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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过的一位老师给郎佳子彧介绍了一

处位于鼓楼旁的文创产业园，就是现在的工

作室所在地。郎佳子彧选择了5层的一间屋

子，每年租金20万元。刚搬进来时，创业团队

只有他和一名实习生，买不起办公用品，好在

上一家公司留给他12套桌椅。一年后，工作

室正式成立，他的两个好兄弟，高中同学冯震

嘉、大学同学李启源也加入进来，3人在这里

留下了不少美好记忆。

团队每天的工作内容既丰富又简单：郎

佳子彧负责捏面人，并将整个创作过程展示

在摄像镜头前，冯震嘉负责视频剪辑和制作，

李启源负责策划与运营。现在，郎佳子彧的

工作时间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12点，忙起来

的时候顾不上吃饭。最艰难的时候，团队只

能靠吃老本维持，加上多方面的压力，郎佳子

彧有时会把车停在地下车库，哭阵子再回家。

对于面塑，郎佳子彧有一种复杂的情

感。“我能获得一种从时间中逃逸的轻松感。”

他享受以面塑表达自我的过程，也享受“不从

众”所产生的乐趣。“这件事对我来说很有吸

引力，我也比较擅长。而且从客观上讲，传统

文化正在复苏。”为了更好地宣传“面人郎”，

郎佳子彧参加过《高能玩家》《最强大脑》等节

目，收获了不少粉丝。

曝光度的增加也给郎佳子彧带来了一些

质疑声，比如“你只继承了皮毛”“第三代和第

一代之间差了十个第二代”“很支持传统手工

艺，但你做的东西就是不行”……看到这些负

面评论，郎佳子彧最初是十分难受的，但慢慢

也就习惯了，“有人指出你的问题，你努力将

它改正就好了。”

出席“非遗”活动时，曾有人把郎佳子彧

认作嘉宾带来的助理，主要因为他的年轻以

及潮流化的穿着。“有些人觉得我不应该玩篮

球、玩时尚，也不应该发我们仨在办公室做游

戏的视频。”但郎佳子彧不想被任何人的看法

限制住，他想体验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非遗”之所以需要被保护，是因为它的

珍稀性。曾有人问郎佳子彧，选择小众职业

是什么感受，他回答：“你成了汪洋大海中的

一叶扁舟，也获得了在航空母舰上无法拥有

的惬意与孤独感。有时，孤独感是一种光

荣。”不过，他说自己还是希望水面上能出现

成千上万的小舟，“有一天填平整个海洋”。

2021年12月的第一天，郎佳子彧在微博里

写道：“手艺就是两件事：精进和将错就错，跟人生

差不太多。” ■ 来源：《环球人物》 尹洁王喆宁

当被记者问到“你觉得自己是不是艺术家”的问题时，郎佳子彧毫不犹

豫地回答：“不用觉得，我就是艺术家。”五颜六色的手办、NBA球星海报、健

身器械零零散散地分布在房间各处，与窗外的四合院、北京钟楼以及不时

飞过的鸽子群形成一种时空交错的氛围。如果无人主动提及，陌生人很难

将这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在一起。这里是郎佳子彧的工作室，他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面人郎”的第三代传承人。

100年前，贫民子弟郎绍安向民间艺人拜师学艺捏面人，几十年后成

为行内屈指可数的大师之一，人送名号“面人郎”。今天，这项技艺传到了

他的孙子郎佳子彧手里。

郎绍安出生于1909年，从小就以走街串巷卖吃食为生。12岁那年，他

看到路边有人捏面人，郎绍安对这门手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征得家人同

意后正式拜师学艺。郎绍安从胖娃娃、小兔子捏起，一件能换一个铜子儿，

后来技艺日渐精湛，捏出的戏曲人物、贩夫走卒栩栩如生，“面人郎”的名气

越来越大，与“面人汤”“面人曹”并称北京三大面人流派。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人郎”已经家喻户晓，但郎绍安仅靠捏面人仍无

法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还要“兼职”上街卖烤白薯。1956年，他的一件面

人作品参加北京市手工艺品展览，吸引了许多观众，其中也包括前来观展

的国家领导人朱德。当得知郎绍安仍靠做小买卖为生时，朱德便建议有关

部门将这些技艺精湛的民间艺人组织起来，把传统手艺保留和传承下去。

很快，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郎绍安获得了“老艺人”的称号，与

内画壶艺人叶奉祺、皮影艺人路景达、刻瓷艺人陈智光等一批民间手工艺

大师成为首批研究员。郎绍安的幼子郎志春生于1960年，在家中排行第

九，从小就被父亲教育“你们都是‘吃’面人长大的”，耳濡目染之下，他与兄

弟姐妹一样，娴熟地掌握了捏面人的技艺。郎佳子彧便是郎志春的儿子。

他出生时，郎绍安刚去世两三年，郎佳子彧从小也是听着爷爷的故事长大。

三四岁时，郎佳子彧常常搬个小板凳，坐在父亲身边，目不转睛地看他

捏面人，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到了四五岁，他在父亲的指点下正式开始

学习捏面人，从“娃娃”这一传统形象练起，捏了成百上千个后，渐渐悟出了

一些门道：先在脑海中构思形象，然后绘于纸上，捏的时候遵循先里后外、

从上到下的结构顺序。

虽然反反复复地练习，郎佳子彧却不觉得枯燥。这门家族手艺并没有

给他带来沉重感，反而增添了许多乐趣。郎佳子彧6岁时，郎志春让他捏

一个坐着的娃娃。两个半小时后，郎佳子彧看着自己捏出的丑娃娃，气得

想揉成一团，却被郎志春拦住了。“我爸说我捏得不错，让我好好留着。”郎

佳子彧对记者回忆道。有时郎志春邀请朋友到家里做客，会提前跟朋友打

好招呼，让他们主动要一个郎佳子彧捏的面人，为的是鼓励儿子的积极性。

在家庭的熏陶下，郎佳子彧不知不觉有了一种使命感。小学二年级

时，老师让学生们用“举世闻名”造句。平时不爱回答问题的郎佳子彧一直

在举手，终于被老师点了名，得到了表达梦想的机会：“我要让‘面人郎’举

世闻名！”全班一片安静，没有人知道“面人郎”是什么。

“我要让‘面人郎’举世闻名”A

“我小时候，人们提起传统手工艺，都觉

得很土。”郎佳子彧回忆，刚上高中时，同学们

做自我介绍，提到艺术特长，不是学芭蕾的就

是学钢琴的，只有他站起来说：“我是捏面人

的。”像小学时一样，同学们一片漠然。有一

段时间，他觉得面这种材料限制了艺术发挥

空间，“体积偏小，表达出的意蕴不够夸张”，

甚至产生过“我怎么学了面塑”的疑问。

转变发生于大学期间。一次他去看艺术

展，还未进展厅就被面包烘焙的香气所吸引——

一位艺术家将面包做成各种手的形状，铺满整面

墙，当面包干裂后，呈现出类似掌纹的纹理，有

一种特殊的美感。“我突然意识到，所谓的材料

局限其实是因为自身才能不足，你所用材料的

最大‘缺点’，可能恰恰是它最强大的地方。”从

此以后，郎佳子彧再也不怀疑面塑的艺术表现

力了，而是努力将它做到最好。

从国际关系学院新闻系本

科毕业后，郎佳子彧经历了第

一次考研失败的打击，也开始

重新思考未来的道路，发现自

己骨子里还是喜欢传统艺术

的。第二次考研，他报考了北京

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理论专业。

“当时我连艺术与美术的区别都

分不清。”郎佳子彧说。虽然从

小学习面塑，但他的创作主要依

靠直觉，绘画等基本功也并不系

统。在3个多月的备考时间里，

他找来各种理论书籍，废寝忘

食地“啃”，每天从早上8点学到

深夜1点，终于再战成功。

新媒体的发展，给了新一代手工艺人更

多展示自己的机会。学习之余，郎佳子彧开

始做自媒体，除了拍摄视频，也参与一些线下

活动，宣传面人艺术。研二那年，郎佳子彧开

始考虑未来的职业选择，在是否创业的问题

上纠结，并没有下定决心。

2020年初的一天晚上，郎佳子彧的手机

被朋友们发来的消息淹没——他从小的偶

像、NBA著名球星科比遇难。“看到消息时，我

整个人是懵的。”科比是他最喜欢的篮球运动

员。“我终于深刻体会到，明天和意外不知道

哪一个先来，想做什么就立刻付诸行动吧。

我选择创业。”这个决定看起来不太理智，他

的硕士学业还没结束，因为疫情，创业圈处于

资本寒冬，但郎佳子彧不想等了。

“95后”北大学霸
继承百年家业成网红

郎佳子彧在做捏面人

想做什么就立刻付诸行动B

有孤独也有惬意C
郎佳子彧创作的一些面塑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