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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艺术家黄贵莲

和她的绣花布艺万福虎

从养家糊口到传承民间工艺

黄贵莲今年虽然已经 67 岁了， 但异常开朗。

凡是见过她的人，都会被她的笑容所感染。“因为

爱上做布老虎， 一做起布老虎来， 啥烦心事都没

了，整个人都快乐起来。 ”黄贵莲说。

“1976年，家里还很穷，那时住石头砌的屋子。

为了养家糊口，继承了老手艺，缝起了布老虎。 晚

上做布老虎，白天就提个香篮上山卖，一边卖香，

一边卖布老虎。 ”黄贵莲说，布老虎是祖传的工艺。

她从小就跟母亲学做布老虎， 而母亲的手艺是母

亲的奶奶传给她的。“浚县寺下头村以前做布老虎

的人家很多， 但现在就我自己还在做这种万福

虎。 ”黄贵莲笑道。

黄贵莲的万福虎有彩画、线秀、布贴，不一而

足。 在黄贵莲家不大的小屋里，最惹眼的就是她制

作的万福虎了，几乎填满了她的小屋。“万福虎的

品类有多种，有上山虎、下山虎、立虎、卧虎、双头

虎、单头虎、虎背虎、虎骑虎，虎虎生威送幸福。 还

有双头老虎枕，更是吉祥又增福。 ”黄贵莲说，万福

虎枕是由二十四块布做成的， 代表着一年二十四

节气的吉祥平安。 老虎身上的图案也很有风味，每

幅图案都有一个故事。 有八仙庆寿、五福临门、摇

钱树、聚宝盆、文昌帝君、四季平安等寓意吉祥平

安的图案，还有石榴蹦子、莲生贵子、鸳鸯戏水、鲤

鱼共莲等寓意多子多福的图案。 这些绣花图案，不

仅有老一辈流传下来的花样， 也有黄桂莲自己在

传统的基础上创作的。“有古有今，无古不成今。 ”

黄贵莲说。

万福虎选用布料上也各有不同， 有棉布、洋

布、绸缎、金丝绒等。 从选料裁剪，到做好装包，绘

上画面，要十几道工序，要花上几天时间，有的要

花上一个星期，才能做好一个万福虎。

“咱这传统老式的布老虎以前都有绣花，后来

很多人嫌绣花麻烦，成本高，都不做了。 ”黄贵莲说

着还给记者翻箱倒柜地找出了祖辈们留下的绣花

工艺。这些绣花工艺做工精致，式样古朴。“旧社会

时兴剪鞋花、枕头顶花、兜兜花。 这个是俺娘留下

来的绣花钱包，这个是我出嫁时候的绣花鞋。 以前

家里穷的时候很多都卖掉了。 好不容易留下了这

些。 ”黄贵莲说。

“现在不用再为养家糊口发愁了，做布老虎却

成了我的最爱。 ”黄贵莲说，传统的、创新的，各式

各样的布老虎她都会做。 每做一个布老虎都要花

费很大的心血。 除了作为展览品、 民俗专家收藏

品，黄贵莲的布老虎很少拿出来卖。

担心民间工艺失传 学认字翻烂三本字典

黄贵莲告诉记者， 之所以坚持做万福虎几十

年， 一是对艺术的痴迷， 二是想保留历史文化遗

产，不想让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从此流失。

据黄贵莲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北京博物馆

的几个人找到她定做万福虎。 当时，她还不到四十

岁，正赶上生了一场大病。 由于病情严重，黄贵莲

无力拿起针线。“人家走了，后来又打来好几次电

话，我还是不能做。 人家从此就再没打来电话。 这

是我多年来的遗憾。你知道我当时有多难过吗？我

想着，要是永远不能做万福虎就完了，万福虎从此

就消失了，我当时想尽快找到继承人。 ”黄贵莲说。

也许是这样的信念，给了她战胜病魔的勇气。

没有上过几年学、 不认识几个字的她就一边跟病

魔做斗争，一边自学认字。 先后翻烂了三本字典，

才学会了认字、写字。 后来，她找来了各种中医书

籍来看。 就是从那时起，大伾山上几十种草药，她

都认遍了。 每天，她撑着病体，从山脚下采来各种

草药，自己配药，在自己身上试验。 功夫不负有心

人，终于，她用自己配置的中草药，战胜了多年来

难医的病魔。 如今的黄贵莲已能看书、写字，还为

民间传统舞蹈编写唱词。

她用认得的字，自做《山花》诗自比：“小小山

花不显眼，它的身价不一般，能入药来能治病，能

为世人作贡献； 山花如同人一般， 小人物是大才

干，深藏不露难发现；都知高山有猛虎，不知蛟龙

在平川；山花虽然不显眼，胜过桂花和牡丹；人人

都知好花香，不知山花不平凡。 ”

2011年， 省市领导和民俗专家专程来到黄贵

莲家，赠送她万福虎的匾额。 民俗专家乔台山为她

亲笔题词：“浚县有座大伾山， 大伾山上有座天宁

寺，寺上头有座大佛爷，八丈佛爷七丈楼；寺下头

有个黄贵莲，唱经写文藤编泥塑刺绣样样拈；绝活

布老虎，一出手窜上大伾山。 ”

黄贵莲受到了极大鼓舞， 下决心把万福虎民

间工艺传承下去。

黄贵莲说，她有一个愿望，很想办一个民间艺

术品制作加工厂， 把一些会做针线活的人都召集

起来，让那些有技能的人大展才华，做出各种受人

们喜爱的工艺品，让民间工艺后继有人，让更多的

人爱上民间艺术。

黄贵莲一边唱曲儿，一边缝制布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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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马珂 文 /图

6 月 8 日，在浚县文广局为

纪念世界文化遗产日举办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上，黄

贵莲的万福虎， 以别致的造型

和精巧古朴的做工， 吸引了许

多大人和孩子注意。

“黄贵莲布老虎上的绣花

图案，让我找回了儿时的记忆。

以前我们那一代人都会绣花，

做绣花鞋、绣花枕头、绣花布老

虎，但现在已经很少见了。”活动

现场，一位拄着拐杖，观看非遗

展演的老奶奶告诉记者。

据了解， 黄贵莲家住大伾

山东麓的田庄， 她的作品曾受

到著名民俗专家倪宝成、 乔台

山的高度赞誉。 2011 年，省、市

领导和民俗专家来到黄贵莲家

中， 赠送了一幅万福虎匾额，题

于她农民艺术家的称号，鼓励她

发挥聪明才智，为传承民间艺术

继续创作。

歌谣里

诞生的万福虎

6 月 17 日， 记者来到黄贵

莲所在的黎阳镇田庄。 田庄是

一个坐落在大伾山脚下的村落。

村子里两棵古老的大槐树，枝繁

叶茂地矗立在村道中央，犹如村

庄的守护神。 黄贵莲的家就在

村子的最西边，紧邻大伾山山脚

的大槐树下。

一进院门，记者看到，黄贵

莲正坐在院子里一张木桌子旁，

一边唱曲儿一边拿针线缝着布

老虎。 黄贵莲唱的是做针线的

民谣———绣花针。“小小钢针尖

又尖，拿出丝线把针穿，认上针

来穿好线，一针一针往上穿……

能连天上日月星，能连地上万物

全。 别看这个钢针小，天地三界

能连全。 ”黄贵莲说，过去妇女

们做针线活的时候，都会唱这样

的民谣。

不仅会唱世代流传的民谣，

黄贵莲还自编歌谣来唱。 唱历

史，唱江山，唱妇女解放，唱当地

文化……一个个生龙活现的布

老虎，在黄贵莲一首接一首的歌

谣里诞生了。

黄贵莲说，万福虎这个名字

是有说头的。“听老人们说，有

历史记载，万福虎这个名字早在

东汉时期就有了名气。 传说刘

秀被王莽追杀到了山涧绝路，眼

看要被官兵拿住了，突然出来一

只猛虎，把刘秀驮过山涧，救了

刘秀的命。 后来刘秀称帝，就封

此虎为万福虎， 封它头上一字

王。所以后来人们都把虎看成是

吉祥物，为孩子们做虎头帽、虎

头鞋、虎头枕，这些风俗，从古到

今，一直流传不息。 先人们还为

万福虎留下了很多民谣。 民谣

称：万福虎最吉祥，成为世间虎

中王。 它的历史最悠久，它的威

力不寻常。 取大可以镇国宝，取

小可以定家邦。 万福虎当年救

太子，那是刘秀下南阳。 刘秀得

帝把它封，封它成为万福虎，封

它头上一字王， 周游世界天下

扬。 哪里有了万福虎，哪里平安

又吉祥。 万福老虎有根源，扎根

生长在河南，能穿山能跃涧，消

灾去难保平安。 ”黄贵莲说，像

这样的民谣， 一直都在民间流

传。 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

都被人们忽略淡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