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爱绘画 结缘古建油漆彩画

从托裱底纸、 起扎谱子、 调配颜料等
准备工作， 到沥粉、 刷大色、 抹小色、 贴
金……油漆彩绘的每一步工序早已深深地
印在了李燕肇的脑海里。 而讲起与油漆彩
画结缘， 李燕肇说：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喜欢画画。”

1982年， 李燕肇以学徒工的身份进入
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 1983年，
喜欢绘画的他成为了彩画师冯庆生的徒
弟。 冯庆生是彩画高级技师， 擅长水墨山
水 ， 先后在颐和园 、 北海公园 、 香山公
园、 潭柘寺、 戒台寺等多个皇家园林及中
央党校多地留下彩画作品。 “师傅接受的
是传统的师徒教育， 有严格的拜师仪式以
及出师时间。” 李燕肇说， “虽然我们成
长的年代不一样， 但是跟师傅的观念冲突
却很少， 师傅做的活儿特 ‘规矩’。”

在李燕肇印象里， 师傅要求很严格，
但为人很和蔼， 很少对徒弟们发脾气。 但
有一次， 老师却大发雷霆。 “那次好像是
在陶然亭修缮工程。” 李燕肇回忆到。

由于彩画工一般都需要登梯爬高，有

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前辈们就发明了“碗落
子”，就是左手手腕上挂着画笔、颜料等工
具，同时左手还可以扶着栏杆等物件，右手
就可以稳稳地绘画，很实用。虽然“碗落子”
实用，但是打落子的手法较麻烦。 “碗落子”
挂在手上特别沉，有的徒弟偷懒，就直接一
手端着碗， 一手拿着画笔攀上了脚手架。
“师傅一看立马就生气了，严厉斥责教育了
一番。 从那之后，我们再也不敢偷懒，所有
的步骤都严格按照老规矩来。 ”李燕肇说。

也正是师傅的这次生气， 让李燕肇对
彩画工作又多了一份敬畏， 同时， 让他对
如何做人有了更深的理解。

坚守匠心 让彩画重现昔日风采

户外施工， 风里来雨里去， 绘画时也
常常受条件所限， 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但李燕肇却在拿起画笔后再也没放下， 他
在彩绘的世界中 “越陷越深”， 直到现在
热情有增不减。 “既然喜欢绘画， 还干了
彩绘工作， 就希望把这件事做好。” 李燕
肇说。 工作中， 他处处向师傅请教学习；
工作之余， 他除了练习各种技法之外， 还
专门报了国画班 ， 综合学习了山水 、 人
物、 花鸟等技艺， 增强绘画功底， 并在前
辈们留下的优秀彩画作品中学习、 揣摩总
结。 就这样， 爱学习， 爱琢磨， 勤练习的
李燕肇迅速成长起来。

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
殿，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
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 其修缮难度相对
较大。 2014年，故宫大修时，李燕肇担任彩
画工长， 负责故宫太和门东西庑房及周边
建筑群的彩画修缮。 “古建彩绘，第一要义
是严谨，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原结构的
‘四原则’不能破。 ”李燕肇说。 在修缮过程
中，他严格把关，每个纹饰、细节都遵照原
样。为了达到最佳修缮效果，李燕肇专门对
故宫彩绘的老谱子做了整理与研究，期间，
彩画专家张德才主动提供了上一次修缮时
的老谱子， 彩画专家王仲杰指导了颜料调
制的方法， 从根源上保证了彩画图案、尺
寸、颜色的原汁原味。 “这时候不是讲究创
新的时候，咱一定要保证不走样，更不能给
后人留下错误的信息。 ”李燕肇坚定地说。

“如履薄冰”， 这4个字是李燕肇在文

物修缮的过程中的真实写照。 2014年， 在
嵩祝寺修缮工程中他担任项目经理。 嵩祝
寺是乾隆皇帝为蒙古活佛章嘉呼图克图建
造的 ， 寺内保留着大部分乾隆时期的彩
画， 其中藏经楼及配殿彩画是搭袱子金琢
墨石碾玉旋子彩画， 是全国独一无二的。
“文物修缮不像其他的艺术作品， 我们在
修缮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保证不要造成
保护性伤害， 另一方面还要确保其图案正
确。” 李燕肇说。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 吹风机、
吸尘器 、 羊毛刷等都成了李燕肇的 “武
器 ”， 在对彩画进行除尘 、 软化 、 固定 、
回帖， 局部补做时， 做到对文物进行最小
扰动， 最大程度上保持原汁原味。 李燕肇
严格把关质量， 认真研究修复的每一步，
在填充缺失颜色时更是多方查找核实 。
“官式建筑彩画有严格等级制度， 讲究极
多， 不能有错。” 李燕肇说。

最终，在李燕肇团队的努力下，嵩祝寺
展现出了原有风貌，受到专家们的好评。

练就绝活儿 让技艺薪火相传

38年的职业生涯， 卧佛寺方河、 烟台
南山公园彩画修缮， 中央党校牌楼及古建
群彩画修缮， 地坛公园方泽轩宰牲亭彩画
修缮， 故宫太和门东西庑房及周边建筑群
修缮， 颐和园龙王庙、 文昌阁和澹宁堂彩
画修缮及复建等数得上名号的古建筑修缮
施工现场都出现过李燕肇的身影， 让这些
古建彩画焕发出昔日的光彩成为李燕肇用
行动 “表白” 古建的最好方式。

在修缮中， 连续几个小时站在脚手架
上是家常便饭， 有时坐、 卧、 仰等各种姿
势交加， 一天下来， 全身都酸痛难受， 加
之有的颜料里含有有害成分甚至剧毒， 使
用时要格外小心， 手上胳膊上的颜料要及
时清洗。 与彩画相伴38年的李燕肇深知这
一行的艰辛， “只有真正喜欢彩画的人才
能坚持下来。” 李燕肇说， “干我们这行
登高爬梯很辛苦， 现在很少有年轻人愿意
干。” 面对记者， 李燕肇说出了自己的担
忧。 作为古建油漆彩绘传承人， 李燕肇深
感肩上的责任重大， 多年来， 为了让更多
的年轻人了解彩画， 爱上彩画， 他始终坚
持在一线， 干工程， 带徒弟， 给年轻人讲

一堂生动的彩画课。
虽然李燕肇已临近退休 ， 但在他眼

里， 干彩画是一辈子的事， 传承彩画技艺
更是一辈子的事。 “我现在就一个希望，
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彩画， 接更多的古建
修缮工程 ， 给年轻人一个良好的成长平
台。 这些技艺都是老前辈的智慧结晶， 一
定要传承下去， 为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文
化遗产。” 李燕肇说。

职业（工种）
古建筑传统彩画工

工匠档案
现任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有

限公司工程建设总承包部项目经
理。 主持参与的故宫修缮工程获
得 “北京市优质建筑装饰工程优
质工程奖”。 2021年，荣获第二届
“北京大工匠”称号。

匠人匠语
“彩画是要学习一辈子的 ，

干到老学到老， 越干越觉得彩画
博大精深， 越有敬畏之心。 我干
了一辈子彩画工作， 也就算半个
画匠 。” 这是李燕肇对师傅冯庆
生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尊重历
史、 保持传统做法” “保证不走
样， 不给后人留下错误信息” 是
李燕肇修缮彩画始终遵循的原
则。

技能绝活
38年， 练就了 “反腕子沥天

花圆鼓子” 绝活， 此项绝活要求
沥粉线条饱满流畅， 沥粉一圈需
要一次性完成， 且只能出现一个
接头， 以保证彩画沥粉线条的完
整性 、 流畅性 ； “擦假大理石 ”
绝活， 此项绝活是在木材上用传
统彩画工艺做出大理石的纹理效
果， 擦出的大理石美观感、 自然
感可与真大理石相媲美。

古建“美容师”
□本报记者 杨琳琳/文 万玉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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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彩画工李燕肇

“我干了一辈子彩画工作 ，
也就算半个画匠。” 这是北京市园
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彩画工李燕
肇的师傅冯庆生对他说的一句话。
如今， 李燕肇对这句话的理解越
来越深刻。 李燕肇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古建油漆彩绘代表性
传承人”， 在近40年的时间里， 他
始终保持着匠人的初心和热情 ，
倾情守护着这项古老的技艺， 用
一支画笔、 一盘颜料， 让古建筑
绽放了昔日的光彩。 “彩画是要
学习一辈子的 ， 干到老学到老 ，
越干越觉得彩画博大精深， 彩画
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李燕肇说。
2021年， 他荣获第二届 “北京大
工匠” 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