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張莊是蔚縣剪紙第一村，而焦氏
三兄弟的剪紙經歷真正顯示了蔚縣剪
紙的發展脈絡。
蔚縣剪紙於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是內地唯
一一種以陰刻為主、陽刻為輔的點彩
剪紙。簡單說來，蔚縣以薄薄的宣紙
為原料，拿小巧銳利的雕刀刻製，再
點染明快絢麗的色彩而成。
「現在的蔚縣剪紙已經名揚海外

了。」焦氏兄弟老三焦新勝直言，從
1992年哥哥創辦剪紙廠開始，到現在
已發展為工人30多名，產值達四五百
萬。從爺爺那輩傳下來的剪紙只為手
藝，其父剪紙為上街叫賣，到他們這
一代的剪紙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成為產業，變出了財富和名氣。

緊貼時代潮流 不斷推陳出新
「最初的剪紙就是窗花，都是與中

國古老的民俗有關係的，貼在窗戶上
圖個吉利。」但焦新勝指現在剪紙的

發展都是要緊跟時代潮流
的，必須不斷的創新，剪
紙也發展為鏡框、畫軸、
明信片、信封郵票等幾十
種樣式，功能也從最初的
裝飾品延伸到生活用品、
饋贈禮品、收藏精品等多種領域。特
別是新開發的「新寫實主義」，採用多
層剪紙的形式，刻畫人物形象，最高
可達12層，展現出高超的技藝。
回顧1992年建廠之初，焦新勝一臉

痛心，他告訴本報記者，剛開始時，
蔚縣剪紙沒有什麼知名度，拿㠥剪紙
作品去大城市做推銷，別人都不相信
這是真正的手工藝品，以為是複製
的，因此市場銷售也不好，只有一間
屋子做廠房，徒弟也只有四五人。直
到2003年中國剪紙被列為世界非物質
文化遺產，蔚縣剪紙也開始被人們所
認可，加上蔚縣旅遊的開發，剪紙也
成為該縣推出的特色文化遊，剪紙村
也迎來了越來越多的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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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馮驥才幾次奔赴河北張家口
蔚縣做調查研究，他對蔚縣剪紙一

直情有獨鍾：「廣泛流傳在蔚縣民間的剪
紙藝術非常獨特，尤其戲劇臉譜是中國民
間文化的一個符號，是生活中燦爛的內
容。蔚縣剪紙是活體的，是驚人的，是令
人感動的。」的確，蔚縣剪紙的師傅們，
只需要運用一雙巧手，就能剪出各種大大
小小類型的剪紙，花鳥蟲魚、戲曲人物、
神話傳說、歷史故事等各式各樣的作品都
躍然紙上，活靈活現。蔚縣剪紙也從最初
沒有什麼知名度的手工藝品，變成暢銷海
外，甚至送贈外國元首的紀念珍品。
而對於蔚縣暖泉鎮的民俗打樹花，馮驥

才做了如此評價：中國人過燈節的風俗成
百上千，河北蔚縣暖泉鎮北官堡的打樹花
卻獨一無二。的確，暖泉鎮「打樹花」別
具一格，把熔化的鐵水潑灑到古堡城門上
方的磚牆上，好似朵朵煙花盛開，美麗而
壯觀。這民間傳統亦由每逢過春節表演，
被省市政府包裝成大型民俗實景演出劇，
每周為遊客表演以
保存下去。

兩種傳統藝術都是張家口獨有的古技
藝，也同樣地曾有式微的危機，幸好人們
意識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旦被遺忘和丟
棄，就會永久不復見，才令剪紙和樹花得
以發揚光大，長久傳承下去。

神奇剪紙術
曾經無人信

火樹金花
遊客至愛

河北張
家口是一個落

後地區，有9個縣
被列入國家重點扶貧區

域，但同時也擁有泥河
灣、雞鳴驛等一批珍貴歷史

遺存，口梆子、蔚縣剪紙等也
入選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非物質文化遺產該如何更好的傳承
和保護也一度成為困擾該地文化發

展的問題。但隨㠥文化的蓬勃發展，
張家口在非遺保護方面也做出了許多
的探索和嘗試。

每年撥資500萬支持
其一，政府的大力支持。張家口每年下

撥專項資金500萬元，支持「非遺」保護
中心、市民間藝術家協會等政府和民間文
化研究組織，對全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珍
貴歷史文獻、文物、傳說進行搶救性發
掘、研究，並編輯出版《張家口歷史文
化叢書》等50多種歷史文化研究書籍，
確定省級以上非物質文化遺產36項，將
40人列入省級以上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代表性傳承人，在國內外又推出了《大境
門》、《發現黃帝城》等多部歷史文化題
材紀錄片、連續劇，組織重走張庫商道大
型跨國採訪活動，讓地域文化在傳承中保
持了強大的生命力。

不斷創新保優勢
其二，民俗也應不斷推陳出新。蔚

縣剪紙發展到今天，始終站在中國乃
至世界剪紙的前沿，就是因為其強大
的創新力。
通過內容創新、功能創新、技藝創

新，蔚縣剪紙實現了從剪刀剪到刻刀
刻，從單層到複層，從單色到疊加色，
從以量取勝到以質取勝，使傳統剪紙從
簡單的「製造」走向富有活力的「智
創」；通過業態創新，蔚縣剪紙逐步走
出小作坊、形成大產業，形成了集創意
設計、加工剪刻、推介銷售為一體的運
作模式，帶動了鏡框廠、禮品包裝廠、
剪紙材料供應等一批周邊產業，形成了
鏈條式、群體化發展的現代產業格局。
通過開展創意性的節慶活動，使蔚縣成
為世界剪紙集散地和交易中心。

張家口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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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基本上是在農村發展出來，文化

的多樣性也多在農村。與文物和文化遺址等實實在在的文

化遺留相比，非物質文化遺產更是民間智慧「活」的顯

現。但隨㠥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被遺忘和丟棄。怎樣去保育已經成了內地各地方政府的迫

切問題，民間各藝術傳承者也醒覺到手藝可能失傳，紛紛想

辦法去把獨門手藝保存下來。而河北省張家口暖泉鎮的打樹

花及蔚縣的剪紙，更加想到以產業化包裝，吸引更多人欣賞

及關注，令民間藝術薪火相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鑫、孔榮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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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景劇包裝鐵渣製藝術品

「以前我們每年只有正月十四這一天晚上
在北官堡的城牆上打樹花，現在已經成為常
規演出，每周六都在暖泉鎮的樹花廣場有表
演。」記者眼前這位憨憨的漢子名叫王德，
今年50歲，從20來歲跟父親學習打樹花開
始，現在已經有近30年的時間。王師傅告訴
我們，之前只是免費為百姓表演，而市場化
運作之後，現在打一場樹花能有200元的收
入。

勇敢者遊戲千度鐵水潑牆
走進樹花廣場的後台，首先看到的就是大

大的煉鐵爐和鼓風機，地面上還堆了各種生
㢛的鐵鍋和鐵塊。王德介紹，這都是在為明
天的演出做準備。看過打樹花的人都知道這
是一項「勇敢者的遊戲」。表演者用特製的
木頭勺子將熔化的高達1,600℃鐵水奮力潑
灑在堅硬冰冷的磚牆上，從而爆發出萬朵火
花，其狀猶如枝繁葉茂的樹冠，故而稱之為
「樹花」。而張家口蔚縣的暖泉鎮也是內地唯
一能進行「打樹花」表演的地方。
「這個季節打樹花是最難熬的。」王師傅

說，樹花表演只有短短的七八分鐘，要消耗
大約1,000斤的廢鐵，表演對體力也有很高
的要求，要不停的彎腰舀鐵水，再甩腰掄
臂，把滿滿一勺約7至8斤重的鐵水又高又均
勻的潑在城牆上，從而形成一個美麗的弧
形，如果樹花緊湊，高潮迭起，這時候看客
中就會爆發出陣陣掌聲與歡呼。

民間智慧與藝術結合
這也是一個危險的表演，因為要潑灑高溫

鐵水，所以表演的時候要全副武裝，一般樹
花藝人們會反穿一身羊皮襖，頭頂草帽，胳
膊上再戴上一副長長的帆布手套。但是大夏
天這身裝扮，再加上打樹花耗費的力氣，一
場表演下來，樹花藝人基本都會大汗淋漓。
「打樹花」本是蔚縣獨有的民俗奇觀，當

地鑄造業較為發達，春節期間鐵匠們買不起
煙花，卻從打鐵時四濺的火花中得到靈感，
把熔化的鐵水潑灑到古堡城門上方的磚牆
上，好似朵朵煙花盛開，因此打樹花可謂是
民間智慧和藝術化表演的結晶。

暖泉鎮鎮長王燕雲表示，打樹花

知名度的提升和當地旅遊開發是相

互作用的，按照習俗只有在春節期

間才能上演，這嚴重制約了市場擴

大和品牌傳播。去年，省市兩級投

資上千萬元把傳統打樹花包裝提升

為大型民俗實景演出劇《火樹金

花》，由春節表演變為常態演出，及

變由政府出資的市場化運作，一舉

拉動全縣接待遊客突破100萬人

次，增長了近一倍。遊客的激增也

使打樹花有了更好的宣傳平台。

500年歷史 僅4人傳承
僅剩4名傳承藝人，這個危險的

現狀也引起了當地政府的重視。

「這個有500多年歷史的技藝必須傳

承下去。」樹花藝人王師傅稱，也

有人找上門來想學這門技藝，但這

種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是不外傳

的。而且目前不少人邀請樹花藝人

去別處表演，這門技藝的前景好

了，想看的人也很多，所以他打算

傳給他17歲的兒子。

「下一步，我們還打算開發旅遊

產品。」王鎮長撿起打樹花舞台上

散落的鐵塊告訴我們，相傳這種鐵

渣是會帶來好運的，因為由打樹花

準備到結束的過程交叉出現「廢

鐵、木勺、鐵水、火燒、落地」等

程序，最後形成的鐵渣集合了「金

木水火土」五行元素，符合中國傳

統的五行合一的概念。所以現在正

想辦法把這些好的東西做成藝術

品，也給觀眾留點美好的紀念。

文化立縣戰略
保育開發並進

■打樹花遺留下「鐵渣」，政府考慮做

成藝術品。 香港文匯報河北傳真

■把熔化的鐵水潑灑到磚牆上，好似

朵朵煙花盛開。 香港文匯報河北傳真

■焦氏剪紙廠焦新勝向記者展

示剪紙紀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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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氏的「新寫實主義」

的人物剪紙，形神俱似。

香港文匯報河北傳真

從2010年開始，隨㠥蔚縣剪紙節連續三年的
成功舉辦，蔚縣剪紙開始聲名大噪，中國傳統
文化的各類剪紙作品也頻頻登上國際舞台。蔚
縣「文化立縣」戰略的推出，使得剪紙這個小
產業也創出了「大品牌」，越來越多的當地人
願意加入這個能夠創造價值的剪紙產業中。目
前，蔚縣有16個鄉鎮、96個村分佈㠥剪紙藝

人，形成了28個剪紙專業村，其中蔚縣剪紙專
業戶1,100戶，從業人員達3萬餘人，年生產剪
紙600多萬套，暢銷美、日、德等一百多個國
家和地區。去年該縣剪紙及剪紙相關產業產值
達4億元，佔該縣GDP的5%。
此外，該縣建成的中國蔚縣剪紙產業園區

包括中國剪紙藝術博物館、中國剪紙第一

街、中國剪紙第一村、蔚縣剪紙藝術學校四
個基地，構成了剪紙產業「展示—營銷—基
地—培訓」的完整鏈條，使以剪紙為龍頭的
文化產業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硬支撐」，不
但擺脫了文化資源保護的危機，而且帶動該
縣發展，達到了保護傳承與開發利用的雙贏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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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業■蔚縣剪紙傳承人周淑英大師幾分鐘

之內就剪成一對兒精美的小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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