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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和他的郭氏树皮画郭明和他的郭氏树皮画
□ 卫彦琴

时值纪念人民作家马烽一百周年之
际，我采访了马烽先生的亲外甥，郭氏树
皮画非遗传承人郭明。郭明老师家在交
口县桃红坡镇的石疙瘩村，多年来默默献
身于自己钟情的非遗艺术，用自己的汗水
和心血执着追求着自己的艺术梦想。

从郭明的祖父起就与树皮有了不解
之缘，郭祖父也是村里的一位手艺人，经
常把山里捡回来的树皮和树根，制作成
一些美观实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家里的
烟灰缸，垃圾桶，簸箕，食盒都是祖父亲
手制作。到了父亲这一辈，就开始用剪
拼粘等简单的技法，把树皮做成一些造
型美观的儿童玩具和家里的装饰品。

白桦树皮层次分明、颜色渐变，是制
作树皮画的绝佳原料，郭明记得小时候

父亲就会在劳作之余，将白桦树皮揭出
层次，再剪刻粘贴为画。从儿时起，郭明
就常被父亲那双神奇的手“吸引”，仿佛
自己想要的玩具，都能从父亲手里“变出
来”，父亲拥有能让枯死的树皮“起死回
生”的魔力，还能让“张牙舞爪”的树根变
成栩栩如生的小动物。由崇拜到着迷，
从着迷到追逐，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小
小年纪的郭明就表现出对树皮画艺术的
浓厚兴趣和较高的艺术天赋。

“其实，我喜欢上树皮画，主要是源
于家庭的影响，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父
亲和舅父马烽。”在采访中郭明说。在
大众视野中，马烽是知名作家，是山西
文学的一张名片，可在郭明眼里，舅父
马烽就是位“无所不能”的艺术大师，不

仅文章写得好，对各种民间艺术有独到
的见解，而且擅长手工和绘画。“舅父生
活简朴，我影响最深的是舅父那个从不
离手的水杯”“其实就是一个罐头瓶，是
舅父用塑料绳亲手编织的杯套”“舅父
手巧，做木活、打竹帘、纳鞋底、画画样
样都行。”郭明说。儿时的郭明，常跟着
母亲去舅父家，闲暇时，舅父也会教郭
明做一些漂亮的手工，聪明的郭明也一
学就会，深得舅父喜爱。后来舅父又给
郭明介绍了太原的一位知名画家，指点
他美术，为郭明后来制作树皮画奠定了
良好的专业基础。

郭明对文学的兴趣，也源于舅父给
他讲的“四大名著”里的故事。随着郭
明慢慢长大，自己便开始读舅父写的
书，有时还要帮舅父誊抄作品，在这种
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下，文艺的种子在
郭明心里扎下了根。

交口郭氏树皮画产生于清乾隆末
年，距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交口县
是黄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境
内群山连绵，森林广袤，树种繁多，为制
作树皮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之
本地气候寒凉，不适合传统农作物种
植，过去当地居民一直生活贫困，只能
靠一双勤劳的双手，就地取材，用桦树
皮加工成水桶、食盒、烟灰缸等器物供
生活所用，有时也捡拾一些老朽的树皮
制作成画，变废为宝，做装点居舍美化
生活环境之用。郭明是在学习掌握先
辈们流传下来的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又
不断融入了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并结合
自身擅长的书法、绘画手艺和当地剪
纸、面塑等民俗文化中的精髓，经反复
探索实践，最终创立并传承发展至今。

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

同的树叶，树皮和树叶一样各具情态，
也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两块完全相同的
树皮。那些老朽脱落的树皮，和地面上
的其它景物一样，具有自然美的形态，
蕴藏着生命的内在活力，它一旦被艺术
家发现，便以“似是而非”“似像非像”的
艺术形象，赋予它新的生命，使其变废
为 宝 ，化 腐 朽 为 神 奇 ，成 为 树 皮 画 艺
术。树皮画艺术是发现自然美而又显
示创造性加工的绘画艺术，可以说“三
分人工，七分天成”，制作成功的画作栩
栩如生，浑然天成，是一种“天人合一”

“与天同创”的艺术，具有天然情趣。这
就使树皮画具备了取料于自然，匠心独
运，一法一景的特点。

交口郭氏树皮画具有用料特殊、技
艺特别、效果特异三大特征。一、郭氏
树皮画就地取材，变废为宝，有利于节
约资源保护环境。由于天然脱落的树
皮在色彩、纹理、形态方面，丰富多样，
具有原生态、纯天然品质，制作成画不
变形、不褪色，满足了现代人向往自然，
追求原生态的审美情趣。二、郭氏树皮
画工序特别，通过选、拼、剪、粘、刮、
雕、烙、画、贴、压、装等十多种工艺流程
和创作技艺，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树皮原
貌，制作成画质感强，有浮雕式的立体
艺术效果。三、效果特异，郭氏树皮画
由于充分利用树皮本身具有的自然色
彩、天然纹理、疤痕印迹，多样形态和苔

藓附着等特征进行艺术表现，具有古
朴、自然、逼真的艺术效果。

由于郭氏树皮画以最大程度保持
树皮自然本色、纹理和形态为创作基本
原则，画作多以自然景观为主题，以高
山流水、苍林云海等为主要内容，因料
作画，以形造景，一画一景，各不相同，
所以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
社会经济价值。一方水土，一方文化，
郭氏树皮画以黄土高原吕梁山区为土
壤，充分展示这一方人民群众的审美价
值与艺术追求，以及对自然和生活的态
度，成为当地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具
有独特的地域和文化特征。

作为该项目的主要传承人郭明，一
直坚守初心，守正创新，坚持传承和发
展这一古老的、活态存在的、具有独特
魅力的传统美术项目，为繁荣交口地域
文化艺术做出了独特贡献。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农村兴起修窑盖房热，人们乔
迁新居挂一幅树皮镜画，美化生活，赏
心悦目，使正当青年的郭明找到了发展
方向。郭氏树皮画制作曾一度进入高
峰期，从农村走向城市，郭明曾携树皮
画作先后参加省二轻交易大厦手工业
作品展销会和省首届春笋杯家庭音乐
会，受到广泛好评。但随着社会的发
展，各种材质的艺术画令人目不暇接，
加之树皮画一画景，纯手工制作的特
点，不能批量生产，费时费力，难以在一
段时期内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在老一
辈传承人都已年逾花甲的情况下，不易
吸引新一代传承人，面临失传的危险。

说起对于生活的认识，郭明说，“我
这一生是被命运捉弄的，从小我对美术
有浓厚的兴趣，希望在美术上有所发
展，国家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山西省
艺术学校，但是由于体检是色盲被劝
退；同时我也是被命运眷顾的，虽然一
直生活清贫，但是我一直在做我喜欢的
事，做树皮画，拍微电影纪录片，写民间
故事，而且能用此养家糊口，乐在其中，
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说起自己与树皮画的故事，郭明苦
中有乐。因为做树皮画工序繁杂，而且
有“一着不慎，满盘兼输”的郁闷。做树
皮画的第一步就是进山捡拾树皮。为
了做到绿色环保，除了具有韧性的桦树
皮可以在每年的六月份剥一些，还有利
于树木生长外，其余所用的树皮材料都
是捡拾的脱落于树根底部的老树皮。
山里的路崎岖不平，摔跤是常有的事，
遇到冬季下雪，有时冻的腿脚都僵了。
碰破头、扭伤脚，是家常便饭，但当自己
终于捡拾到一些钟意的树皮，沮丧马上

又被想象中的锦绣山河冲淡了。
费尽千辛万苦捡回来的树皮，就可

以进行树皮画制作的第二步分类整理
了。整理树皮的过程，也是个精细活
计，要根据不同树皮的不同特性，比如
弹性、形状、色泽和纹理，再结合自身的
艺术审美和想象，进行分类整理 ，这个
在外人看来又脏又累的活，却经常让郭
明废寝忘食，乐此不疲。整理好的树皮
还要进行第三步的防腐压平处理。由
于脱落的老树皮会有蛀虫腐蚀部分，需
要先用小铲子刮掉腐蚀废弃的部分，再
经过蒸煮，暴晒，压平定型以后，才能保
证制作出来的树皮画不变形，不掉色。
第四步才是选皮量材。这个过程体现
了树皮画的核心理念，依树皮本身的色
泽、形状、纹理，量皮作画，选皮制景。
第五步是设计构思，郭明说，“设计构思
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题相形，即
根据自己预先想好的主题寻找合适的
树皮材料作画；另一种是看皮制画，就
是根据树皮的特征去确定主题，有时一

些不起眼的树皮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
效果。”这一步充分展示设计者精巧的
构思和审美情趣的高低，对画作水平高
低起决定性作用。

第六步剪摆堆拼和第七步刻烙画
染，是制作树皮画的核心技艺环节，先
在一个背景材料上画好自己设计出来
的图案，然后选择合适的树皮去拼凑，
还要对一些特殊部位做特殊加工，形成
大致的图样主体框架，这一步精细的做
工，如果一不留神也是“伤痕累累”，他
手上的一道道口子就是一不留神留下
的辛苦见证。进入第九步点缀修饰的
主要目的是，使图样更加丰富，细节更
加生动。主要采用一些云雾、花草，等
来进行烘托点缀，力求呈现出厚重、立
体、古朴、自然的效果。树皮画的最后
一步就是装框成品，就像国画中的装裱
一样，俗话说“三分画七分裱”，根据画
作主体制作好的边框，能为整幅画起到
锦上添花的作用，提升画作的整体艺术
效果。

慢工出细活，这些让人赞叹的树皮
画里，凝结着郭老师的多少汗水和心血，
里面又有多少不为人所知的苦与乐。

四、匠心传承 天宽地阔

吕梁
故事

二、自然生态 传承创新

树皮画·太行精神 薪火相传

一、耳濡目染 激发兴趣

对于树皮画的今后，郭明说，“特别是树皮画申请
市级非遗成功后，我对树皮画的传承发展更是充满了
热情和信心，决心要把它好好传承下去。”

这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在哪里洒下汗水，哪里
就会开出美丽的花朵。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他在艺
术的土壤里播下希望的种子，将“树皮画”精心培土、
施肥、浇灌，使其在大山深处日益繁茂，长成一枝艺术
奇葩，结下丰硕果实。由于材料限制，树皮画一般以
小幅山水画见长，郭氏树皮画在郭明的努力下，力争
突破常规，尝试创作一些表现祖国壮美山河的巨幅作
品。其作品《万里长城》就是采用粗糙厚实的树皮制
作出坚实雄奇的山势走向，再用纹理清晰细腻的树皮
制作连绵起伏的山峦，加之韧性较好的桦树皮刻画出
高耸烽火台和蜿蜒盘旋的城墙带，其间又用苔藓点缀
植皮和草坪，采用国画的水墨技法，和留白的呈现方
式勾勒出云雾缭绕的意境，产生了立体、逼真、雄浑、
壮美的视觉效果。其作品《黄河魂》展示了壶口瀑布
奔腾咆哮、激荡人心的气势，用粗糙坚实的老树皮做
山石，用刨花皮做水浪，充分利用刨花皮的自然形态、
色泽、肌理展现出黄河的精神和气韵，传达出一种“风
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意念。这两幅浮雕式的
作品在 2022年吕梁全市文化艺术能人比赛中荣获二
等奖，又代表吕梁市参加山西省决赛获得优秀奖。

艺术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作为一位农民
艺术家，这条路尤其艰辛。“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
不少人下海寻找发家致富的机会，我也动摇过，但是
一想到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就要在我手里终止，我就
辗转难眠。”郭明的话也说出了很多民间艺人面临的
困境——改善生存条件和艺术追求之间的矛盾。郭
明老师也在不断探索，他也提出如何让树皮画非遗进
校园，如何让自己的树皮画走进千家万户等。

说起家人的态度，郭明笑谈，“我老婆最初也反
对，但后来也被我的痴迷和执着打动了，从被动接受
到心甘情愿的支持，我也很感激我的老婆，没有她的
支持，没有她这么多年愿意和我一起在清贫中过日
子，我坚持不到今天。”

像郭明一样的民间艺人，就是凭着对生活的无比
热爱，凭着对艺术的执着追求，脚踏实地，在家乡、在
大山深处，在理想的道路上，慢慢走出了一条通往艺
术巅峰的康庄大道！我们相信凭着他们的不懈努力
和探索创新，在这个鼓励“万众创新”的时代，一定能
走出一条通往光明的路，也期待社会各界能支持他
们，让这些美丽的艺术之花永开不败。

三、精雕细刻 苦中有乐

树皮画·黄河之水天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