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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丽风景线

·传承

□本报记者 李倩

临近春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红灯
笼、红对联、红彤彤的剪纸映得人们的脸
上喜气洋洋。“街道上商铺里的剪纸是机
器生产的，总觉得少了点生气，我都是到
杨万年老师的工作室选上一幅他自己剪
的剪纸。”赤峰市红山区居民史先生说。

2011 年，赤峰红山剪纸列入第三批
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 年 7
月杨万年成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

细腻典雅的宫廷意韵

走进杨万年的工作室，便被一幅幅
经过装帧、造型生动的剪纸所吸引。瞧
这幅蓝孔雀，四周用荷花和铜钱花纹作
边，中间是两只正在梳妆的蓝孔雀，孔雀
拖着长长的尾巴站在悬崖之上，身边围
绕着大朵的牡丹花。整幅作品乍看之
下，犹如工笔美术画，荷叶、莲花、孔雀、
牡丹、石崖，线条流畅，浑然一体；走近细
看，交织相连的阳线，相互隔断的阴线，
厚实的花瓣和孔雀的翎毛都是用细如发
丝的“毛毛”体现，画面玲珑剔透。

“咱是宫廷剪纸，讲究柔和细腻。”说
着杨万年翻出了他的宝贝——师父邢逊
的遗作。师父的作品，杨万年有的放在
袋子里，夹在相册中，有的拍成照片成永
久纪念。翻看邢逊的作品，记者发现，邢
逊的剪纸大多是冷色调，即使红色，也是
冷色系的暗红。高贵典雅的冷色系，营
造出浓郁庄重的意境，流畅的线条、精细
的纹样、严谨的构图，透露出大气的皇家
风范。“师父有一个枕头，里面满满装的
都是他表姐遗留的剪纸花样，他表姐是
一位剪纸能手。”据杨万年介绍，清朝末
年，赤峰有许多剪纸能手被召进宫中剪
纸，宫廷剪纸审美风格由此传入赤峰红
山。

杨万年拿出一幅棕色的花朵图案剪
纸作品，“你看，这一长方形剪纸，四周用
花朵作边，中心套长方形，这里面的长方
形剪出来的图案依然有边有中心。”记者

看到，A4 纸大小的空间，邢逊共剪出了
14 朵整花、4 朵半花，还有藤蔓、叶子不
计其数，花草布局、叶脉形态，复杂中不
失精细，繁复中不失精致，整幅作品营造
出一个典雅的审美情境。“这就是我师父
邢逊的剪纸风格，他没有明确的主题，每
幅剪纸都是用花边套花边，图案套图案，
并且讲究对称美。他以精致的图案来达
到较高的艺术效果，通过层层渲染、层层
升华来提升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杨万年
说。

杨万年拿起剪刀示范如何剪出灵
动、有感染力的作品。“你看，剪个圆，一
定要转剪子。像师父剪的花瓣，叫偷剪
子剪法，两面铰，这样剪出来的每一个花
瓣都是分开的，只有一个点是相连的，剪
出的‘毛毛’都是立着的，这样才能把花
体现得更厚重更有感染力。”

据杨万年介绍，他的剪法，主要有锯
齿纹镂剪、月牙勾块镂剪、阴剪镂空等基
本剪法。剪纸的构图主要有平视、放射
对称、格律、填充、组合、散点透视等形
式。杨万年不习惯在纸上画出图案再沿
着图案剪，他说：“那不叫剪纸，那叫剪
画。要经常剪，脑子里慢慢就形成了美
的概念。成竹于胸，才能外化于形。”

几代坚守的精神家园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在赤峰，没有
不知道邢逊的。”杨万年满脸骄傲，“我还
记得第一次见到师父时的情景，那时他
在文化馆工作，戴着老花镜，坐在褪了色
的栗子色桌子前低着头剪纸。”

杨万年 9 岁开始跟着邢逊学艺，那
时邢逊已年近古稀。古稀之年的邢逊依
然停不下剪子，“他没有休息的时候，除
了吃饭睡觉，都在不停地剪。”在邢逊从
艺的 60 多年里，创作了 1000 多幅有艺
术价值的剪纸作品，其中 6 幅作品参加
全国美展并被国家美术馆收藏。上世纪
60 年代，我区为了抢救民间剪纸文化遗
产和肯定红山剪纸的艺术成就，还专门
举办了《老艺人邢逊剪纸作品展》，并特
邀他做现场剪纸表演和传授剪纸技艺。

算上邢逊的从师学艺的过程，杨万

年是第三代红山剪纸艺术传承人。杨万
年继承了红山剪纸艺术具有图案在胸、
细腻精致、线如发丝等特色外，还创作了
一大批具有时代风格、弘扬主旋律的剪
纸作品。

如今，第四代红山剪纸技艺能手成
长起来，钱一华、韩素珍等人的剪纸作品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不断创新，由于他们
具备美术功底，剪、刻并用，并借鉴皮影、
国画、木刻、版画等艺术表现形式突显剪
纸的艺术魅力，让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钱一华说：“红山剪纸有 200 多年的
历史，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包容多元文化，
不断创新。在创作风格上，他们既坚持
传统的宫廷剪纸艺术风格，又有所发展
创新，既有东北、华北民间剪纸艺术的影
子，又有专业的造诣和少数民族文化滋
养的成分。在内容形式上，既有传统民
间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象征意义的
图形、图案，又有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新农
村、新牧区生活的内容。”

杨万年又拿出了一幅剪纸作品，是
红山区昭乌达小学二年级学生胡程程剪
的《仕女图》，虽然才学了一年，剪得倒也
有模有样。

从 2005 年开始，杨万年便开始了义
务教师的生涯。他先后在红山区第三小
学、昭乌达小学、群众艺术馆、赤峰职业
工业技术学院、三眼井村等地教授剪纸
技艺。以昭乌达小学为例，杨万年教了
一个班 50 名学生，从一年级教起，一周
两节课，“孩子们眼睛亮，一学期下来，别
说学生，家长都会剪纸了。现在这些孩
子们上二年级了，我还继续教。”杨万年
高兴地说。

义务教课的辛苦自不必说，杨万年
最初都是骑着摩托车来回跑，“每月光油
钱也得 100 多元，一到冬天，路上全是冰
溜子，想想都后怕。”问他干嘛要这么辛
苦，“我希望能有四五个、五六个像我一
样对剪纸执着、痴迷的人，把红山剪纸传
承下去。”

2012 年赤峰市剪纸协会成立，杨万
年当选为协会主席。“现在，我们协会共
有 78 人，各旗县的剪纸创作活动也很活
跃，我的徒弟韩海梅、白玉双也都开始带

徒弟了。”杨万年笑着说。

积极引导的传承创新

为传承剪纸技艺，红山区打造了昭
乌达小学、老爷庙社区、文钟镇三眼井村
3 处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山剪纸
传承基地。

据了解，红山区政府近年每年都投
入专项经费作为保护开展非遗项目工
作的支持经费，在红山区全面普查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运用文字、录音、录
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进行真
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资料库。
如今，红山区形成了自治区级、市级、区
级阶梯式的三级非遗名录体系，赤峰雅
乐、红山剪纸、瓜子张炒货技艺进入自
治区级非遗名录，红山皮影、龙乡绣花
鞋技艺、少林十八家拳法、寿星会进入
市级非遗名录，皇箱会进入区级非遗扩
展项目名录。

“非遗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对非遗
文化要更加注重活态传承。”红山区文体
局局长刘建慧说，“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
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增强市
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豪感，红山区让
非遗展示、传承活动进校园、进企业、进
农村、进社区。”红山区先后在校园、企业、
农村等地打造各级非遗传承基地 6处，申
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3人，先后开展了进校园、进农村等非遗
展示活动100余场。另外，在红庙子镇东
南营子村建设的寿星会、黄箱会展示馆，
也是自治区首家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馆。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指出，要
‘加强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
‘推进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红山
区十分注重引导非遗文化往产业上发
展，真正实现非遗产业化。瓜子张公司
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红山剪纸虽然还
没形成大规模的产业，但剪纸行业也有
了收入，下一步我们会积极引导他们走
产业化的路子。”刘建慧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赤峰市红
山区文化馆提供）

剪纸是我国最古老的民间艺
术之一，在视觉上给人以透空的感
觉和艺术享受。2006 年，剪纸艺术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片纸游刃，巧手由心；画
也非也，无墨出神。”中国民间剪纸
艺术堪称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汉唐时期，民间妇女有用金银
箔和彩帛剪成方胜、花鸟贴在鬓角
为饰的风尚。后来逐步发展，在节
日中，用彩色纸剪成各种花草、动物
和故事人物，贴在窗户上叫“窗花”，
贴在门楣上叫“门笺”，作为装饰。

“剪似银马，纸如草原，剪飞纸
转，花开万千。”这是作家冯骥才对
内蒙古剪纸艺术的评价。内蒙古
剪纸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剪纸艺
术大家庭中占据重要位置。北方
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互
相交融而形成鲜明特色的和林格
尔、包头剪纸，先后入选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赤峰是红山文化
的发祥地，中原文明和草原文明在
此交汇融合，创造了绚丽多姿的地
域文化，形成了红山民间剪纸的艺
术特色。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提出，
“完善文化人才激励机制和扶持政

策，实施文化名家工程、重点文艺人
才和乡土人才培养计划，为建设民族
文化强区、繁荣群众文化生活提供人
才支撑。”红山剪纸艺术传承人等一
些民间乡土人才让百年历史的红山
剪纸艺术得到传承和创新。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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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剪纸传承基地三眼井村培训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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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一华剪纸作品

梅报春。

金鸡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