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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5月，老两口研发的《中
国书画装裱与保护的一套手工操作
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后经不断改
进和完善，终于达到预期目标，现更
名为“喜梅手工装裱法”。2013年，
李喜梅被评为平顶山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喜梅手工装裱法”代
表性传承人。

据了解，“喜梅手工装裱法”相对
于传统手工装裱法有四大创新，一是
用胶水做原料配制新的黏合剂代替糨
糊，避免了糨糊晾干后发脆，影响纸张
寿命。二是用平展法代替上壁绷平，
既保持了原有的湿裱法带来的水润效
果，又节省了人力物力。三是用辊托
法代替刷托法托绫，避免因操作不善
毁伤作品。四是用辊拓法代替刷托法
托心，将损坏作品的可能性降到最
低。除了以上四条，整个操作过程中
还有大大小小30多项技术革新。

对于自己的手艺，李喜梅唯一担
心的就是传承问题，虽然子女们多少
也学会了一些，但毕竟不以此为营
生，她的新手法降低了入门难度，更
加适应大众需求，能让各位书法、绘
画爱好者做到自己创作、自己装裱是
老两口现如今的愿望。

优越路街道党工委委员孟娟告
诉记者，作为辖区的明星人物，李喜
梅深得邻里好评，老两口虽然都上了
年纪，但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为
了能让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街道也在
帮忙推广，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接
受。

现在，老两口除了继续研究书画
装裱技艺外最大的爱好就是锻炼身
体了。记者得知，李喜梅的驼背是由
于长时间工作弯腰低头造成的，老两
口希望有一个好身体，能够继续自己
热爱的事业。

临行前，老两口站在楼梯上目送
记者，李喜梅靠在老伴儿肩上笑着招
手，还真像是一对年轻的情侣。

由圈外人到业内专家，从事书画装裱50载，
革新数十项传统书画装裱技术

“中华巧女”李喜梅的艺术人生路

当我们在
欣赏传世书画
佳作时，往往
被那字里行间
的 神 韵 所 吸
引，殊不知好
作品如果没有
经过精心地装
裱，它的生命
必 将 大 打 折
扣。年逾七旬
的李喜梅将大
半生时间奉献
给 了 字 画 装
裱，并在传统
手法上不断革
新改进，其创
造的“喜梅手
工装裱法”已
被列入平顶山
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
并获得国家专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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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身材消
瘦精神十足，有些驼背，这是李喜梅留给
记者的第一印象。9月17日上午，记者来
到卫东区优越路街道开源路11号院，李喜
梅和老伴儿朱文义已等候多时，在老两口
的带领下进了家门，一股墨香扑面而来。

一套破旧的两居室，客厅里的家具还
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格，墙上挂
满了书画作品。“中国书画艺术奇葩，书画
虽好必须装裱，珠联璧合增彩书画，装裱
技术已逾千年……”这是李喜梅于农历丁
亥年冬季自书自裱的四字歌。“天下难事
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轻诺必寡
信，多易必多难。”正对《四字歌》悬挂的是
李喜梅的老伴儿朱文义节选自《道德经》
的书法作品。正如这两幅书法作品一样，
一幅是老两口对于书画装裱手艺的态度，
另一幅则是他们大半生的感悟。

记者与老两口相视而坐，还没等记者
发问，他俩就争着说了起来。“还是我先
说，有不对的你补充。”李喜梅抢过话。李
喜梅今年73岁，祖籍南阳，1957年参加工
作，1961年被临时抽调到河南省博物馆做
讲解员。后博物馆需要正式员工，她从
300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正式招
录的3名员工之一，负责古籍字画管理。

“看着那么多优秀的残缺作品，大家心里
很不是滋味。”据李喜梅介绍，刚开始博物
馆在省内寻找民间装裱技师对藏品进行
修复和装裱，但因其水平有限，达不到预
期效果，后来经领导商议，她被组织选到
北京荣宝斋学习古旧字画修复和装裱技
艺。在荣宝斋学习的三年多时间里，李喜
梅深得师傅关怀，很快就掌握了从做糨糊
到揭裱等三十多项书画装裱和修复技
艺。1973年，李喜梅负责河南省首届书
画展300多幅作品的装裱，受到省领导的
高度赞扬，河南电视台将其装裱过程拍成
专题片播映。1980年，李喜梅负责少林
寺迎接日本宗道臣少林代表团归山的40
多幅古旧书画揭裱任务，受到各界好评。
她多次为出国展出的书画作品装裱，受到
国内外人士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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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喜梅介绍，我国的装裱
工艺是伴随着中国绘画的历史而
产生的，从现今保存的历史资料
看，早在1600年前装裱技术就已
经出现了，而且对于糨糊的制作、
防腐，装裱用纸的选择，以及古画
的除污、修补、染黄等都有文字记
载。“干着学着，还得想着。”李喜
梅说她从学艺的过程中深深体会
到传统装裱技艺虽然精湛，但存
在难、慢、差、费等问题，尤其是容
易出现质量事故，影响作品寿命，
到了非革新不可的地步。从此，
她下定决心结合工作实际不断研
究创新，后来由于受到“文革”冲
击，先后供职于南阳、平顶山文化
部门，但一直没有离开书画装裱
工作。“不说别的了，按照传统方
法，仅托心一项，稍有差池，作品
就毁了。”所谓托心就是在画心背
面粘贴一层宣纸，使之展平、加厚，
这是装裱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重
要的工序。因为托纸是直接托粘
到画心上，如果操作不熟练，就可
能弄坏画心，毁掉作品。因此，行
内把托心纸称为“命纸”，意为书画
的保命纸。此外，传统的绷心，也
就是将托心完毕的作品边缘抹上
糨子竖直张贴在壁上绷平晾干，为
防止画心因干燥崩裂，需要有人不
间断“盯梢”，适时洒水，一直到画
心自然风干且不出现崩裂，整个过
程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是最熬人的
工序。李喜梅说，20世纪九十年
代末，机械装裱面世，虽然简化了
工序，但质量远比不上手工装裱。

“传统手法和新兴手法各有
利弊，我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
不就行了。”李喜梅说，为了全力
研究，她和老伴儿商量决定于
1999年从平顶山市文物局提前退
休。当时，她刚评上副高级职称
和市技术拔尖人才，组织不让她

退休。最后她立下“军令状”，保
证革新传统装裱技艺，才被批准
退休。

“她那时候满脑子都是改进
技术，我倒成了一个全职丈夫。”
朱文义说，老伴儿在家搞技术革
新那段时间经常废寝忘食，很多
时候饭热了一遍又一遍，她就是
不出来，此后干脆不催了，她啥时
候知道饿了自己出来热饭吃。李
喜梅说，她的成功离不开老伴儿
的支持，有不少难题都是在他的
指导下破解的，所以专利上写着
他们老两口的名字。

为了把传统技法和革新的方
法传下去，应河南省有关专家的
要求，李喜梅把北京荣宝斋师傅
传给她的传统技法和她改进的40
多项新法写成一本《中国书画装
裱技法传统与创新》专著，由河南
省美术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后
来，李喜梅又把主要革新方法写
成论文，并在《中国当代书画装裱
艺术博览》一书上发表，推向全
国。

“装裱的关键在于保持原作
的意境。”李喜梅说，古代不少书
法、绘画大师都是自己创作、自
己装裱，为的就是保持作品的风
格不受装裱的差异而改变。为
了达到这个境界，李喜梅除了学
习相关知识，不断扩大知识面
外，还自学书画，40 多岁时参加
书画函授大学学习，她的书法作
品曾在国家级比赛中获奖。1995
年，李喜梅自画、自烙、自裱的 3
幅书画作品参加全国首届中华
巧女手工艺品大赛荣获优秀奖，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的陈慕华亲自授予她《中华巧
女》证书并合影留念。我省同时
荣获这一殊荣的包括她在内只有
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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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喜梅和朱文义在装裱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