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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的非遗项
目中，有这样一项特殊的
技艺，带着甜蜜的味道，
在包头市东河区我们找
到了它——手工硬糖制
作技艺。

2002 年开始，传承
人王素清与老公陈兆和
跟随父辈学习制糖技术，
先后学会制作多种糖果，
包括螺丝糖、橘瓣糖、兑
花糖、酥糖、花生糖等。
经过多年历练，已经独立
掌握制糖工艺、制糖技
巧，扛起了传承这门手工
技艺的重任。在2017年
6月，她凭借这项技艺获
得“第二届妇女手工艺作
品大赛”优秀奖。

“一张大案板，一个
冷却台，一个加热的炉子
就是我的工作间。制作
酥糖的过程十分有趣，是
用一大块糖坯不断地拉，
变白后把花生裹进去，像
包包子一样，然后再继续
拉，过程有趣但又费力。”
王素清说道。

在今天五彩缤纷的
糖果市场，用传统方法纯
手工制作糖果的技艺显
得弥足珍贵，“无添加”

“小时候的味道”就是手
工制糖技艺的招牌。如
今，这项技艺已经在王素
清的家里传承了三代，她
的愿望就是将这个味道
一直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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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剪纸作
为中国北系剪纸的
重要一支，在长期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鲜明的民族
风格和地域特色。
其中，和林格尔剪
纸、包头剪纸先后
被国家文化和旅游
部公布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名录。近年来，内
蒙古剪纸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果，涌
现出了不少剪纸名
家 和 优 秀 剪 纸 作
品。

他们用作品展
现民族文化，用作
品记录生活点滴。
在疫情来临之时，
内蒙古剪纸艺术家
们选择用自己的手
艺为战斗在抗疫一
线 的 人 们 加 油 打
气，创作出了一大
批优秀剪纸作品。
这些作品不仅展现
出了艺术家们心系
国家的情怀，也为
社会注入了强大的
精神力量。

——编者

一张红纸，浓缩了千家的景象、万
家的故事，有一股子野蛮生长的力量。

剪纸是有温度的，它来源于生
活，能够准确生动地表达出人民的心
声。看似平凡，实则伟大。

张花女剪纸作品《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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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凤敏剪纸作品《盅碗舞》。

萨 仁 创 作 的 撕 纸
拼贴作品《扎鲁特》。

制作中的手工酥糖。

无添加纯手工制
作。

品种多样。

“没有一点多余的地方，斩钉截铁。”
“语言非常简洁，冲击力很强，别人都模仿不了。”
“好的作品，我们从中能看到情怀，不工整但是有温度。”
赵福讲解剪纸艺术家康枝儿作品时说道，帮助人们解读剪纸

中透露出的隐藏信息。
内蒙古剪纸协会常务理事、内蒙古女子书画院副院长马淑珍

已经70多岁，为了让更多人学习剪纸，她一直没有放下剪刀，始终
站在教育的一线。她的授课现场其乐融融，充满着最朴实本真的
喜悦。

马淑珍老师的学生、内蒙古老年大学学员隨宁说：“剪纸容易
接触，颜色单一，不像国画讲究配色。马老师给我们上课，一周两
节课，还给我们布置作业。她给我们画上元素，比如麦穗、老鼠，让
我们自己组合。老师教得很细心，但关键还是要自己领悟。我刚
开始学习半年，现在已经能剪出完整作品，老师特别鼓励我。”她自
豪地翻着照片，展示自己亲手设计的剪纸作品。

内蒙古女子书画院成员郭巧兰，笔名子墨。此前她一直从事
绘画、书法创作，现在她又爱上了剪纸。她说：“我们书画院专门为
剪纸成立了一个剪纸部，目前已经有30多个人参加，每个月都有活
动。一般是从临摹开始，用力、用剪刀的准确度要不断练习。艺术
是互通的，人们对美的追求不会停止，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路子对了，学起来就快。”
多年来，剪纸艺术家们始终坚持在一线，耐心细致地讲解着，

回答着……
剪纸艺术来源于民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谁都不陌生，看不

够剪不够，面对它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它特有的审美和文化内
涵既蕴含着朴素的情怀，也有浪漫的气息，同时兼具游牧和农耕精
神。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内蒙古剪纸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特殊
的国际化对话空间，内蒙古当代剪纸艺术正在走向未来、走向世
界，在世界文化艺术之林中闪烁瑰丽光芒。

民间艺术的力量之所
以伟大，在于它不只是一个
人的成就，而是上千年几代
人的智慧结晶，生生不息、
传承有序，剪纸艺术就有这
样的魅力。

“过去一段时间，我常
在想，剪纸在民间产生、民
间生长、民间发展，人们只
看到了剪纸的平凡，却忽视
了它的伟大。我觉得剪纸
作为纸文明的衍生产物是
最接地气，是最和人民的生
活息息相关的。”段建珺说。

他解释说，一个人的一
生都需要剪纸，孩子出生就
要剪“护籽葫芦”，如果是男
孩就把葫芦里的孩子剪成
男孩的模样挂在门口，起到
庇佑保护的功能。当有亲
人离开，要剪莲花放在鞋
底，寓意脚踩莲花上西天。
过去人们过分注重剪纸的
手工技艺，忽视了剪纸背后
的文化寓意，这是一种遗
憾。人们在对剪纸进行品
鉴时，应该了解民间，到民
间去，才能深刻体会剪纸背
后的精神力量。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过
去的剪纸大多是依附于民
俗，巴掌大小，而现在的剪
纸变成一幅画那么大，审美
功能日益凸显。剪纸实现
了表象的转型，实现了新的
跨越，我们每个人都是见证
者。

剪纸爱好者、内蒙古财
经大学美术老师吴鹏晨说：

“我经常在流泪中剪纸，想
念母亲、姥姥的时候，它救
了我的命，寄托了我的思
念。拿起一把剪刀，人人都
能做到，这对每一个孩子都
是一种鼓舞，增强孩子们的
自信心。在剪纸过程中一
切都是未知，是一种新奇。
每一张剪纸都有自己的创
意，没有可比性。越剪越团
结，越剪越美好。对普通收
入的家庭是一种巨大的鼓
励。老少皆宜、男女皆宜。
剪纸能够寄托我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歌颂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

“剪纸从狭义来说就是
剪刀和纸的关系，它的造型
方式不断演变，所以我们把
剪纸概括为根植沃土的民
间艺术。同时，剪纸也具有
重大意义，剪纸讲的是中国
故事，更是中国文化，体现
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它更
加具有教育意义，越来越多
的内蒙古各族少年正在继
承弘扬剪纸文化。”剪纸艺
术家赵福说。

“太工整就像照片，失去了剪纸
的意义。”

“剪纸是感性的产物，不是理性
的产物！”

内蒙古剪纸协会会长段建珺经
常会向喜欢剪纸的人们分享自己对
剪纸艺术的感悟。

内蒙古自治区有着深厚而独特
的剪纸文化遗存，近年来，内蒙古自
治区剪纸传承人和艺术家们积极传
承民族剪纸文化传统技艺，努力探
索新形势下剪纸的传承和创新，涌
现出一批在区内外有影响力的剪纸
名家。

此前举办的“内蒙古剪纸名家
邀请展暨和林格尔剪纸特展”就选
取了一些在内蒙古具有代表性的剪
纸艺术家的作品共120幅。包括阿
木尔巴图、段建珺、刘静兰、康枝儿、
荣凤敏、萨仁、苏梅、赵福、马淑珍、
杨月英等多位名家的剪纸作品，他
们从内蒙古原生态剪纸艺术与民间
美术中吸取精华，从中获取创意形
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浓郁蒙古
族风格和地域文化魅力的草原剪纸
精品。

“有一些作品是非常珍贵而有
意义的，比如和林格尔县张花女老
人的几幅作品，反映出本地区深厚
的地域文化，平时我们都舍不得拿
出来。这是我在1996年抢救的，造
型设计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如
果现在她还活着，已经有120多岁
了。”段建珺介绍道。

剪纸中有来自赤峰市红山区萨
仁老师的撕纸作品，有达斡尔族哈
尼卡传承人苏梅老师的达斡尔族风
俗作品。有的细腻、有的粗狂，每一
幅都有鲜明的风格，体现了地域的
特色。

近日疫情当前，来自各个盟市
的剪纸艺术家纷纷拿起剪刀，为一
线白衣天使加油，为中国加油，向逆
行者致敬。

“剪纸作品来源于人民，最贴近
人民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所思所
想。剪纸背后的故事不是空间能够
限制住的，太广大了。愿剪纸能够
带给人们以美的享受，给予人们力
量。”段建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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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月英剪纸作品《福牛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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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建珺剪纸作品《众志成城 抗疫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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