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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霞出生在山西臨汾市蒲縣刁口鄉，是山西轄管
最貧窮的一個鄉鎮。就是在這裡，趙霞從小便受母
親熏陶，對剪紙產生了濃厚興趣，並從6歲開始正
式拿起剪刀。趙霞說，小時候生活在偏僻的農村，
沒有高樓大廈，沒有車水馬龍，但平時的生活卻很
愜意。在她的腦海中，一直有這樣一幅畫面：男人
們在大槐樹下喝茶聊天、下棋；女人們則剪紙繡花
納鞋墊，而小孩們則在旁邊看，學做這些女紅。

作品題材廣泛
對趙霞而言，剪紙是一種美的享受。「藝術其實

就是一種感覺，一種意識，她在你的大腦中閃現，
我便用剪刀把這些感覺記錄下來。」趙霞對剪紙的
癡迷達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腦子中只要有靈
感，便立馬拿出一把剪刀，一張剪紙，用手剪起
來。」也因此，趙霞的作品題材很廣泛，有四扇屏
《梅蘭竹菊》；長卷《清明上河圖》、《五牛
圖》、《天下第一福》等；其中，《五牛圖》是依
據唐代晉國公韓滉所繪歷代傳世名畫，運用剪紙藝
術語言刻染而成，堪稱是史上最「牛氣」的「牛
圖」。還有剪紙《天下第一福》的福字，在寫法上
暗含「子、田、才、壽、福」五種字形，寓意「多
子、多田、多才、多壽、多福」，從書法角度看，
將數字合為一體卻流暢自然，實屬罕見，更為珍稀
的是，這也是世上唯一的「五福合一」、「福壽合
一」之「福」，又被稱為「長壽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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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劇作為河南省最大的劇種，因其「中州
韻」很多地方都能聽懂，北到黑龍江、南到
廣州、西到西藏、東到山東，遍佈很廣。然
而隨着戲曲在流行文化中的式微，有人質疑
豫劇「土」，唱腔「躁」，感覺並不優美。
這深深刺痛了河南鄭州電台主持人連曉東，
「是他們沒能聽到好的豫劇，但這不能說明
豫劇不好聽。」為了讓人們能聽到原汁原味
的高水平豫劇唱段，連曉東開始了近8年的
全國尋訪老藝人的道路。他將那些經典豫劇
「絕唱」重新錄下來，將前人創造的聲音呈
現為當代藝術的盛宴。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實習記者 張倩
「對我們來講，不管多老的東西，只要我
們沒見過沒聽過，它就是新的。」由此而
言，發掘與傳承或許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創
新。從2008年開始，連曉東走上了打撈「絕
唱」的尋訪之路。他希望能為後人留下不可
再生的音頻資料。

唱片道具進博物館
近8年時間裡，連曉東走遍全國，尋訪300
餘名老藝人，並為其中不少人重新錄製了唱
片，如今約300名老藝人的「經典唱段」以

及由他們捐出的使用過的各種考究道具，這
些唱片和老藝人們捐出的道具更在鄭州組建
了全國獨一無二的「聲音戲曲博物館」。有
人這樣評價連曉東的尋訪路稱，「他讓我們
在眼花繚亂的當代藝術潮流中找回傳統經典
的鼓舞和啟迪，它對傳承中國戲曲的藝術精
神，弘揚東方藝術審美，具有了不可估量的
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這聲音不只屬於河
南，更屬於我們的民族。」

見證巔峰 德藝雙馨
連曉東在洛陽見到了河南曲劇創始人之

一，早年被大家譽為「衛生娃」、如今已95
歲高齡的曲劇大家劉衛生。在西安，他見到
了85歲的豫劇名宿張敬盟，他是當年有名的
獅吼劇團的「台柱子」。在徐州他見到了早
年在安徽界首被譽為「四好名旦」、如今95
歲的豫劇大家徐艷琴……
在這些老藝人中，年紀最小的已70多歲，

年紀最大的95歲，「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
點，就是他們心靜如水，都很謙虛，我叫他
們老師，他們都不讓。一名老藝人說，一日
為師，終身為父，我們沒教過你，不能隨隨
便便叫我們老師的，我們擔當不起。這些老

藝人是豫劇巔峰的見證者，他們的唱段，在
當年讓多少人魂牽夢縈。這麼好的唱段和嗓
音，應該留下來，不能隨人的離去而煙消
雲散。應該留下供後人欣賞、學習。」連曉
東說。

趙霞用剪刀將習大大與彭媽媽的出國訪
問、習大大到河南考察、習大大捲褲

腿冒雨視察等新聞一一呈現在紅色紙張
上，深受好評，被許多人稱讚：「原來剪
紙也可以如此新潮。」

剪刀化作畫筆 淨手用心創作
談起習大大與彭媽媽，趙霞的崇敬之情溢

於言表。她尤其覺得彭媽媽魅力無限。「我
以前也喜歡穿短裙短衫，現在完全被彭媽媽
的端莊大方和得體舉止感染。」趙霞說，現
在不光穿衣言談受影響有所改變，我身邊的
朋友也在改變，「尤其是尊老愛幼、儉省節
約等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習大大和彭媽媽
的帶動下再次推向高潮。」
趙霞說，雖然她本人沒有親眼見到過習

大大和彭媽媽，但是每天都看新聞，在攝
影老師的圖片上，二次創作成剪紙。在她
看來，現在想要做成一件事情，比起古代
老藝術家容易不知多少倍，比如像剪主席
肖像，不僅可以在網絡中和電視上天天看
到，而且還能查閱各種參考資料。

潛心剪紙藝術 傳承傳統文化
在創作人物肖像上，趙霞有自己的看

法。她說：「人物肖像不像飛鳥花草樹
木游魚，要創作一條龍可以用雲彩做連
接線，要創作一隻鳳，可以用牡丹做連
接線。而人物肖像的臉部，要想看起來
美觀流暢讓大家容易接受，只能線條分
明，就好像畫筆畫出的線條一樣。」因
此，在創作習大大剪紙時，她把剪刀當
成畫筆，淨手用心，沉浸其中。「那一

刻，我感覺整個世界靜得只剩下剪刀、
紙，還有另一個我。」
對於大家對「習大大剪紙」系列的熱

愛，讓趙霞有些始料未及。趙霞說，以前
會剪紙不等於真正從事剪紙。真正從事剪
紙以來，她不斷尋師問道，把剪紙推出國
門走向世界的靳之林老師的一句話最打動
她。「市場需要好作品。」
趙霞說，這句話點醒了我，要走自己的

路，不模仿，模仿反而牛頭不對馬嘴。而她
也希望能夠有更多地年輕人參與進來，把民
間剪紙藝術傳承下去。據記者了解，近幾
年，趙霞已在鄭州開設了剪紙培訓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習大大威武，習大大剪紙創

作者也很厲害！目前我們正在全國範圍內尋找習大大剪紙的創作者，尋

找出他！」網絡上熱傳的這條「懸賞令」皆由一個嫁到河南、名叫趙霞

的山西女人而起，是她突發奇想，將習近平與彭麗媛的點點滴滴以剪紙

的形式呈現出來。她開玩笑地說道：「儘管習主席他們看不到我的剪

紙，也不給錢，但我心甘情願想為他們剪肖像。習大大為國為民和藹可

親，彭媽媽魅力無限，我想通過剪紙表現我作為一個老百姓的一點點感

謝。」她說，對於剪紙這種傳統藝術的弘揚，必須要緊跟形勢，為其注

入新的生命力。

受母熏陶
癡迷剪紙

一路的尋訪，讓連曉東最為動容的是如今已經90多歲的老藝人
蘇蘭芳。「她在當年的知名度，就相當於在觀眾中知名度非常高
的劉德華、張學友等這些流行巨星。」連曉東笑說，她當年的
「粉絲」比現在的一些當紅歌星還要多。
2008年冬天，連曉東第一次見到蘇蘭芳，「猛一看像個農村老太

太，但說起戲劇依然思路清晰，記憶力驚人的好。」連曉東說。蘇
蘭芳是鄭州人，是當時知名的戲劇教育家周海水的嫡傳弟子，她身
上實現了豫劇豫西調和祥符調的融合，讓昔日這兩種水火不容、不
相往來的流派取長補短。當年，蘇蘭芳在開封是和豫劇名家常香玉
齊名的演員。
採訪蘇蘭芳時，她已35年未唱戲。但在連曉東的要求下，她還是
唱了一段，「她一口氣唱了十幾分鐘的《桃花庵》。那一個上翻的
高音，真是把我都震了。」連曉東說，「沒想到蘇老太太的胸腔
共鳴還這麼好，底氣還那麼足。她唱的是非常純正的豫西調，現在
很難聽到這種聲腔了。」

老藝人小劇場授藝
在聲音戲曲博物館的一隅，連曉東專門設置了一個小劇場，他

說：「以後我們會請這些藝術家們來錄『口述歷史』和『戲曲跟我
學』。」不僅讓那些老藝人的聲音、唱段更多地讓人聽到，還要讓
他們在舞台上言傳身教，「傳遞他們對戲曲的那種執與熱愛，或
許對當代戲曲藝術發展能有所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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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主持遍尋八年
傳承豫劇「絕唱」

■連曉東用老唱機播放老唱段。本報河南傳真

■全國首個聲音戲曲博物館在河南鄭州落
成。 本報河南傳真

■連曉東採訪
90 多歲的蘇
蘭芳。
本報河南傳真

■趙霞尤為欣
賞彭麗媛端莊
大方，其剪紙
作品更是突出
這一特點。
本報河南傳真

■趙霞剪起紙來極為投入。 本報河南傳真

■趙霞的剪紙
作品主要以習
近平出現的重
要新聞為主。
本報河南傳真

■趙霞創作習近平題材的剪
紙別具一格。本報河南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