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傣 族 剪
紙最早見於民族

祭祀所用的紙人紙馬，
後來在佛教文化和中原文
化的影響下逐步充實發
展。在漫長發展的過程中，
傣族剪紙由傳統的賧佛、祭
祀、喪葬剪紙，發展到現今用於家居裝
飾、建築、旅遊紀念品的現代剪紙，題材
內容增添了有關農業豐收、民俗節慶、新
人新事等，剪紙材料有各種彩紙，也有
布、鋁皮和金屬。

傣族剪紙從內涵與外在表現形式都展現
了傣族獨特的民族精神與民族性格，反映

出了傣族純真質樸的文化和審美
特徵，從而在眾多的剪紙藝
術中發展成為獨具一格的剪

紙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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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雲南德宏州芒市的弄麼村，寨門不遠
處的一座傣式建築尤為惹眼，門楣上掛

「中國邵梅罕剪紙藝術館」的標牌，而村
內臨街的牆壁上，傣族剪紙成為裝飾物，勾
勒出濃郁的傣家風情。

紙翻飛刀鋒快遊 濃郁傣風躍紙上
在藝術館坐定，邵梅罕拿來幾張紅紙對

折，一邊與記者交談，一邊操起剪刀演示。
紙張在其左手中翻飛起舞，右手所持剪刀則
在紙上遊走，紙屑由指間漱漱掉落；談笑
間，一幅栩栩如生的孔雀圖躍然紙上。而於
藝術館牆壁上展示的作品，除傣家最為傳
統、最有特色、最為普遍的禮佛用品「喳」
和「董」外，更多的是各種生產生活場景、
濃郁的傣族風情以及宣傳廉政建設的圖案。
觀察邵梅罕的剪紙作品，構圖飽滿、線條

流暢；主體與其它物象間，以繁簡錯落、疏
密有致的塊面和線條的對比突出主體；對折
紙張而形成的對稱、密集的縷空，頗具莊嚴
靜穆、繁而有序之氣。其作品中的飛禽走
獸、瓜果魚蟲形象逼真，蘊含深厚的自然之
美；而生產生活場景構圖豐富多彩，人物造
型身材修長，姿態優美、舒展，突出了勞作
場景中熱烈、浪漫的氣息。

自幼剪刀不離身 樹葉也可拈來剪
談到邵梅罕的剪紙，村裡有人評價：「是
有神在幫她剪。」當年在一群學習剪紙的小
夥伴中，邵梅罕很快便能脫穎而出。邵梅罕
的剪紙技藝最初來自奶奶的傳授。風景秀
麗、鳳尾竹搖曳的弄麼村，每逢月上枝頭，

傣寨裡三五成群的小夥伴便聚在一起，向年
長的藝人學習剪紙。這是邵梅罕幼時最印象深
刻的場景。因為對此有濃厚興趣，她的剪刀從
不離身，見紙就剪、用樹葉也剪；及至後來，
寨中老人們對其剪出的佛幡、孔雀、菩提樹等
讚不絕口，名聲也傳至十里八鄉，每逢佛事之
前，總有鄉親請其剪製「董」或「喳」，並以
自種的水果犒勞她。「這讓我增加了自信心，
獲得了成就感！」邵梅罕回憶說。
漸漸地，邵梅罕已不滿足於佛事用品的創
作，而是將創作題材擴大到了生產和生活的
各個領域。每逢春節，她總要剪出荷花、玫
瑰、游魚、小鳥等裝飾廳房；田間勞作，人
們犁田、插秧、收割的場景，節日裡鄉親跳
象腳鼓舞、對歌、丟包的場景，奘房（即通
常說的寺廟，一般特指小乘佛教的寺院）裡
的祭祀場面，都被邵梅罕仔細觀察、記在心
裡、暗自琢磨，再現於剪紙作品中。

熱愛生活重觀察 巧手剪出田園貌
邵梅罕生活的傣寨，佛教氛圍濃厚，耳濡目
染讓其對傣族祭祀和賧佛活動（即傣族祭祀佛
主的活動）必備的剪紙形式「董」和「喳」產
生了濃厚興趣，並學會了基本的剪紙技藝。邵
梅罕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並不滿足於臨摹傳
統的圖案，是結合日常生活和自己的領悟大膽
創作，「見到什麼就剪什麼。」自然風光、傣
家風情、山水田園、大象孔雀、佛像奘房等
等，都成為其剪下的創作素材，並融入現代元
素，「生產生活入畫來」，如此一來，其作品
自然有別於傳統的祭祀剪紙，有了更高的欣賞
價值，廣受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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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經濟浪潮的衝擊
下，收入低微的傣族剪紙民
間藝人進退維谷，有成就的
傣族剪紙藝人越來越少。
2011年，雲南省芒市宣

傳部籌資40萬元，在邵梅
罕家旁的空地上建起了邵梅
罕傣族剪紙藝術館；2012
年，邵梅罕被列為國家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剪紙（傣
族剪紙）代表性傳承人，享
受傳承工作補貼，為開展傣
族剪紙傳承提供了條件，慕
名到藝術館學習傣族剪紙的
人多了起來。同時，邵梅
罕還是雲南民族大學和德
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的特
聘專家，每年到高校對學
生進行傣族剪紙的傳承培
訓，粗略算來，其授徒和學
生不低於兩千人。
令邵梅罕高興的是，其傳

授技藝的徒弟和學生不但掌
握了剪紙藝術要領，還有的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採訪
期間，雲南民族博物館來
電接洽收藏邵梅罕徒弟剪
紙作品事宜，獲悉所授之
徒的作品將與自己的作品
同被雲南民族博物館收藏，
邵梅罕很是欣慰，「現在，
她比我剪得還好！」

1987 年，邵梅罕的剪紙作品《豐
收》在全國剪紙新作聯展中獲優秀獎，
捧鮮紅的獲獎證書和200元獎金，她
激動得手足無措。「這是我剪紙人生的
一個關鍵轉折點。」邵梅罕說，這次獲
獎堅定了其剪紙創作的信心。之後，邵
梅罕的作品屢獲金獎銀獎，被多家機構
收藏。邵梅罕仍希望通過交流進一步提
升技藝。
邵梅罕曾多次作為民族文化項目代

表赴美國、日本、馬爾代夫、墨西哥等
國展示；並於今年在中聯部推介雲南活
動中，現場向多國來賓展示傣族剪紙技
藝。邵梅罕說，在數次文化交流和參展

中，遇到了許多造詣深厚的專家、學
者，學到了許多知識和剪紙技巧，拓寬
了創作思路。「每一次參展和交流，都
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受益匪淺！」
交談中，香港文匯報記者找出維港

夜景圖片，詢問邵梅罕能否用傣族剪
紙呈現？邵梅罕久久凝視、反覆端詳
後肯定地答覆：「能剪！只是需要時
間。」當其了解到該圖片是香港維港
夜景時，臉上露出了嚮往的神色，
「真希望到香港和澳門進行交流。」
邵梅罕認為，港澳是中國面向世界的
窗口之一，人才薈萃、藏龍臥虎，希
望有機會赴港澳交流。

王琦是一位東北大漢，卻擅長創作
細膩的泥塑作品。「我從5歲開始就
接觸泥巴，由於父母忙於工作，經常
被送到姥姥家照顧。姥爺和舅舅是
「瓦盆匠」，能夠燒製出各種花盆、
瓦盆等器皿，经常和泥巴打交道。」
王琦總是感慨：「姥爺是我的第一啟
蒙老師。」

億萬年「鄉土」成藝術原料
王琦的家鄉齊齊哈爾市依安縣，蘊

藏豐富的砂質高嶺土，總儲量約為
230億噸。與其伴生的黑黏土、五色
黏土等陶土儲量也超過5,000萬噸，
石英砂存量達100億噸以上。這些經
歷億萬年沉積的豐厚黏土，在王琦看
來，便是大自然的恩賜。本地的陶
土、本地的文化題材加上本地的藝術
家，三者融合在一起，是王琦心目中

最好的藝術表現形式。
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王琦便利用

業餘時間鑽研粗陶泥塑的創意和製
作，30餘年努力不輟，「我生長在黑
龍江，把黑龍江本土農村文化挖掘出
來，才能得到廣大觀眾的認可，如果
我是生長在另一個地方，不可能有這
種黑土地、民滋民味的作品出現。」

泥塑屢受熱捧 自創「黑龍瓷」
隨作品越來越受到肯定，王琦開

始推動作品的批量生產，並致力於推
動泥塑作品的銷售。他希望，讓更多
人了解泥塑藝術，並喜愛這一藝術表
現形式，將藝術品變成老百姓能夠接
受的居家裝飾品、日用品。他創作的
《東北福娃》、《擼起袖子加油
幹》、《黑龍江古代將軍》、《東北
兒童遊戲》、《東北八大怪》系列陶

人、瓷人，已投入批量生產。
此外，王琦還開始利用黑龍江依

安縣的原礦高嶺土做原料，設計出具
有東北特色的器形、釉色，靈活組合
後形成獨具一格的瓷器，將其命名為
「黑龍瓷」。 王琦說，「黑龍瓷」
現在有瓶、鼎、茶具等形式，個性化
設計，新穎有趣。
2011年，粗陶泥塑獲評省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王琦也被認定為粗陶泥塑
傳承人。隨後，粗陶泥塑在東北文化

產業博覽會、深圳文化產業博覽會上
屢次展出、廣受熱捧。說起粗陶泥塑傳
承的熱銷景象，王琦十分自豪地說，每
次參加展會，自己的泥塑作品在前三天
內基本都會被前來參加展會的人搶光。
近來，也開始受到海內外關注，香港的
裕華國貨已經訂貨。還有來自英國、
印度等國家來當地旅遊考察時，看到
了自己製作的陶塑作品，買了很多當
做紀念品帶回國。他們都覺得這些泥
塑作品特別有中國味道。

「「龍江泥人王龍江泥人王」」醉心粗陶泥塑三十載醉心粗陶泥塑三十載
東北黑土地肥沃秀美，不僅可以種出好莊稼，還可

用於雕出特色泥塑作品。「龍江泥人王」王琦自幼與

泥結緣，用盡半生韶光，身作戈、人為筆，潛心創作

粗陶泥塑作品，令粗陶泥塑技藝得以在新時代煥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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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黑土文化 捏刻東北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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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上的傳承，王琦在當地技校已連續教授三個年級的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攝

■■圖為王琦在端詳自己的泥塑作品圖為王琦在端詳自己的泥塑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攝攝

剪紙記錄傣生活
祭祀耕織皆入畫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邵梅罕

傣族剪紙源自宗教儀式傣族剪紙源自宗教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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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梅罕現場演示剪紙技藝邵梅罕現場演示剪紙技藝。。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攝

■圖為邵梅罕的傣族剪紙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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