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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文化的绚丽果实
《李俊敏画集》序

东丰县农民画著名画家李俊敏的作品要结集出版了，得知这个消息，我着实有点吃惊，

难道这些年来他的作品才结集出版吗？东丰农民画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曾经与上海金山、

陕西户县并列成为中国三大农民画之乡，这也使得我国民间农民画的名声引起世界的瞩目，

吉林省东丰县的名字也因此被世人广泛所知。其实这三个著名的农民画之乡正好在中国版

图上形成三角型“文化支点”，把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的历史全面地概括出来，又以其各自不

同的风格展示出去，形成了鲜明的共同名称——农民画特色版块。其实农民画，就是“大

众画”，产生于农村的生活中，更代表着大众的生活阶层，具有真正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又

有各自的地域的文化性和久远的历史因素。

地域文化的独特性首先来自于地域自然的特征性。李俊敏生活的东丰一带恰恰是山林

和平原交汇的特色地域地带，这里山水分明，自然造物丰富多样，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就丰

富多样，这为人们用文化表述自然创造了最自觉的信息意识和资源概念。东丰一带的历史

久远而丰厚的地域文化被突出出来，加之农耕文化的长久性、多样性，使得生活在这里的

人们在生活规俗、民俗风情方面得到很好的交流、分布。无论从自然地域特征还是历史文

化特征方面，东丰都被独特而多样的自然环境与丰富厚重的文化特征特点所覆盖，这为东

丰农民画的产生营造出得天独厚的生成形态，也使如李俊敏一代出色的农民画家应运而生。

应运而生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自身的文化感应和传承的文化自觉，这是文化精英成

为精英的必然因素。从祖母和父亲身上李俊敏获得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性和发挥性。祖母

把“皮影”艺人的故事留在枕头顶里，父亲把古代和民间的道德观念故事画在棺材或墙壁上，

这引发了他最初对文化的认识和对美学的思考，那就是用自己的画笔去发现生活，表述生活。

比如在李俊敏诸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牛”是他最喜欢画，也表述得最为生动和自如的

作品，但对这种乡间最为常见的动物的分析却来自于他对生活的具体、认真的观察，这种

意识使其画的风格和形态在本质上都被注入一种细致的审视生活的态度。如《百马图》、《杨

排风》、《常回家看看》、《相牛》、《月牙五更 》等，既继承了祖母的活泼的叙述性，又传承

了父亲那种刻雕版画的故事表叙性，形成了李俊敏自身的农民画的代表性。

李俊敏的农民画代表了东丰农民画的主体特征和风格形态，并具有民间版画的表述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格和艺术美感。李俊敏的作品的表述性特征已从过去农民画的艳丽的色彩观上逐渐融进更加

贴近生活与自然的色调，既保留了色彩的对比美，又发展了色调的表述空间，并以版画的

格调，完成了地域年画的特性，创作出独具特色的东丰农民画。如他的《冬趣》和《齐心

协力》。他把自然与生活的固态和动态都表述得自然而又亲近，是真正的“年画”韵味，而

不是一种局部的文化形态和单纯对生活认识的组合。传统表述因素在李俊敏的作品中始终

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表明他认识生活的勇气和态度的清晰性和坚定性。同时，李俊敏的

作品焕发出诸多创新的时尚的文化意义。如《月牙五更》和《二人转》，他使用直接的传统

与时尚的对比手法来展示和表述，一下子使人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感受。

带给生活和历史诸多美的李俊敏和他的艰辛而漫长的农民画创作之途，是那么充实和

实际。我得知他如今已创作出 500 多幅农民画了。他通过“画”去记录下这片土地的民俗

和历史，又是通过画传承了其家族的“手艺”和亲情。他和他的弟弟都已成为出色的农民

画的代表者和佼佼者。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先生、原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曹振峰先生，还有

学者英若识先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蒋力华先生、吉林省美协副主席唐明珍女士，都对他

的作品和艺术能力有着中肯和精辟的评价，认为李俊敏是一个“在艺术上有自觉追求的人，

他着重于事物内在的精神，敢于对客观对象做大胆裁剪和取舍。”这正恰如其分地表述出他

的农民画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同时也是对中国三大农民画之乡吉林东丰农民画的

全面评定肯定，也是对东丰、对东北黑土地文化的一种歌颂，我们也为有东丰农民画这门

艺术和有李俊敏这样有成就的农民画家而倍感欣慰与自豪。

东丰农民画是黑土地文化结出的绚丽果实，而李俊敏的画就像人参绿叶上的“红榔头”，

格外鲜艳，引人瞩目。愿李俊敏在自己亲自选择并不懈追寻的这条路上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就像他喜爱表述的生活中的“牛”那样，在艺术生活的土地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永往直前。

写下以上的话，是为序。

全国民协副主席、吉林省民协主席 曹保明

关东农民画手
李俊敏和他的绘画艺术

东北有个赵本山还有李俊敏，前者家喻户晓，后者还鲜为人知，起码知道他的人现

在还不多，以后难说。他们都是那圪垯土生土长从民间艺术起家，际遇却天壤之别。其

实文化价值是一样的。廖甭赘述，这里专谈李俊敏。

年届花甲的李俊敏，出生于吉林省东丰县南屯基镇（原红石乡）。他的曾祖母是一

位心灵手巧的民间艺人，剪纸技艺高超。父亲是农村木匠，更擅民间彩绘手艺，在十里

八乡远近闻名。李俊敏自幼受家庭艺术环境耳濡目染的熏陶，萌生了对民间美术浓厚的

兴趣。

李俊敏在小学、中学期间就痴迷绘画和剪纸，那时期他创作的剪纸“百马图”和绘

画“杨排风”已颇具特色，显露出他丰富的想象力和不俗的功力技巧。中学毕业无升学

机会，便回乡跟父亲学木匠，走村串户为乡亲们打家具、画棺材头，一时间成了闻名乡

里的小能人。在农家屋内、劳动田间、生产队墙报上，到处都留下了他涂抹的痕迹。少

年李俊敏就这样走上了以民间艺术服务社会的道路。

正当他初涉民艺生涯踌躇满志时，他弟弟在屯里组织起个业余美术小组，得到了县

文化馆的支持与辅导。农民画创作非常活跃，这吸引住李俊敏，他白天干活，晚上就到

创作组画画。日久天长，他画技陡长，天赋显露。他的画在省、市、县的多次画展中引

人瞩目。

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民间画家。随之命运也发生改变。上世纪 70年代末，他被文

化馆正式聘用到乡文化站。由农民变为农村文化干部，开始了他新的人生旅程。

在乡文化站里，除继续绘画创作外，还要肩负辅导其他农民画画。教学相长，他获

得了辅导、创作双丰收。凭他深厚的民间艺术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带出了一批又一

批农民画创作骨干。在全国现代民间绘画中脱颖而出，东丰画乡声名远扬，李俊敏功不

可没。同时，他自己的绘画创作也成绩斐然。在 30 多年里，他创作了近 500 幅农民画。

在他的画里，饱含着他对家乡的深情热爱。这里的父老乡亲、风物人情、民俗民艺、

自然风光都令他依恋不舍，魂牵梦萦。画的题材内容、立意构思、灵感激情均源自于此。

关东民俗风情使李俊敏情有独钟。他认为：“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演义着风情万种，

1996 年 4 月 30 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东丰

县农民画展”上，向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介绍

作品。

2002年 5 月 26日，在韩国大韩民国忠清南道公州民

俗剧博物馆，馆长沈雨晟为李俊敏颁发奖牌。

在田间写生的李俊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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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在红石乡文化站与鄂俊大、鄂丽、张

跃强、郝嘉波、赵广贤、李贵福画友们合影。

每一种风情都是一幅画，要从中感悟人生、感悟生活、感悟自然、感悟生命。”他画的

《关东三奇》将人们赞美家乡富饶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已消失

的原生态美景，形象生动地再现出来，意在唤起人们的记忆从而增强环保意识。《关东

三喜》则画出娶妻、盖房、生子这人生三大喜事。每件都有具体内容。娶妻，新媳妇坐

斧子上，取“斧”乃“福”之谐音，意为坐享其福。身旁盆里摆放葱和高粱，均取谐音，

以此祈盼生子聪明，成人后步步高升。前面喜字中画有并联红心，表示夫妻连心、恩爱

和美。盖房，喜字中画有阴阳鱼八卦，以定方位求吉利。前面匠人手拿墨斗正吊线取直，

以确保建房质量精准。生子，画一胖娃娃趴在人参上，喻健壮珍贵。后面喜字中有石榴，

象征“多子多福”。这些都画出了农民心里的喜，自然招人喜爱。

李俊敏最爱画牛，他认为：“牛的品质、牛的精神凝聚着吃苦耐劳的品德。”《老牛

夜话》画一老农在月光下抚摸着自己心爱的老牛，仿佛在谈心。庄稼人耕种的辛劳和收

获的喜悦都是他常画的题材。《九牛二虎一个人》画的是过去秋收靠人工非常吃力，用“费

九牛二虎之力”形容，如今有了收割机，一个人就解决了问题。这样诙谐幽默地表现出

新旧农村农民生活的变化。

没上过一天美术院校的李俊敏，何以这般自由随意的在绘画上驰骋？故乡热土的

培育，民间艺术的滋养，使他练就了迥异于院校的别样绘画技能。为报答哺育之恩，展

现关东民间艺术是他绘画的重要内容。《源远流长》表现农家妇女正在创作剪纸的神情。

这里不难看出他童年时剪纸高手的曾祖母形象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白山新歌》画的

是长白山下民间艺人表演“二人转”的情形。这深受当地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正如他

们所说“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万人围着二人转”可见它家喻户晓的广泛性。李

俊敏绘画里的幽默风趣也得益于此。

尽管际遇不及赵本山，李俊敏在民间艺术上的创新及贡献却毫不逊色，令人赞叹。

刚迈入花甲之年的他，今后的路还很长，艺术前程一定会更精彩。

中国美术馆民间美术部原主任 廖开明

俚语·情趣·哲理性

以民族传统为根基，以关东民俗为养分，以自

身生活为源泉……如李俊敏的“厚棉袄，大盘酱，

爬犁脚，对面炕”采用当地民间俚语，将不同环境、

不同时空的四种民俗事项巧妙的融于一幅画面上，

画面人物的衣着和牛的皮毛也打破了自然的形态，

都装饰上民间艺术的纹饰，并不感到荒诞，反而觉

得很有关东味。如他的《东北玉米楼》描绘北方室

外的仓房“春天当作仓房，夏天猪鸡纳凉，秋天棚

上结瓜，冬天苞米满仓”和他的《冰上饮牛》富有

东北地区生产、生活特有的情趣……再如李俊敏的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似乎整个画面的人物都

在欢腾的气氛中：台上舞扇舞帕，围观的人们如醉

如狂的劲头，表现的淋漓尽致，显示了东北人民豪

迈、奔放、无拘无束的性格特征和浑然纯朴的民风。

李俊敏将同一题材的《冰上饮牛》和《三年

五个头》反复地画，用各种美的形式描绘耕牛或将

牛体画成虎的斑条纹或饰以斑马纹或将母牛腹内的

小牛画出来，或将牛头配上神兽的脸谱，无不出于

心中的爱。再如他描绘鸭子出水后的《梳妆》赋予

了人情味，很有趣味，他描绘牲口交易市场的《讨

价还价》采取了高度的艺术概括，集中表现了两张

纯朴厚道的面孔，买卖双方不用语言，而以手价来

讨价还价，画中别出心裁的绘出手算的各种数字符

号，艺术上十分独特，又有耐人寻味的哲理。

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 曹振峰

赞鹿苑新花《关东情——东丰农民画册》序

舒乙先生为李俊敏题词。

2010年在浙江嘉兴秀州农民画活动中心与全国知名

农民画家李成芝、缪惠新、雒志俭合影。

2010年参加中国文联举办的农民·画时代画展上与金

山辅导教师吴彤章及作者张新英、曹秀文在浙江美院合影。

1981 年在家乡与父母、俊杰弟、二庆外甥、

妻子徐立秀、儿子李宇、女儿李丽合影。

在画室中的李俊敏。



1982 年在红石乡文化站与鄂俊大、鄂丽、张

跃强、郝嘉波、赵广贤、李贵福画友们合影。

每一种风情都是一幅画，要从中感悟人生、感悟生活、感悟自然、感悟生命。”他画的

《关东三奇》将人们赞美家乡富饶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已消失

的原生态美景，形象生动地再现出来，意在唤起人们的记忆从而增强环保意识。《关东

三喜》则画出娶妻、盖房、生子这人生三大喜事。每件都有具体内容。娶妻，新媳妇坐

斧子上，取“斧”乃“福”之谐音，意为坐享其福。身旁盆里摆放葱和高粱，均取谐音，

以此祈盼生子聪明，成人后步步高升。前面喜字中画有并联红心，表示夫妻连心、恩爱

和美。盖房，喜字中画有阴阳鱼八卦，以定方位求吉利。前面匠人手拿墨斗正吊线取直，

以确保建房质量精准。生子，画一胖娃娃趴在人参上，喻健壮珍贵。后面喜字中有石榴，

象征“多子多福”。这些都画出了农民心里的喜，自然招人喜爱。

李俊敏最爱画牛，他认为：“牛的品质、牛的精神凝聚着吃苦耐劳的品德。”《老牛

夜话》画一老农在月光下抚摸着自己心爱的老牛，仿佛在谈心。庄稼人耕种的辛劳和收

获的喜悦都是他常画的题材。《九牛二虎一个人》画的是过去秋收靠人工非常吃力，用“费

九牛二虎之力”形容，如今有了收割机，一个人就解决了问题。这样诙谐幽默地表现出

新旧农村农民生活的变化。

没上过一天美术院校的李俊敏，何以这般自由随意的在绘画上驰骋？故乡热土的

培育，民间艺术的滋养，使他练就了迥异于院校的别样绘画技能。为报答哺育之恩，展

现关东民间艺术是他绘画的重要内容。《源远流长》表现农家妇女正在创作剪纸的神情。

这里不难看出他童年时剪纸高手的曾祖母形象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白山新歌》画的

是长白山下民间艺人表演“二人转”的情形。这深受当地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正如他

们所说“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万人围着二人转”可见它家喻户晓的广泛性。李

俊敏绘画里的幽默风趣也得益于此。

尽管际遇不及赵本山，李俊敏在民间艺术上的创新及贡献却毫不逊色，令人赞叹。

刚迈入花甲之年的他，今后的路还很长，艺术前程一定会更精彩。

中国美术馆民间美术部原主任 廖开明

俚语·情趣·哲理性

以民族传统为根基，以关东民俗为养分，以自

身生活为源泉……如李俊敏的“厚棉袄，大盘酱，

爬犁脚，对面炕”采用当地民间俚语，将不同环境、

不同时空的四种民俗事项巧妙的融于一幅画面上，

画面人物的衣着和牛的皮毛也打破了自然的形态，

都装饰上民间艺术的纹饰，并不感到荒诞，反而觉

得很有关东味。如他的《东北玉米楼》描绘北方室

外的仓房“春天当作仓房，夏天猪鸡纳凉，秋天棚

上结瓜，冬天苞米满仓”和他的《冰上饮牛》富有

东北地区生产、生活特有的情趣……再如李俊敏的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似乎整个画面的人物都

在欢腾的气氛中：台上舞扇舞帕，围观的人们如醉

如狂的劲头，表现的淋漓尽致，显示了东北人民豪

迈、奔放、无拘无束的性格特征和浑然纯朴的民风。

李俊敏将同一题材的《冰上饮牛》和《三年

五个头》反复地画，用各种美的形式描绘耕牛或将

牛体画成虎的斑条纹或饰以斑马纹或将母牛腹内的

小牛画出来，或将牛头配上神兽的脸谱，无不出于

心中的爱。再如他描绘鸭子出水后的《梳妆》赋予

了人情味，很有趣味，他描绘牲口交易市场的《讨

价还价》采取了高度的艺术概括，集中表现了两张

纯朴厚道的面孔，买卖双方不用语言，而以手价来

讨价还价，画中别出心裁的绘出手算的各种数字符

号，艺术上十分独特，又有耐人寻味的哲理。

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 曹振峰

赞鹿苑新花《关东情——东丰农民画册》序

舒乙先生为李俊敏题词。

2010年在浙江嘉兴秀州农民画活动中心与全国知名

农民画家李成芝、缪惠新、雒志俭合影。

2010年参加中国文联举办的农民·画时代画展上与金

山辅导教师吴彤章及作者张新英、曹秀文在浙江美院合影。

1981 年在家乡与父母、俊杰弟、二庆外甥、

妻子徐立秀、儿子李宇、女儿李丽合影。

在画室中的李俊敏。



9

内在·情感·生命力

就拿东丰县颇具代表性的作者李俊敏为

例，他就是一个较自觉地在艺术上有所追求

的人，他对作画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在他

的眼光和心目中，农村生活中许多普通物象

莫不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他早已跨越了就

事论事，反映生活限于表面现象的栏栅，他

着意于事物的内在精神，敢于对客观对象作

大胆的剪裁和取舍，力求塑造出自己的理想

之美。如从《东北玉米楼》一作来说，他将

乡间最常见的景物做了一番艺术加工，从多

方位画出这貌似平常的粗陋建筑物，随时令

之不同而展示它的不同性格，别具慧眼地赋

予了它以独到的生命力，画面溢出对乡土的

真挚之情。

而《独生女》一作尤能印证李俊敏的绘

画特色。这幅作品构图集中洗炼，立体突出

醒目，一个孤独的女孩子茕茕孑立，顾影自怜。

她同周围多彩的现实环境，特别是同那相依

为命的“斗鸡”形成对照，作者值得称道之

处在于能从真切的感受出发。角度独特地抓

取生活中不同形态的美。力图对时代生活进

行深层把握。他那满怀同情、怜爱之心的审

美体验不更能激起人们的感情波澜吗？

吉林艺术学院教授、学者 英若识

冰天雪地中的春意

（吉林艺术学院学报《艺圃》1993 年第二期）

    1 9 5 1年生，东丰农民

画创始人之一。木工出身，

受家风熏陶自幼喜好画画，

无师承全凭自悟。而立之年

受聘到乡文化站，专事农民

画辅导，经年累月教学相长，

画艺亦有所进，现为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吉林省

美协会员，曾被文化部授予

“民间美术开拓者”、“画乡

优秀辅导员”称号，全国先

进文化站长，政协吉林省委

员会七、八、九届委员。

1982年，农民画“三年五

个头”、“打绳图”，

参加“吉林省首

届农民画展”均

获二等奖。

1985年，农民画“二十四

节气”参加“吉

林省参加全国六

届美展作品汇报展”三等奖。

1994 年，农民画“三九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中国民间艺术一绝大展”获铜奖。

2000 年，农民画“乳牛下乳牛、三年五个头”、“关东三大怪”等 25 件作品被中国美

术馆及国外藏家收藏。

2001 年，农民画“冬趣”参加首届秀洲农民画艺术节“全国现代民间绘画展”获银奖。

2002 年，农民画“月牙五更”参加“全国农民画联展”获二等奖。

2002年，剪纸作品（65幅）参加在韩国举办的“韩、中、日、三国剪纸纹样及学术

研讨会”，10 幅作品被收藏并荣膺功勋奖。

2004 年，农民画“责任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农民运动会“三农书画大奖赛”

获二等奖。

2005 年，农民画“黑土欢歌”参加“第二届中国工艺品博览会”获银奖。

2005年，农民画“记吃不记打”、“割鹿茸”、“庄稼院里小银行”、“牛状元”被北京

同仁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藏。

1996 年，论文“农民画特质初探”在吉林省群众文化研究优秀论文评奖中荣获三等奖。

歇气  35×50cm  1982

农民画家李俊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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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三怪  48×56cm  1985    窗户纸糊在外，姑娘叼个大烟袋，养个孩子吊起来

后台  43×68cm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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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妆  37.5×50cm  2000
饮水的牛  37.5×50cm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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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捕鱼  40×50cm  2000

鹿茸丰收  40×50cm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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