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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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技艺传统技艺·· 融合故融合故事事 看看 听听

□文\图 本报记者 高瑞锋

剪纸，又叫刻纸，是一种镂空艺术，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
2006年 5月，剪纸艺术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剪纸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

近日，记者走进赛罕剪纸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钱秀云的
剪纸非遗传习基地，近距离感受了这门传统艺术的魅力。

钱秀云家住呼和浩特市，今年
59岁，从 9岁起，她跟着姥姥和母亲
学习剪纸，50 年来，她对剪纸的热
爱始终如一，一直在剪纸创作上孜
孜以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剪
纸作品屡获全国大奖。

钱秀云说，她第一次剪纸，就受
到了姥姥和家人的夸奖，这让她信
心大增，之后对剪纸的热情一发而
不可收，样式从易到难，成品从细到
精，邻居们都夸她剪啥像啥，特别是
结婚出嫁的时候，她为自己剪了一
批高难度的大红“喜”字，成了她最
为得意的作品之一。

慢慢地，她开始自己思考并创
作不同样式的剪纸。她把花鸟鱼虫

逐渐放大，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剪纸
风格。

“50 年来，不论是工作、生活，
我只要看到好看的、独特的纹样，就
会放下手里的事情，用各种办法记
录下来。”钱秀云说。

钱秀云的剪纸非遗传习基地，
摆着很多她的剪纸作品，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有鱼鸟花虫，也有人物、
动物；有简单的小型剪纸，也有十几
米、几十米到百米长卷等系列作品。

其中，剪纸作品《家乡美》在
2017 年中华文化促进会“华山风
骨，富美临渭”剪纸展上荣获金奖；
2020 年，在北京·渭南“大爱无疆”
全国剪纸展上，她的剪纸作品《宝

贝回家》荣获金奖。2021 年初，为
了庆祝建党 100 周年，她创作了
《庆祝建党 100 周年》剪纸作品，整
幅作品大小约四尺，作品中有各
族群众、莲子、牡丹等，通过一个
个寓意美好的元素，表达祝愿祖
国繁荣昌盛之意。

2022年中秋节，钱秀云耗时两
个多月，创作了彩色剪纸作品《花好
月圆》，画面描绘了中秋佳节，一家
人围坐在一起吃着水果、月饼，其乐
融融，月亮高高挂起，嫦娥抱着玉
兔，旁边还有喜鹊、桃子、葫芦等元
素，寓意家庭团团圆圆、幸福美满。
《花好月圆》一经展出就吸引了众多
群众的目光，收获好评无数。

剪而不辍 佳作不断

“剪纸依附与民俗活动，是一种平
面镂空艺术，是用剪、刻、撕、染、烫等
技术，在平面材料上创作出来的作品，
是劳动人民表达内心审美观念和生活
情趣的载体。”钱秀云说，春秋战国时
期，古人发明了剪纸，人们运用薄片材
料，以雕、镂、剔、刻、剪的技法，在金
箔、皮革、绢帛乃至树叶上剪刻纹样。

我国发现最早的剪纸实物，是
1967 年新疆吐鲁番盆地高昌遗址出
土的 5张北朝时期的团花剪纸，都是
采用麻料纸剪制成的折叠型祭祀剪
纸，这一发现，为我国的剪纸形成提供
了实物佐证。

钱秀云说，剪纸艺术的产生和流
传与中国的节日风俗有着密切关系，
逢年过节，人们把纹样吉祥、色彩鲜艳

的剪纸贴在雪白的墙上或明亮的玻璃
窗上、门上、灯笼上等，节日的气氛便
被渲染得浓郁喜庆。

唐代，剪纸已处于大发展时期，
有“剪纸为小幡”的记载；宋代是我
国造纸的成熟时期，纸张种类繁多，
为剪纸的普及提供了条件，促进了
剪纸艺术的发展；明代剪纸已经达
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清代是民间
剪纸的鼎盛时期。

剪纸的内容很多，寓意很广，如娃
娃、葫芦、莲花等图案象征多子多福；
家禽家畜和瓜果鱼虫等与生活息息相
关，也是剪纸表现的重要内容。

作为民间艺术的剪纸，具有很强
的地域特点：陕西窗花风格粗朴豪放；
河北和山西剪纸秀美艳丽；宜兴剪纸
华丽工整；南通剪纸秀丽玲珑等。

“剪纸除了有饱满的构图、夸张的
造型外，还有着丰富的内涵，不追求写
实，采用平视化构图，注重装饰效果。”
钱秀云说，剪纸一定要“千刀不断、万
刀相连”，这样才是剪纸。

民间艺术 历史悠久

受传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影
响，钱秀云的作品自然活泼，清晰
明快，简约淡雅，细腻饱满，达到
一种主题鲜明，热情奔放的艺术
境界。

尽管她的剪纸艺术风格独树
一帜，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
是，钱秀云一直在学习中寻找突
破，希望剪纸技艺更上一层楼。

2000 年，她去河北参加比赛，
看到山西广灵的剪纸是用刀刻染
色，非常有特色。比赛完回来后，
她便进行学习。考虑到剪纸的实
用性，在山西广灵剪纸轻点染的基
础上，她加以创新，用浓墨重彩点

染，取得了不一样的效果，广受好
评。同时，她还创新了一种剪纸方
法，用各种颜色的宣纸堆积出一个
个吉祥灵动的图案，出来的效果亮
丽厚重，非常漂亮。“但是，这样做
起来非常费劲，一幅作品估计得一
个月才能出炉。”钱秀云说。

随着剪纸技艺不断精湛，钱秀
云意识到，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需
要创新，更需要传承。她开始经常
参加公益性文化展演活动，走进各
大中小学校、社区宣传非遗文化和
剪纸技艺，致力于把这一民间艺术
传承下去。

“我想把这项中华传统技艺传

给更多的人，希望学会以后，能带
动影响身边的朋友也来学习。”钱
秀云说，现在，她有徒弟 80 多人，
其中不乏技艺精湛者，他们又在教
授更多的人学习剪纸。

剪纸艺术有着久远的历史渊
源、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广泛的群众
基础，它是艺术的，更是富有情感
的，钱秀云和她的徒弟们用最朴素
的方式传播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目前，赛罕区文化馆将对钱秀
云的剪纸作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
施，准备结集出版《钱秀云剪纸作
品》，条件成熟时，还将为她开辟个
人展室。

锐意进取 传承创新

【见证】

包 头 地
处祖国北疆，
南濒黄河，东
西 两 侧 有 沃
野 千 里 的 土
默 川 和 河 套
平原，北部与
蒙古国相邻。

包 头 地
区 有 文 字 记
载的历史，始
于 战 国 时
期 。 赵 武 灵
王 击 败 林 胡
和楼烦以后，
势 力 扩 大 到
了 阴 山 山 脉
一带，在包头
设 置 九 原 县
并 在 此 地 修
筑长城。

九原是包
头历史上最早
的名称，至今，
在包头郊区的
大青山脚下，

还有蜿蜒盘桓在群山之中
的赵长城遗址。

公元前 214年，秦始皇
在原赵国的九原县所在地
设置九原郡，统辖阴山以
南的 34 座县城。当时，以
九原郡为中心的北部边疆
是秦始皇最为关注的地方
之一。

公元前 212年，秦始皇
要到九原郡来巡视，因此下
令修筑从咸阳通往九原的
直道。公元前 210年，这条
长达 700 多公里的直道修
成时，秦始皇已驾崩。秦始
皇死后，他的尸体被运载到
九原绕了一遭，这便是“秦
始皇游九原”的故事。

汉承秦制，在包头一带
继续设置郡县。在包头有
许多汉代古墓，出土了许多
珍贵历史文物，特别是有

“单于和亲”“单于天降”等
字样的瓦当，说明汉代的和
亲政策和包头有直接的关
系。北魏王朝曾在张家口
到乌拉特前旗一带设置了6
个军事重镇，其中的怀朔镇
就在包头。

唐王朝于公元 662年，
在阴山一带建筑了 3座“受
降城”，包头的孟家梁古城
遗址就是其中的一座“受降
城”；辽、金、元、明时期，包
头逐渐发展；清代，包头人
口逐渐增多，商贾云集，成
为塞外重要的工商业城市。

包头地名的由来，历史
上曾有多种传说，其中 3种
比较流行。

第一种是，清康熙年
间，包头已经是交通便利的
水旱码头，人称“箔头”，后
转称为“泊头”，俗称“包
头”。为什么前一个“箔头”
的“箔”是带竹字头的“箔”，
后一个“泊头”的“泊”不带
竹字头呢？因为这个不带
竹字头的“泊”，正代表了包
头是水旱码头的特征。

第二种是，传说成吉思
汗在这里打猎时候，看到了
鹿，便起了“包克图”这个名
字，意思是“有鹿的地方”，
相沿日久，俗称为“包头”。

第三种是，在包头一带
游牧的蒙古族把位于东河
区东门外的那条河称为博
托河，汉语的意思是神明或
圣洁的河流。在博托河岸
边定居下来的汉族以特有
的乡音，把“博托”二字叫成
了“包头”。

三种说法中，第二种说
法为许多文人学者广泛引
用，加之鹿又是人们喜爱的
吉祥动物，于是“有鹿的地
方”便不胫而走，为大家所
公认。

包头悠久的历史，最早
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20 世纪 70 年代末，考
古专家在大青山南麓发现
了阿善遗址，并从阿善遗址
出土了多件新石器时代陶
器，发掘了半地穴式房子以
及石斧、石镜、双孔或两侧
带缺口的石刀、月牙形磨
律、椭圆形凹体磨盘、嵌石
刃骨刀等生产工具。

阿善遗址的考古发现，
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
民族的祖先就在包头这个
地方繁衍生息。

□杜晓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
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
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化的创新、文明的开创，离不开对
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传承。我国历史文化
遗产凝结着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不仅
为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提供了强大
的智慧启示与情感动力，也是新时代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宝贵资源。

回顾过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在变化中创新进取，积累了一套具有中
国特色与中国经验的保护观念、管理体
系和工作模式。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存在保护理
论体系构建相对滞后、管理体系顶层设
计联动不足、学科体系（群）建设有待完
善等问题。面对新挑战，我们需要总结
摸索出一套立足中国国情、兼具国际视
野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与实践路
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建设中凸显作用，并为国际社
会提供中国借鉴。

以理论体系建构与管理制度完善
引领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第一，
深化文化遗产价值与理论研究，服务新
时代文化建设需求。中华文明 5000 多
年的发展历程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根据。必须站位于
大历史观的宏观视野，以文化遗产价值
研究为重点，让中国经验和中国知识助
力国际文化遗产理论的发展。第二，加
快完善文化遗产管理的顶层设计，推动
城乡文化融合发展。要建立起文化遗
产保护管理的统筹协调平台和机制，促
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一体化；同时进
一步完善系统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
建构起文化遗产社会功能性分级分类
管理体系，解决好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
难题；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的平衡机制，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拓展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的实践路径和方法。从阐释体
系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拓展文化遗产转化路
径，突破以往行政区划和遗产类型的壁
垒，以系统性的视角搭建起文化遗产

“保护—阐释—传播”的解决方案，用文
化遗产讲好中国故事。加强文化遗产
研究的国际化合作，围绕人类文明重大
主题与使命，广泛开展文化遗产的多形
式对话，共同推进文化遗产展示、传播
和交流，为联合申报世界遗产提供智力
支撑。在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高等院
校的合作中，形成全球文明的对话网络
和情谊纽带；从学科建设上，建构我国
文化遗产学学科体系，培养新时代文化
遗产事业的复合型人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文化遗产保护
者和研究者要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
传承中华民族的根脉与精神中不断创
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为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作出贡献。

（转自光明网）

展现文化遗产保护新气象

【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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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罕剪纸：纸上生花 剪剪是景
剪纸作品《家乡美》。 钱秀云演示剪纸。

剪纸作品《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

剪纸作品《民族团结一家亲》。

剪纸作品《庆丰收》。

剪
纸
作
品
《
福
娃
拜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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