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剪紙大師拒墨守
點染套色展華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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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作品無分正反 兩面色彩各具特色

■葉長友的點染套色剪紙。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俊海 攝

■■葉長友的牡丹剪紙作品葉長友的牡丹剪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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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的一種古老傳統藝術，剪紙在
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名錄。在中國剪紙藝術中，陝西剪紙佔
有重要一席。周秦漢唐等13個朝代在陝西
建都，為這裡留下了豐厚的民俗文化遺
產，剪紙便是其中之一，已有千年的傳
承歷史。陝西剪紙在視覺上給人以
透空的感覺和藝術享受。從陝
南到陝北，尤其是在陝北黃

土高原和關中八百里秦川，到處都能見到
紅紅綠綠的剪紙。古拙的造型、粗獷的風
格、多樣的形式、精湛的技藝，令人讚不
絕口。
甘肅剪紙亦是北方剪紙的重要一脈，歷

史悠久，全國已發現的最早的剪紙實物就
出土於敦煌。在手法技巧上延續、傳承着
北方剪紙的風格，其最鮮明的創新在於普
遍大膽借鑒中國畫和傳統書法的表現手

法，注重寫意與寫實的融通變化，在繼承
傳統的前提下貼近生活、貼近時代的成分
越來越多，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戰略
下，利用甘肅特有文化，創作出很多絲路
題材的剪紙。
目前，甘肅剪紙中的慶陽剪紙、會寧

剪紙被國務院公佈為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名錄項目，國家級及
省級傳承人25人。

剪紙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在李福愛看
來，剪紙藝術玩的就是剪刀，全世界
誰也玩不過中國人。「日本人雖然也
剪，但他們只能剪出個大體形狀，裡
面的細節就不會剪了。」李福愛說，
這麼好的一項藝術瑰寶，值得中國人
好好傳承下去。
但對於剪紙藝術的傳承，李福愛卻

不無擔憂。她稱，因為剪紙賺錢慢，

現在許多年輕人都不願意學習這項技
藝，後繼乏人。而同時，很多商人靠
着機器製作，大規模翻版印製剪紙，
手工10塊錢一張的剪紙，機器印製的
10塊錢就可以買一本，民間技藝生存
空間越來越窄。李福愛說，希望有關
部門能加強傳統技藝的傳承培訓，鼓
勵更多的年輕人加入到剪紙行列，將
這一民間藝術瑰寶保護發揚光大。
而在葉長友的眼裡，剪紙不僅僅是

一種靜態的 藝術品，更
是有相當生命力的藝術。這門藝術要
傳承發展好，必須創新。
葉長友說，傳統民間藝術生存的動力

來自它與時代的契合度，在市場經濟之
下，剪紙藝術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危機，
如何讓剪紙藝術繼續發展下去，藝術家
們需要考慮市場，考慮時代的需要和消
費者的喜好，這樣才能讓剪紙藝術獲得
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

陝西省安塞縣素有剪紙之鄉的美
譽，獨特的地域環境和古老的民間藝
術沃土浸潤着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
人，63歲的李福愛便是其中之一。從
大字不識的農民到走出國門的藝術大
師，李福愛的人生也因剪紙而改變。
上個世紀50年代，李福愛出生在安

塞縣的一個偏僻農村，和很多的農村
女孩一樣，她一天也沒有踏進過學
堂，不識字的她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
不會寫。看着村裡的女人成天剪紙繡
花，李福愛打心眼裡喜歡，於是便跟
着學起了剪紙。但剪紙這件事並不像
看起來那麼簡單，每次下剪之前，都
必須做到心中有數，這是個非常費神
的創作過程。李福愛說，有時一張小
小的剪紙卻需要花費幾個小時完成，
儘管這樣，她剪紙基本不畫樣、不畫
線，也不描紅，「主要靠的就是對生
活的感悟」。
隨着剪紙技藝的成熟，不論是花鳥蟲

魚，還是人像、樹木，李福愛都能輕鬆
駕馭。後來，延安市政府為了給遊客提
供了解陝北文化的平台，就把李福愛安
排到楊家嶺革命舊址，讓她邊唱陝北民
歌，邊剪紙。也是在這裡，多位國家領
導人都欣賞過李福愛現場剪紙。

遠赴巴黎獻藝 巧手技驚觀眾
1999年，國務院新聞辦主辦法國巴

黎文化周，李福愛作為中國剪紙的代
表藝人一同出國。第一次在巴黎表
演，李福愛就征服了法國的觀眾。
「很多法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以為

我的剪刀裡有電腦。」李福愛說，有
法國觀眾還現場出題讓她剪，當看到
她手不動紙不走的時候，他們才知道
中國剪紙全是手工的，也開始打心裡
佩服。
最令李福愛自豪的是自己的作品曾

作為禮品贈送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她告訴記者，2000年清明黃帝陵
祭祖時，許多澳門同胞在回歸祖國後
第一次前來祭祖，深深感受到了作為
炎黃子孫的自豪。當時，她的作品

《延安人民歡慶澳門回歸》被延安市
政府作為禮物，贈送給了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
而今，李福愛在楊家嶺革命舊址的

一口窯洞裡開了個小小的展廳，裡面
佈滿了各種各樣的剪紙，其中關於毛
澤東主席的肖像就有120多幅。而除
了毛澤東主席各個時期的肖像剪紙，
也有毛澤東詩詞《沁園春．雪》的剪
紙，方寸之間，真情顯露，蘊含着無
限的歷史感。

年逾七旬的葉長友是甘肅蘭州市非物
質文化遺產剪紙傳承人、甘肅省工

藝美術大師，從10歲起，他就得到父親
葉坤崗剪紙藝術的傳授，不僅學會了用剪
刀創作各種藝術圖案，而且學會了用刀子
刻圖的技巧。因為剪紙技藝高超，1996
年，葉長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民
間工藝美術家」稱號。
在葉長友的工作室，香港文匯報記者
看到一些裝在小相框裡的剪紙，有十二生
肖、花鳥、人物等多種形式的剪紙，顏色
鮮艷，十分逼真。葉長友說，這些剪紙是
「葉長友點染套色剪紙品種」，這項技術
是他利用下鄉的機會深入到甘肅農村，拜
訪了幾百名著名的民間剪紙藝人，搜集了
不同風格的民間剪紙作品後，結合自家的
祖傳剪紙絕技，苦心鑽研創出的。葉長友
介紹，點染套色剪紙作品，是用以蠶絲為
主要原料的毛邊宣紙，用大紅、大綠、大
黃、純藍、黑、紫、白（空白鏤空）七
色，以品色點染。而「點染」就是用工筆
畫的毛筆將顏色點上去，再將不同顏色的
剪紙按照設計圖「套」在一起，從而形成
完整的點染套色剪紙作品，其製作過程費
時費力。與普通剪紙用一張紅色或黑色紙
進行創作不同的是，這種剪紙作品需要進
行事先詳細設計，而且要有新意，特別是
要有色彩學的知識。成形後的作品看上去
閃閃發光，摸上去有毛絨絨之感，無正反
面之別，兩面色彩均勻各具特色。

「年輕化」艱難 創新續命脈
「傳統的剪紙藝術缺乏創作思路，手
法簡單粗糙，顏色、造型單一，題材也僅
僅限於花鳥魚蟲等簡單事物，如果不對傳
統的剪紙藝術進行創新，那這項藝術將會
裹足不前，遲早會被淘汰掉。」葉長友
說。
剪紙65年來，他創作了眾多的優秀作

品，《蘭州古八景》被收錄於甘肅蘭州非
物質文化遺產陳列館「蘭州剪紙傳習
所」。但葉長友對剪紙的傳承發展不無焦
慮。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目前剪紙作
為一種民間藝術已經越來越不被年輕人看
重，剪紙的「年輕化」發展可謂舉步維
艱，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剪紙藝術的傳
播和創新。因此，創新是剪紙的生命，是
整個剪紙環節中最重要的部分，只有後人
們不斷發掘，不斷創造，剪紙藝術才能保
持其生命力和活力。
葉長友說，他一方面在題材造型上求

突破，蘭州水車、敦煌壁畫、甘肅彩陶、
馬踏飛燕等甘肅獨特的文化景觀都為他創
造提供了素材，另一方面，經過他獨特技
藝的二次創作，這些作品看上去閃閃發
光，摸上去有毛絨絨之感，柔韌性極好，
成形後兩面色彩均勻各具特色，這大大豐
富了剪紙藝術的創作手法。

「花雨飛天」送港 呈現莊嚴敦煌
因為作品獨具特色，2013年，前來甘

肅考察的香港文化代表團成員西方寺方丈
寬運法師，請求葉長友為正在進行的香港
觀音講堂的裝飾進行創作。葉長友爽快答
應，並花費幾個月時間精心創作了一幅黑
黃套色的「千手觀音」作品。
而這也牽起了甘肅與香港的兩地情

緣。2014年，因為葉長友年事已高，在
甘肅省文聯協助下，甘肅嘉峪關剪紙藝人
傅強團隊再次完成了巨幅剪紙作品「花雨
飛天」，在香港企業家陳曉敏女士的贊助
下，該作品以30萬港幣的價值呈現在荃
灣觀音講堂。「花雨飛天」簇擁着西方三
聖、東方三聖佛座，莊嚴飄逸，意境深
遠。這套敦煌佛教題材的剪紙作品，也受
到香港佛教界的深深喜愛，在他們看來，
這些剪紙把遙遠敦煌的飛天、花雨帶到香
港，飛天撒花美麗又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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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於陝西、甘肅一帶的西北剪紙，作

為中國剪紙的一個重要分支別具風格。千

百年來，憑着一把把銀色的小剪刀，從這裡走出的眾多剪紙藝術家，

將精巧的心思通過一張張薄紙剪出來，古今萬象盡在其中。逢年過

節，大西北的農村家家戶戶都會貼上寓意吉祥的剪紙，黃土大地亦被

裝扮得喜氣洋洋。尤其在陝北地區，剪紙甚至曾被視作選媳婦的標準

之一，因為人們普遍認為，剪花好的女子肯定聰明，以後生下的孩子

自然也聰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俊海、李陽波、張仕珍 甘肅、陝西報道

融匯書法國畫 寫實寫意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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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生產衝擊大 民間技藝臨危機

■■李福愛表示李福愛表示，，自己剪紙主要靠的就是對生自己剪紙主要靠的就是對生
活的感悟活的感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 攝攝

■■葉長友以套色技法創作的葉長友以套色技法創作的《《彩陶彩陶
記憶記憶》》色彩斑斕色彩斑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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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長友的葉長友的《《薛寶釵薛寶釵》》剪紙作品剪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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