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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博宇

在李宝凤的手里，那些极普通的纸像被施了
“魔法”，有的变成关东雪景，朗朗的天空、绒绒的
雪坡浑然一体；有的变作幽深宁静的深谷，两只
小鹿漫步林间，悠然饮水；有的化身背柴回家的
姑娘，小憩中凝望着天边远去的大雁……

在李宝凤的手里，原本用于分割的剪子，却连
接起了世间万物。剪影舞动间，大好河山、神话故
事、关东风情、瑶族姑娘，跃然于纸上，也将她——
一个乡村姑娘的命运与剪纸艺术脉动相连，携手
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间。

在李宝凤的手里，剪纸不再拘泥于特定的
颜色、图案和技法，而是将国画、年画、版画、油
画、装饰画的精髓融入其中。她让这门起源于中
国乡土的民间艺术，充分汲取世界艺术的营养，
从而走向世界。

400 份作品

开启农村姑娘的艺术人生

1984年的冬天，在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一处
偏僻的小山村里，冰雪覆盖了农庄。屋里的热炕头
上，一个青涩的胖丫头一手持剪刀，一手拿红纸，
纸屑掉落间，手里的剪纸形象渐渐清晰。

这一年，刚满18岁的李宝凤，成功地用400份
日常生活中随手剪出来的作品，改变了自己的
命运。

剪纸，是东北女红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妇女们
剪窗花、剪鞋样、绣枕套，都离不开剪纸的基础。李
宝凤继承了母亲的心灵手巧，从小就爱趴在炕上

画画剪剪。剪得越来越多，剪得越来越好，老李家
的胖丫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巧手。

旧时的老人不崇尚女孩子多读书，所以读到
初中二年级，李宝凤就辍学务农了。可她平日里放
下锄头，就拿起剪子，手艺一点都没有落下。剪纸
也成了她在繁重农活之余难得的放松。

1984年，恰逢当时的县职业高中开设音体
美专业班，专门培养特长生，毕业后任教。初中
都没毕业的李宝凤自然不符合招生的要求，但
小姑娘凭着一股子犟劲儿，回到家挑选了400份
自己平时攒下来的作品，有蜡笔画，有零碎的剪
纸，直接去找校长。手握远超同龄人水平的剪纸
作品，再加上初中老师帮忙说情，李宝凤总算如
愿成了一名旁听生。

这日积月累攒下来的400份作品和一个旁听
生的身份，帮助李宝凤走出了乡野田地，开启了自
己的艺术人生。

3 分钱的蜡笔

“逼”出童趣剪纸“乡土教材”

两年的学习生涯转瞬即逝，因为美术成绩特
别突出，尽管是旁听生，李宝凤还是如愿成为一名
乡村小学的美术教师。

彼时，村小的条件简陋，3分钱的蜡笔对孩子
们来说是奢侈品，连画纸也很稀缺。“那时候农村
有抽旱烟的习惯，许多家长都是把孩子用过的作

业纸拿来卷烟，要是涂上了蜡笔，就没法用了。”想
起那时没有色彩的美术课，李宝凤还唏嘘不已。

在这期间，吉林省新出了一套美术教材，里面
收录了许多经典的美术作品，有国画，有油画，其
中许多作品和技法李宝凤从未接触过。

自己不懂，就更没有办法教孩子们了。于是，
生性直爽的李宝凤大着胆子给教育厅写了一封
信，建议教育部门结合农村孩子们的实际情况编
一套“乡土教材”。一周后，教育部门的回信来了：
“你的建议非常好，你能不能先行做尝试？”

得到鼓励的李宝凤一下子有了动力，心里的
许多想法也有了用武之地。

既然孩子们用不起色彩，看不懂名画，那就教
他们剪纸吧。剪刀家家都有，废纸也能利用起来，
不仅不用色彩，还能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和想
象力。

于是，每逢李宝凤的美术课，就可以见到一个
大人带着一群孩子去操场玩老鹰捉小鸡，去山上
采花草；去草丛里捉蜻蜓……回来以后，她让孩子
们回忆自己经历的场景、见过的形象，再用画笔画
出来，用剪刀剪出来。

三年下来，李宝凤带着孩子们创作了一批童
趣剪纸作品，其中200多幅在省市、国家、国际少儿
大赛中获奖，13幅作品收入《世界当代少儿美术书
法摄影作品精选》。

在李宝凤的眼里，艺术的根脉在生活里，躯干
在持之以恒的磨炼中，而枝叶就在身边每一个孩
子天马行空的想象之间。三年里，她和孩子们共同

创作，共同成长，也共同热爱着剪纸艺术。

55 位红楼梦中人

带剪纸技艺登上大雅之堂

因为教学能力突出，李宝凤被评为“吉林省
先进教师”。1996年，她被调到了规模更大的县
中心小学任教。在这里，她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和
展厅。除了给孩子们上剪纸课，她有了更多的时
间进行自己的剪纸创作。

因为自小喜欢《红楼梦》，她萌生了以
《红楼梦》内容做剪纸的想法。几乎每天早上
四点，都可以在工作室里看到李宝凤忙碌的
身影，画画、剪剪、改改，一个个栩栩如生的
红楼人物经她之手诞生。

“当时就用的普通的大红纸，每个人物
都反反复复剪了好多遍。”几年积累下来，一
幅长3米，高1 .5米，包含了55位红楼人物的
剪纸作品《红楼梦·大观园》终于完成了。

1998年，机缘巧合之下，这幅作品出现
在一个全国性会议的纪念品名单中，一经展
出，顿时博得满堂彩。

1 9 9 9年的春节前，一鸣惊人的李宝凤
受邀带着更多作品去北京展出。她把有关

《红楼梦》的剪纸作品用一张大报纸一包，
和丈夫买了两张硬座火车票就踏上了进京
的旅程。

这次进京，让从东北农村走出来的李宝凤
带着她的剪纸艺术真正登上了大雅之堂。1999
年8月16日，李宝凤的剪纸作品在北京大观园举
办专题展览，受到热捧。“红盏一丈现红楼，满眼
群芳百态收。也似娥皇铺彩石，神工巧剪世无
俦”——“红学”泰斗周汝昌如此评价。

声名鹊起给了李宝凤更大的信心，在地方
政府的支持下，李宝凤开始尝试把剪纸艺术做
成地方特色产业。为了打开市场，她从技艺的
精进入手，在剪纸中借鉴国画、年画、版画、油
画、装饰画和摄影的有益经验，同时吸纳地方
戏曲、诗歌、民歌和少数民族元素，创作了一大
批令人惊叹的剪纸作品。

她把每种颜色剪出一个模样，再用五六十
幅这样“千剪不断”的单色作品套成一幅色彩斑
斓的作品，呈现出了水彩画的效果；在此基础
上，她又和同事们改良纸张的制作工艺，和剪纸
技艺结合起来增强作品的质感，创作出足以“乱
真”的剪纸“油画”作品。

在她的手里，剪纸不再拘泥于特定的颜色、
图案和技法，成了真正属于纸的艺术。“宝凤剪
纸兼顾刀法与纸感的和谐、写意与写实的和谐、
精巧细腻与想象延伸的和谐、传统手法与新技
艺的和谐。”画家李自健评价说。

3 万多个学生

剪出不一样的命运轨迹

在李宝凤创作的剪纸作品《关东三怪》
组画里，用“窗户纸糊在外、姑娘叼个大烟
袋、养个孩子吊起来”的民俗内容刻画出东
北人幽默、风趣、泼辣的性格，也将刻在她骨
子里的乡情展现给观者；在作品《春水长流》
里，她运用3D立体的剪纸设计，用姑娘清秀
的眉眼和头上仿佛时刻闪光的银饰刻画出
鲜明的苗族风韵；在一系列长白山题材的作
品里，她用层层叠叠的套色技术丰富色彩，
展现出独特的长白山风貌……

她创作的每一幅作品都有血、有肉、有生
命、有脉搏，有民族风、时代感、地域性和乡土
情，恰恰没有边界。

她和团队研发了一系列文创产品，涵盖古
典、民俗、冰雪、风光、神话等，几百种产品远销
海内外。她带着中国的剪纸艺术在美国、俄罗
斯、日本、法国、德国等十余个国家举办环球巡
展。她的剪纸作品《红楼梦·惜春作画》还被作为
国礼赠送，让剪纸艺术的魅力扎根海外。

她还用改变自己命运的剪纸艺术去改变其
他人的命运。她到全国各地去宣传讲解剪纸艺
术，迄今已培训了3万多人；她给聋哑孩子和自
闭症儿童免费上课，让他们从剪纸中得到快乐，
掌握一门技艺；她教授身有残疾的群体学会剪
纸，让他们用力所能及的劳动获得收益，她还让
他们的亲属、子女都来学习，创作出来的作品由
她负责回收、销售。

她和丈夫建起了占地近6万平方米的剪纸
艺术博物馆和艺术学校，让更多的人了解剪纸
艺术，让更多的孩子学习并且爱上这门传统艺
术。当被问起能为社会做些什么？李宝凤常常
说，“我捐我的文化，因为它可以属于所有人。”

她剪红楼人物，赢得周汝昌点赞；她“千剪不断”，技艺媲美油画，也改写了一个农家女的命运

东北大姐李宝凤：一把剪刀“剪出”精彩人生

给 我 一 个 支 点 ，我 能 撬 起 人 生

“牛顿管不住的人”

本报记者陈灏

啤酒瓶上立水缸、扳手上立煤气罐、坐着
人的椅子单腿着地……在山东莘县河店镇农
民王业坤手里，许多大块头物件如同中了魔
法，老老实实地在微小的支点上，以各种看似
不稳定的造型稳稳矗立。

这门平衡术手艺，让王业坤被“粉丝”称
为“牛顿管不住的人”。最近，他的视频被网友
传到海外网站，引得一众“洋粉丝”啧啧称奇，
甚至想来中国向他学艺。

重拾旧梦

“我也有小手艺”

在抖音上，39岁的王业坤已有147万名粉
丝。但在三年前，他还是当地一个籍籍无名的普
通农民，农忙之余在村里接点水电安装的活，一
家三口的小日子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波澜起于2 0 1 7年的春天。他的儿子从抖
音学了一个魔术，回家表演给他看，这让王业
坤豁然省悟：“这种小手艺还有人爱看？我也
可以试试！”

王业坤上学时最喜欢物理，尤其喜欢琢磨
“钢笔为什么只能横着放”“椅子能不能一条腿
立起来”之类的问题，常常动手摸索。他意识到
这门闲置了十几年的小手艺可能会受欢迎，于
是毫不犹豫地重新开始练习。

“天天练，一扎进去就出不来了，活都不干
了。”王业坤的妻子吕海芹说，当时家里的生活主
要靠王业坤干水电安装来支撑，但他却沉迷于平
衡术，每天几个小时耗在上头，外边的活都耽误
了，找他干活的人也越来越少。

村里很多人认为王业坤不务正业，吕海芹虽
然嘴上没说，但也一肚子意见。“最初那一年，我们
过得坎坎坷坷，家里小矛盾可没少闹。”

挣不到钱，还要花钱买道具。“一个立高脚
杯的视频，就摔了我一箱杯子。”王业坤家的院
子里，堆着一堆碎酒瓶、酒杯，这只是他表演失
败的部分“战果”。

他最常用于充当支点的啤酒瓶，摔得也最
多。“朋友们的酒瓶都要来了，我还找收破烂的
人买，200块钱的酒瓶差不多够用一个月。”

“打破点酒瓶子也就算了，他连冰箱、洗
衣机也盯上了。”让吕海芹心疼不已的是，王
业坤为了挑战更高难度，家里的洗衣机、缝纫
机、沙发、冰箱、摩托车等值钱的大物件，只要
能搬动的他都试了个遍，也差不多摔了个遍。
尤其那台缝纫机，是王业坤母亲的嫁妆，摔坏
后好不容易才修好。

走红网络

“每天收入2000元”

“欢迎来到坤哥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支持与
鼓励。这场直播，我给大家表演五个节目。”补光灯

照射下，平素话语不多的王业坤侃侃而谈。
打完招呼，他随手拿出三个玻璃汽水瓶。不到

半分钟，两个瓶子摆出一个“＞”的姿态，稳稳当
当地“躺”在了第三个瓶子的瓶口上。这种难度的
表演，王业坤已经手到擒来。

经过两三年时间的练习和表演，王业坤已
在账号里发布1100多个与平衡术有关的作品，
单个视频最高点赞量300多万次；拍摄内容也由
单个物体的平衡，升级为多个物体的组合平衡
甚至动态平衡，造型也越来越丰富。妻子和儿子
已经成为他的助手，儿子还不时成为他的“道
具”。

“现在我每天直播4场，通常能收入2000元
左右。”王业坤说，人气最高的一场，他收到的
打赏超过2万元。随着名气上升，一些商业活动
也找上门来。“商业演出每场一万元起步。”平
衡术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收入，已远超他当水电
工人的工资。

邻居和亲属不再质疑王业坤的选择，但
在短视频平台上，网友的质疑却从来没停
止过。

“有很多人看我的视频后说我造假，认为我用
了磁铁或者胶水。”王业坤说，对此他反而有些高
兴。“大家怀疑我用胶粘，说明我的表演有难度。如
果大家看了之后觉得‘这谁不会’，那就意味着我
的视频没意思。”

为回应质疑，他添加了过程拍摄，甚至还加上
了失败的过程。没想到，失败的花絮反而比成功的
结果点赞更多。

宠辱不惊

“心态平和最重要”

在小支点上立起大物件，物理学原理是
杠杆作用和重力产生的静摩擦力，微妙在毫
厘之间。

“利用物体的重力以及物体间的摩擦力，
慢慢找平衡点。”他说，这是个熟能生巧的
过程。

然而，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记者在他的指
导下，现场试验在啤酒瓶上立自行车，但四次试
验均以失败告终。即便是王业坤自己，复杂造型
的失败率也在 80% 以上。他耗时最长的一次视
频拍摄，用了 6 个小时。

“不管用多长时间，心态始终要平和。”
王业坤说，造型越复杂，平衡越微妙。

很多作品完成之后，风一吹就倒；甚至连
心跳和呼吸，也可能会对寻找平衡形成
干扰。

“所有的成果都是一次次失败后，仍旧坚持
下来的结果。”王业坤说，“我希望作品可以向人

们传递科学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勇气，传递更多
正能量。”

记者采访时正值烈日当头，王业坤喊来儿
子王勤宁演示用一条椅子腿坐人。反复尝试的
20多分钟里，王勤宁满头大汗，但是始终拿着书
一动不动。

天气炎热加上飞虫干扰，这次演示最终
没能成功。但王业坤说，他满意儿子的态度。

“他有耐心，再苦也能坚持，这种品格是他宝
贵的人生财富。”

去年起，王业坤不再满足于仅仅完成平
衡，他将重点放在了动态干扰条件下的平衡
上：往茶壶中倒饮料、转动洗衣机滚筒、悬挂
转动的香瓜或者酒瓶，让这些干扰成为平衡
的一部分，作品让观众惊叹不已。

前不久，新华社将他的故事和技艺转
发到海外社交平台，引得英国、巴西等国家
的媒体慕名而来。

尽管成了“网红”、收入水涨船高，但创作
时的平和心态也延伸到了王业坤的生活中：
他照常下地干活，照常和三五朋友小聚。他
说：“我打算在城里给儿子买套房子，但我自
己就住村里，哪都不去。”

李宝凤的人生，有几个“剪”出来

的转折点——

1984年，她靠着农忙之余积攒的

几百幅剪纸作品，走出了小山村

1 9 9 9年 ，她的剪纸作品《红楼

梦·大观园》，得“红学”泰斗周汝昌先

生题诗点赞：“红盏一丈现红楼，满眼

群芳百态收。也似娥皇铺彩石，神工

巧剪世无俦。”

从那以后，李宝凤的剪刀信马由

缰，冲破了艺术门类的边界。她开创

的“千剪不断”技巧，配合经过改良的

纸张，能达到“乱真油画”的效果

她把自己的“毕生绝学”免费传授

给聋哑孩子、自闭症儿童和其他有需

要的人。那把改变她命运的剪刀，还将

裁剪出更多人的美丽人生

他随手拿出三个玻璃汽水瓶。不到半分钟，两个瓶子摆出一个“＞”的姿态，稳

稳当当地“躺”在了第三个瓶子的瓶口上。这种难度的表演，王业坤已经手到擒来

尽管成了“网红”、收入水涨船高，但他照常下地干活，照常和三五朋友小聚。

他说：“我打算在城里给儿子买套房子，但我自己就住村里，哪都不去”

▲李宝凤剪纸作品《远飞的大雁》。 ▲李宝凤剪纸作品《苗女（之二）》。 ▲李宝凤在创作剪纸作品。
本组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王业坤在儿子的配合下演示平衡术。但因天气炎热、飞虫干扰，演示没成功。本报记者陈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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