她还开通了抖音
号，一有时间就和网友分享经验、心得。

康丽为了培养接班人，还开始了一
对一的教学。对于选弟子，她说自己最
注重的是人品，人的品行是一切手艺里
最重要的。“这个人的人品要不好，那他
做什么都不会成功。”康丽认为不能一
切向钱看，“就有的人说，老师啊，我多
长时间能学会，能挣钱啊，这一句话咱
就免谈了。”

康丽虽然已经在软陶工艺领域取
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她总感到学无止
境，在一所老年大学教授软陶工艺课的
同时，还参加了辽宁老干部大学摄影班
的学习，她说：“活到老学到老，有梦想、
肯付出的生活最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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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 秀生活

康丽尽享古稀之乐

痴心软陶彩塑
三年没逛商场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
吗，像朵永远不凋谢的花
儿……”听年届七十的康
丽讲述她的故事时，突然
就想到了这首歌。

年轻时不得不放弃
的梦想，在她退休之后终
于有机会实现了。经过
十年的不懈努力，梦想之
花尽情绽放。康丽用一
双巧手为来自西方的软
陶注入了新的灵魂，塑造
了栩栩如生，满是东方韵
味的仕女作品，被誉为软
陶仕女第一人。

粉丝遍天下的她，现
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将中
国传统文化的美传递给
世界。

退休前，康丽的工作与艺术没任何
联系，“我一直是和枯燥的数字打交道”，
她是做财会工作的，单位效益不好后，42
岁起，她开始做保险，“那时候每天想的
就是工作，就是家庭开销。”康丽说自己
是不善言辞的人，性格也内向，但是为了
生存，不得不努力，“世上最难的工作就
是营销，不仅要把产品推销出去，更需要
别人认可你才行。”终于到了退休的年
纪，轻松下来的康丽突然想，“我来到这
个世界上干什么来了？我只是为了生存
吗？”她说人老了一样可以老有所为，“还
是要找到自己喜欢的活法，重新规划自
己的生活。”

58岁的时候，与康丽不期而遇的，是
她早因生活而抛在脑后的儿时艺术梦。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喜欢画那些美丽的
事物，尤其是古典仕女。”

那一天，她在北市庙会上偶遇了传
统艺人在捏面人，活灵活现的孙悟空一
下子就吸引住了康丽的目光，未曾实现
的梦想就此再次萌芽。本就心灵手巧的
她回到家后马上就开始尝试自己制作面
人，不过没有成功。但是康丽知道自己
找到了兴趣的方向，第二天她就鼓足勇
气找到面人师傅请求拜师学艺，但因为
年龄的问题，拜师不成。康丽并没有因
此放弃，第二天又和老伴一起继续逛庙

退休之后
重拾失落的艺术梦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邂逅心仪的材料后
不久，康丽得了一场大病，整整躺了两年。但
这一次，她没有再放弃自己的梦想。

身体刚好点的时候，老伴心疼她，不让她
碰软陶，毕竟腰刚好不能久坐。但是下定了决
心的康丽就偷着做，打起了“游击战”，她把制
作软陶的材料，藏在床底下，家里没人时再拿
出来研究。随着身体的恢复，见她也确实因为
有事做而越来越开心，家人都开始支持她。

“三年，我把自己关家里闷头钻研了三年，就
连商场都一次没去过。”梦想这么近，康丽要尽自
己的最大努力去实现它。

“我没有老师传授，全都是靠自己一点点琢
磨。”勤奋是成功的不二法门，康丽每天四点多就
起床钻研，经常忘了吃饭。“有时练习得太累，竟把
软陶当饭吃，还差点把502胶水当眼药水。”

没有老师教，她就边做边总结，每天都像
学生们写错题本一样细致地记笔记，把自己制
作的过程、技巧，失败的体会和成功的经验统
统总结出来。康丽的每一件手工作品都是色
彩艳丽、形象生动，乍一看还以为是画上去的，

不光是因为软陶这种材料，还因为这些花色是
用花条拼在一起的。

“软陶的精华就是做花条。花条都是要事
先构思，或者在纸上把图案画出来，然后再往
一起组合，几个颜色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
花色。”不靠画工，而是靠花条来打造图案，这
是不懈努力之后，康丽自创的“绝学”。

从最开始的揣摩、模仿，再到掌握独门绝
技、自成一派，从笔筒到小凳子，再到充满了东
方神韵的仕女，一块块软陶在康丽手中被赋予
了新的生命力。她的作品被广泛认可，《拾玉
镯》《仕女》等在“致匠心·中国手作大赏”中荣
获年度优秀奖。她创作的作品《软陶京剧人
物》在第四届“创意市集暨东北首届创意大赛”
中获得优秀奖。

康丽也因屡获大奖而被称为软陶大师、软
陶仕女第一人。

为创佳作
一部电影看了20遍

坚持不懈
是通向梦想的独木桥

康丽家的展橱里，摆放着她的十年
心血：金陵十三钗、红楼梦人物、许仙与
白娘子、京剧人物、电影人物、中国历代
仕女等等。一个个惟妙惟肖，或柔如弱
柳或娇憨可掬，令人叫绝。

康丽说之所以制作仕女软陶人偶，
是因为“传统文化的美就像刻在了我骨
子里。”由于此前没有接触过艺术史，所
以从人偶头饰到服饰、配饰，为了契合历
史文化，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学起。

为了做好历代仕女的服饰，她一有
空就去博物馆和图书馆查资料。自学人
物造型、服饰搭配，还研究起了中国各个
朝代的服饰文化。尤其是做京剧人物时
难上加难，全都是根据人物的形象设计
的，上面布满了丝线，头面中软陶制成的
钻石镶嵌、翠鸟羽毛、绒球凤冠、黑色髯
口，能以假乱真。手工细致到京剧人物
戴的头冠，都能摘下来。

做仕女，除了脸以外，手非常重要，
“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为了把手做好，
康丽下了很大的功夫，做手关键还要把
手腕儿做好，反复摸索，终于成功。

为把金陵十三钗做好，电影《金陵十
三钗》，康丽看了不下二十遍。从一开始
研究她们穿什么样的旗袍，再到看她们
穿的鞋子、携带的包，又继续细化到看她
们的耳环，项链儿等饰品。与当时有关
的书籍，康丽也看了好多本，“只有真正
理解当时的背景，才能做出栩栩如生的
人物。”正是这种注重史实、注重细节的
匠心，使她的作品都仿佛被注入了灵魂。

登陆新媒体

桃李遍天下

会，而目的却是去“偷师”，“我和老伴分
工，我负责记下操作技巧，老伴帮我记下
面人师傅使用的工具。然后回家后自己
再一点点琢磨。”康丽为了捏好面人，跑
到书店和图书馆去找相关书籍，“跑了好
多次，才算找到了一本，真跟捡到了宝贝
似的。”用了不知道多少袋面粉，经过半
年的琢磨和尝试，康丽终于学会了捏面
人。不过呢，她捏的面人好是好，但收藏
不行，放一放就裂开了。

因为对完美的不懈追求，康丽得以
遇到了最心仪的手工材料——软陶。软
陶不是橡皮泥，又称塑泥，上世纪九十年
代才传入我国。这是个高分子聚合物，
色鲜艳、无毒柔软、防水防裂、结实易收
藏。

康丽介绍说：软陶制作的作品颜色
鲜艳，让人眼前一亮。成品之后，还不怕
洗，也不掉色，就是掉在地上也摔不坏。

康丽在博览会上遇到了软陶后，又
是一眼定终身，“这才是我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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