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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民间的传统工艺做大做强，一
直是刘铁见的心愿。闲暇时，刘铁见
经常参加各类展会，内蒙古、山西、陕
西、河北、山东等地，都留下了他学习
的身影。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与许
多非遗传承人进行交流，让更多的人
了解、熟悉五谷画。

自2019年开始，刘铁见在传统五
谷画创作中加入了彩砂这一材质。“也
算是一种创新吧！”他说，彩砂颜色艳
丽，弥补了五谷颜色相对单一的缺陷，
可以点缀在主题画面的背景中，使整

个画面更加丰富多彩。
提起五谷画，刘铁见感慨良多。

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的五谷画曾作
为礼物送给外国友人；2010年平顶山
市宝岛文化行，他的五谷画与鹰城的
汝瓷、金镶玉一起被带到台湾，作为礼
物送给台湾同胞。“这对我来说不仅是
一种荣誉，更是一种鼓励。”刘铁见认
为，创作五谷画最重要的就是耐心，而
不少年轻人最缺乏的恰恰是耐心，他
希望能将五谷画发扬和传承下去。

2008年至2011年，刘铁见先后收

徒四五十人，但目前没有一个人从事
相关行业。“创作五谷画耗时长，也无
法批量生产，自然经济效益也上不
去。”刘铁见认为，这是无人传承的最
大原因。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孩
子们也曾学过五谷画，但最终都放弃
了。他将传承和发扬五谷画的希望寄
托在孙辈身上，“但孙辈们都还小，希
望以后会有人对这个感兴趣”。

“我支持他，无论以后如何，我们
会尽最大努力把五谷画传承下去。”刘
铁见的妻子段凤莲坚定地说。

希望把五谷画传承下去

种子作笔 五谷着色
他将杂粮变成艺术品

□本报记者 刘蓓/文 闫增旗/图

想画画就得有画笔、有颜
料，你能想象吗？我们日常生
活中常见的五谷杂粮，也能被
画成画，甚至能画出《蒙娜丽
莎》等世界名画！

11 月 1 日，在石龙区观湖
路观湖佳苑，走进我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五谷画代表
性传承人刘铁见的五谷艺术创
作室，一幅幅极具乡村气息的
五谷画映入眼帘，谷子、黍子、
芝麻，甚至花草种子，经过刘铁
见的加工，都神奇地变成了艺
术品。

五谷画是以各类植物种子和五
谷杂粮为本体，通过粘、贴、拼、雕等
手段，利用胶水粘贴而成山水、人
物、花鸟等形状，再运用构图、线条、
明暗、色彩等手法，对其进行特殊处
理所形成的图画。

刘铁见今年55岁，曾是石龙区
一煤矿的下井工人。他自幼爱好美
术，自2006年开始创作五谷画，已醉
心其中16年。刘铁见作画80%都是
用带壳的谷子、黍子，“这两种粮食
颜色比较多，白、黄、红、黑等，能当
个过渡色。如果把壳去掉，就没有
颜色了”。他解释道，谷子和黍子因
为品种不同、成熟时间不同，故颜色
多些，成熟早的颜色偏深，晚的颜色
偏浅。此外，谷子和黍子颗粒较小，
作画效果更好。

制作五谷画第一个步骤就是选
材。为了找到适合作画的粮食，刘
铁见在生活中养成了寻种子的习
惯。有时上网“淘”一些，有时去地
里采一些，野菜籽、野草籽在他眼里
都是宝贝。不过，我市本地的粮食
并不适合创作五谷画。“咱们这儿的
谷子、黍子颗粒大。”2012年，他还试
着在老家农田种下从河北买来的种
子。“种了一亩多谷子、黍子，长势还
不错，收获不小，到现在创作室里还
有没用完的呢！”刘铁见笑着说。

有了合适的粮食后，先用簸箕
筛选出饱满的、外壳色泽鲜亮的粮
食作为原材料，然后对其进行防腐、
防虫处理，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五谷画如果想长时间保存，就要把
防腐防虫工作做到位。”刘铁见说，
粮食经过防腐浸泡后还要烘干，随
后就可以作画了。五谷杂粮在绘制
完成后，要经过清漆密封，才能达到
不变形、不褪色、不虫蛀的效果，成
为具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

在刘铁见的创作室，不同颜色
的谷子、黍子、五彩米、芝麻等粮食
被分装在圆柱形的瓶子里，大大小
小的瓶瓶罐罐有上百个。

刘铁见说：“我们是根据粮食的
本色来作画的，故成品不染色，也不
褪色。”

制作五谷画步骤繁复

万事开头难，一开始创作五谷画，
刘铁见也遇到了不少困难。

最早制作五谷画时，刘铁见用的
是KT板作画布，这种板子比较厚，镶
嵌麻烦，最重要的是它“一摁一个
坑”。“如果一幅画刚完成，手不小心摁
到板子，那这幅画就毁了。”后来，经过
多次摸索，刘铁见现在用的是卡纸，因
为卡纸薄些，也不容易变形。

除了画布，胶水的选择也让刘铁
见摸索了一年时间。“一开始不知道用
啥胶水，就一种一种试验。”白乳胶、
502胶水等他都尝试过，不是干得太
快，没有时间粘谷子，就是干得太慢，
粘上谷子后不容易定型。还有一些胶
水性能不错，但气味刺鼻。

从 2006 年到 2007 年，经过近一
年的不断试验，刘铁见终于配比出现

在使用的胶水。“这是两种胶水按一定
比例混合的。”这种胶水无色无味，粘
贴粮食紧实度很高。

石龙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
长刘大伟2007年时任石龙区宣传部
外宣办主任，当时与刘铁见接触过。
刘大伟说：“刘铁见是个很认真、爱钻
研的人，为了创作五谷画付出了很多
努力。”

遇到困难不低头

五谷画可以表现出油画、国画、
装饰画、书法等艺术效果，包含山水、
人物、花鸟等内容。在刘铁见的工作
室，两面墙上挂满了他的作品，其中
一幅大型作品《愚公移山》格外引人
注目。

《愚公移山》是著名画家徐悲鸿的
作品，五谷图版的《愚公移山》长 1.4
米，高0.63米。“这幅图人物表情各异、
动作不一，人物皮肤需要通过同一色
调的深浅变化去表现。”刘铁见说，人

物素材特别难做，也特别耗费时间。
一幅0.6米见方的作品，正常情况下大
概需要一周就能完成，但大型作品则
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这幅《愚公移
山》是刘铁见2011年的作品，创作时花
费了近一年时间。

“创作这幅画时，我得了颈椎病。”
刘铁见说，以前作画，每半个小时就会
站起来活动活动，但创作这幅画时，他
一直沉浸其中，很多时候忘了时间，脖
子实在疼得受不了了才休息一会。

《愚公移山》在今年河南省民间艺
术大赛中荣获二等奖。此外，刘铁见
的不少作品曾获得省级、市级大奖。
《蒙娜丽莎》在2009年河南民间工艺
精品展中获得金奖，《王者之风》在
2013年中原六省民间艺术工艺美术展
中获得银奖，《马到成功》在2018年我
市首届“鹰城礼物”旅游商品大赛评选
中获得一等奖……2013年，刘铁见被
评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五
谷画代表性传承人。

耗时一年创作《愚公移山》

上图为刘铁见在创作五谷画《马到成功》，右图为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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