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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还没分房子时，李明甫一
家住在妻子工作的涧西区委办的幼
儿园里，幼儿园的门岗是个老头儿，
人挺好，李明甫就给他捏了个像，放
在他的桌子上。

那是1997年的一天，涧西区教
育局的一位领导偶然看到这个泥
人，十分惊讶，就问是谁做的。不
久，李明甫被调进涧西区教育局，负
责培训幼儿园教师。

这期间，李明甫还参加过拥军
活动，到部队教泥塑技艺。“这正是我
所希望的，我的技艺是祖传的，但我
希望毫无保留地把技艺传给大众。”

当时，李明甫带的学生到郑州
参加全省比赛，每次都能包揽前三
名。因此，即使后来到洛阳市文化
馆专业搞创作，他依然戒不掉“好为
人师”的“毛病”，带了好多学生，而
且基本上是公益的。

李明甫敢于创新，开辟了彩塑
技艺的新路子——将抽象元素加入
彩塑形象。他将彩塑做成玻璃钢、
陶、三彩、青铜、钧瓷等不同材质的，
改变单一的泥塑表现形态。他甚至
用三万根火柴棒塑了卢舍那头像！

虽然形式常新，李明甫最关注
的题材却总是“老套”的，他爱传统
文化，他手下的艺术形象常常是传
统的艺术形象，在洛邑古城的彩塑
非遗展示厅里，你能看到卢舍那、洛
神、洛阳牡丹、洛阳水席、洛阳正骨、
河洛大鼓……

“还有一大堆跟洛阳有关的题
材，在排着队等我呢。”李明甫希望
能把彩塑打造成“洛阳名牌”！

“1985年，河南省在郑
州举办人才交流会，在报纸
上登了消息，父亲让我去试
试。”24岁的李明甫扛着四件作
品，坐上长途汽车，到了省会。

“我到晚了，都没位置了，就
在一根立柱边铺了块布，把我的
四件作品摆开。”结果，有13家单位
要招聘李明甫。李明甫说：“我的父
母和岳父岳母都觉得，我搞的是和文
化有关的事，而洛阳是个有文化的地
方，我应该到洛阳去。”

很快，他就在洛阳创造了一个奇迹。
当时，李明甫在七里河的工艺美术

研究所做工艺美术师，1985年夏天，所长
给了他七张图，要求他在七天之内创作出
七件作品，包括仿古陶俑、陶鸡、陶马等。

“盯着看未必能出活儿，你回家吧，七天
之内交工就行。要是你办不到，那这份订单
就泡汤了。”带着所长寄予的“奢望”，李明甫回
家埋头苦干。

“那会儿我一个人在洛阳租房住，房东见我
天天夜里不熄灯，开玩笑地问我是不是开夜店
了。”李明甫几乎一天只睡两个小时，终于完成了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凭借李明甫的这份“作业”，研究所在1985年的
广交会上拿到了来自新加坡的一份45万元的订单，
为此，“单位放假两天，大家还去旋宫大厦吃饭庆祝”。
当时，李明甫的妻子王萍也被请来参加庆功宴，她到现
在还记得：“我进去的时候，大家站成两排，鼓掌欢迎，他
们太高兴了。”

因为这个奇迹，1985年9月25日，李明甫被洛阳市政
府授予“洛阳市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荣誉称号，那
张对折起来不足巴掌大的证书，至今仍被他珍藏着。即使
后来的获奖证书、荣誉证书多得数不清，这张证书依然是他
心中的“第一”。

李明甫的手艺，是从父亲那儿学来的。在他之
前，这门手艺已经在李氏家族传承了 400多年。
1960年冬季，李明甫在郏县（今属平顶山市）出生，
李氏彩塑从此有了第十九代传人。

“一天傍晚，吃罢饭，父亲往桌子上放了一只
泥塑小狗，咦——那只小狗可真好看。”李明甫
说，“等后来自己也带了学生，教了小孩子，我
才知道父亲的用意——兴趣是最重要的。”

李明甫显然对彩塑有着强烈的兴趣，自
从看了那只泥狗，他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彩
塑技艺。那时候，他家有一栋二层小楼，他
住在二楼，常常整天在楼上做彩塑。“有事
叫他下楼，每次叫他，他都是先往厕所冲，
快憋死了，好像不叫都不知道上厕所。”
母亲常常拿这个当笑话，讲给别人听。

“有人待在屋里时间长了会嫌
闷，我不会，我在屋里做彩塑，一个
星期不跟人说话都不着急。”连李
明甫自己都觉得，他有传承这一技
艺的天分。

“除了天分，环境的熏陶也必
不可少，因为家里有这样的气
氛，我的女儿、女婿、外孙女，彩
塑越做越好。”他说。

洛阳“泥人李”——

把彩塑打造成洛阳名牌
10月15日，难得有一个不下雨的傍晚，洛邑古城文化旅游景区内，游客络绎不

绝。在非遗天街二楼，彩塑非遗展示厅吸引了很多人，展示厅内的彩塑多出自一人
之手，即河南省民间泥塑面塑大师、洛阳“泥人李”李明甫。

有游人想仔细看看彩塑《洛神》，李明甫便站在凳子上，把它从高台上端下来。
“哟，这么轻，还以为很重呢。”对方十分惊讶。“用彩泥做的。”李明甫笑道。

将祖传技艺传给大众1

2 李氏彩塑第十九代传人

445万元订单 立志打造“洛阳名牌”3

彩泥，这些年一直是网上热销的儿童益智类玩具之一，李明甫觉得它很好用，又
轻又软、色彩丰富、不粘手、易风干，因此，这个不断创新彩塑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创作了一大批彩泥塑像，还用彩泥来教零基础的学生。

15日上午，在涧西区兴隆花园社区的文化活动室里，时不时有学生带着作品
来向李明甫求教。

韩建设从七里河赶来，他跟着李明甫学彩塑有几个月了，刚做了一个老道
士，来“交作业”。老师耐心指导：“脸部捏得很好，一看就是个老头儿，就是衣服
上的褶皱太少，还得再弄些纹路……”

李明甫教韩建设，不仅不收费，还提供材料。像这样的学生，李明甫收了
不少。每年寒暑假，他还免费教小孩子，连续六年教了上百个学生。

韩建设走了没多久，66岁的武小环带着“作业”——孙悟空和两个蛋壳娃娃
来了。她家可不近，在道北，坐公交车来得倒一趟车，但她“就是喜欢”。

文化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神，作为河南省第四批非遗传承
人，李明甫不仅要做李氏彩塑技艺的守护神，将自己的女儿、女婿、外孙女都
培养成优秀的传承人，还做大力推广的工作，将祖传技艺传给大众，使彩塑
技艺的生命力更加旺盛、持久。

彩塑《洛阳正骨》

李明甫和他的彩塑李明甫和他的彩塑《《洛神洛神》》

扫
二
维
码
，
看

李
明
甫
教
你
捏
小
人

儿
头
像

彩
塑
《
四

大
美

女
》（

部
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