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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巴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构思好素材，经巧
手加工，就能创作出各种精美的工艺品。在淮
北市众多民间技艺中，泥塑就是其中的优秀代
表，而李正卿绝对算得上是泥塑界的名人——
因其创作的泥塑作品惟妙惟肖，寓意深刻，李正
卿被尊称为“泥塑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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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知过怒过哀足以害性，而不知过

喜过乐亦足以伤生。 ——《退庵随笔》”
健康快乐周刊

民间技艺的守望与传承，淮北泥塑传承人——

李正卿的泥塑人生

李正卿热衷于泥塑创作，既因为耳濡目染，又
出于内心的喜爱。

1937 年，李正卿出生于临涣镇四里村井营孜
庄，那时，包括祖父和父亲，家族里的上几辈人都
在从事庙塑创作，技艺精湛，学徒遍布江淮大地。

小时候，李正卿经常“泡”在父亲身边，学习泥
塑和扎纸、书画、刻印，打下了良好的艺术功底。初
中毕业后，他成为濉溪县剧团的一名舞美设计，但
并未将这项祖传手艺荒废，而是利用业余时间不断
精益求精，创作出大量在淮北及周边地区屡获奖项
的作品，剧团演出用的很多道具也出自他的手笔。

2014 年 6 月，安徽省公布第四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李正卿作为淮北泥塑传承人榜上
有名。

做泥塑的泥,不是普通一般泥就行,需要地面
两米以下的黄胶泥，这种泥质细、杂质少比较纯、
干燥后不容易出现裂痕，就是为了寻找这种泥土,
李正卿最常去的是土方施工工地,遇到合适的土就
装进袋子里带回家。要是量大,就喊来家人运回
家。 泥土运回家后,首要先晒干,接着泡在缸里,随
后搅拌成浆,再加上撕得透亮的棉花,用脚使劲踩
踏匀后,用手去揉。像和面一样,等到泥醒透后再
揉。多次揉搓后才能使用。

做泥塑，首先按需做小样，在按照比例放大，
小样完成定型后，就可以着手在骨架上缠扎草绳
或稻草，缠草的作用一是给泥的收缩留余地，二是
减轻重量。接着用粗泥在骨架上堆砌出作品的雏
形，为细泥做基础，粗厚的地方要多次敷泥，伸出
体外的肢体或飘逸的衣襟处要设置支撑，宽袍大
袖要用稻草或麻拉成泥条缠上去，以防止下坠或
断裂。

在粗泥干到用手指按觉得比较硬（要把握火

候不可太硬）时就上细泥了，让其跟粗泥同步收缩
少出裂痕，修补裂痕砂礓做成细粉末，再加少量石
膏粉同砸好细胶泥和硬块，按需搓成细条用力塞
进裂缝，干后磨光即成。很小的裂纹就用调和的
腻子一次抹平即可；颜料用国画色，能保存数十年
不褪色。

泥塑工具既简单又特殊，多为按需用竹木自
制的，如木棒、木锤、木齿、刀等大型工具均用枣
木、棠梨木刻制；细小部的雕刻工具就用竹子刻制
的竹刀、竹铲和竹锥等。工具的精巧与否往往体
现出制造水平，不可轻视。

最后就是磨光上彩，一般民间泥塑多为彩
塑。较大体型的作品，磨光后首先要用洋干漆或
熟桐油进行封闭，然后贴棉纸做底色;较小的作品
用蛋清调铅粉刷上去，这样使作品更光鲜。

李正卿的工作室，位于濉溪老城的前大街，石板街的
尽头，名曰“淮北民间艺术研究院民间泥塑传承基地”。

泥塑传承基地曾是李正卿的住处，为了方便“授业
解惑”，他说服家人，将住处改造成工作室，自己搬至他
处居住。

1995 年，李正卿光荣退休，有了更多时间钻研泥
塑，前前后后带了3个徒弟和无数泥塑爱好者。

“其中一个徒弟有很好的美术功底，悟性高，上手
快。可他到淮南上班后，就没太多时间搞泥塑了。”李
正卿告诉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虽然子女们都很
优秀，可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如今，在他手中
尚未发扬光大的泥塑技艺，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窘境。

“构思了很多大型作品，可精力和体力却跟不上
了，只能做这些小物件，不服老是不行啊。”“泥塑李”
说，他已经80岁高龄，如何让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淮北泥塑技艺传承下去，是他眼下最大的牵挂。

获悉泥塑大师冯德香去世后，李正卿有了更多担忧：
冯德香共收过4个徒弟，他们纸扎手艺学得都很好，可惜
泥塑手艺均不精湛，基本算是失传了。如今，他的徒弟
中，也尚无能具备出师水平之人。“我就盼望着，能尽快改
善教学环境，培养出更多泥塑能手，把这项传统技艺发扬
光大。”李正卿说，只要有人想学，他随时免费教。

李正卿的工作室里，摆满了饱含他多年心血的数
百件作品。其中，有他为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创作的
系列作品《伟大胜利》，纪念淮海战役胜利 64 周年创作
的系列作品《支前》，还有汇聚抚琴《广陵散》的嵇康、饮
酒佯狂的刘伶等人的《竹林七贤》……件件作品无不惟
妙惟肖、栩栩如生。他说，经常有人登门高价求购，但
他认为这些作品凝聚了他几十年的心血，应该能为后
人留点念想，均予以婉言拒绝。

这些作品旁，还摆放着一些稚气未脱的半成品，有
小猫小狗，还有大头娃娃“红领巾”。李正卿介绍，常有
学生慕名前来，这些半成品都是他们的“杰作”。“泥塑
看起来简单，但即使有美学功底，没个三五年也很难出
师。要想学到手，就得长年累月地努力下去。”

近年来，为了将淮北泥塑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技艺发扬光大，让这项绵延千年的古老艺术传承下
去，淮北市各级文化部门通过多种方式予以宣传、推
介，淮北大型活动也多次将李正卿请到活动现场。周
边地区的多所高校和小学也发动师生，定期到传承基
地接受李正卿的教学。

濉溪县文化旅游体育委员会就帮助李正卿从省里
争取到10万元非遗项目专项保护资金。为了向淮北泥
塑提供更好的教学条件，濉溪县文体中心也专门为其
预留了一块场地。此外，濉溪县民俗馆，也能为他提供
一个兼具展览、教学功能的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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