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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鄉鎮全數通長明電
村民劉淑霞家燈火通明，剛剛煮熟的米飯

冒着熱氣，在一旁，劉淑霞的兒子小明正坐
在燈光下寫作業。
「之前，我們居民和駐紮在這裡的邊防連

隊共用一套『風光互補』設備，遇上天氣不
好，電根本不夠用。過去為了省電一周才吃
一次煮米飯。」劉淑霞說，「現在不一樣
了，自從通了長明電，想什麼時候吃米飯就
什麼時候煮着吃，孩子們也能在明亮的燈光
下學習了。」
奇乾鄉位於中俄邊境、大興安嶺原始林區

腹地，是內蒙古最北部的一個小鄉村。奇乾
鄉離最近的額爾古納市也有342公里，這裡
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長期以來沒有電。

奇乾鄉黨委書記邵日敏說：「長期以來用
電問題一直困擾奇乾鄉群眾和基層部門，電
量不足、電壓不穩，加之『風光互補』線路
的老化和設備的陳舊，落後的基礎設施建
設，嚴重制約着當地百姓生活和經濟發
展。」

電網建設改造 惠及140萬農牧民
為了改善當地用電條件，2017年11月，
國網內蒙古東部電力有限公司對奇乾鄉原有
光伏站進行增容改造，並新建140千瓦光伏
供電站一處，於2017年12月31日正式使
用。
「由於奇乾地區冬季非常寒冷，地面冰凍

較深，再加上地下還有冰凍層，施工面臨着
巨大挑戰。」國網內蒙古東部電力有限公司
額爾古納供電公司副經理介紹說，「公司對
冬季施工進行了反覆的論證，最後採用了適
合冬季寒冷地區的大型機械施工，在10月
之前就對線路實行了施工檢修，保證了線路
作業不受影響。」
40歲的村民高彥國家裡養了50多頭牛，
過去由於電量不足，牛群飲水成了大難題。
「過去沒有電，只能人工從40公里外的地
方拉水飲牛。」高彥國說，「現在通了電，
我打了一口井安裝了水泵，插上電就能抽水
飲牛了，非常方便。」
2017年，國網內蒙古東部電力有限公司

實施了新一輪農網改造工程，新一輪農網
改造工程建設任務包括機井通電、村村通
動力電和中心村電網建設改造工程，工程
共計完成投資33.21億元人民幣，397個自
然村通上了動力電，1,455個中心村電網建
設得到改造升級，工程惠及內蒙古東部地
區39個旗縣的3,055個村，蒙東大地上40
萬戶草原家庭的140萬農牧民用上了稱心
電、放心電。
「終於盼到了這一天，電充足了，可以搞

產業致富了！下一步我要開一個家庭遊，把
家鄉豐富的旅遊資源利用起來，吸引更多的
遊客來奇乾鄉。」高彥國說。

■新華社記者 哈麗娜 內蒙古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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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兒就快上小學了，她現在是『嬤
嬤人』剪紙的『第五代』傳承人。」郭昕
笑言，「女兒對剪紙非常感興趣，每天都
纏着我給她講剪紙裡的小故事。」
談及女兒，郭昕的臉上洋溢着幸福。

「她三歲的時候就能拿着開了刃的剪刀剪
紙。一開始信誓旦旦地保證每日一剪，後
來變成一周剪一幅，現在基本一個月出一
幅成品。」郭昕說，女兒有很大的成長空
間，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她堅持下去就
是傳承的積累和延續。
據郭昕介紹，女兒的剪紙對象通常是她自

己和她的弟弟，用兩人的生肖屬相來講述她
想像中的「嬤嬤人」故事。「她的剪紙充滿
了童趣，對不同的神靈有她自己獨特的想像
和創造。孩子的興趣就是她最好的老師，她
肯定會在我的基礎上做得更好。」

2009年，郭昕攜「嬤嬤人」剪紙走進
俄羅斯阿穆爾州國立師範大學孔子學院，
為百餘名俄羅斯學生講授中國民間傳統剪
紙。
「俄羅斯人很喜歡我們的民族傳統文

化，他們的接受能力很強，我講完幾個故
事，他們就能憑借自己的想像剪出具有他
們本國特色的手拿權杖、頭戴王冠的國王
和王后。」郭昕說，民族的差別帶來了很
多藝術上的不同，「他們剪出來的蝴蝶是
西方龍的形態，這令我很吃驚也特別喜
歡。更重要的是，在交流中，文化得到了
融合。」

「在與俄羅斯的交流中，曾有一個名為
『我們』歌舞團的小團員到我的工作室參
觀，他們搶着要我做的蝴蝶指環，其中一
個小朋友沒搶到頓時哭了，我趕緊剪了一
個給她戴上，她馬上破涕為笑。」郭昕感
慨地說，「文化真的沒有國界，既是民族
的，也是世界的。」

北安「嬤嬤人」
剪紙源於滿族薩滿
活動，如祭祀、祈

福等儀式，「嬤嬤人」又稱「媽媽
人」，這種稱謂源於該地薩滿中信奉
的多為女性神靈。早期「嬤嬤人」剪

紙造型粗獷古拙，表現內容多與薩滿
崇拜有關，保護子孫平安驅邪免災。

「嬤嬤人」剪紙外觀多為對稱圖形，
以直立的形象為主；主題和內容主要為
風物傳說和英雄人物兩大類；質地為各
種紙製，偶見樺樹皮、玉米皮等。「嬤

嬤人」剪紙中最重要的圖騰形象—長生
樹，即柳樹，也稱「佛托霍媽媽」，在
薩滿信仰中長生樹是世界萬物的始祖。
與長生樹相伴出現的圖騰形象除蛙之
外，還常見鹿、魚、鳥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

「每一幅『嬤嬤人』剪紙都是一個
滿族民間故事或薩滿神靈的傳

說，如果沒有故事，剪紙只算是手工
藝品，這些故事才是『嬤嬤人』剪紙
藝術的生命和靈魂。」在掛滿了「嬤
嬤人」剪紙作品的工作室裡，郭昕娓
娓道出她與剪紙的不解之緣。

融眾家所長 發揚民族傳統
「按傳承譜系，我姥姥是第二代傳
承人，她擅長剪長生樹，經常一邊剪
紙一邊跟我講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說，
所以我從小就受到她很深的影響。」
郭昕說，幼時聽了很多故事，對故事
人物和情節記憶深刻。
「我8歲開始跟姥姥學剪紙，12歲開

始剪『嬤嬤人』。」郭昕說，「由於
當地漢族、滿族、蒙古族等多民族聚
居，剪紙藝術各有特色。我學習和吸
收了很多不同的剪紙技法，我的剪紙
風格也在不斷融合和成熟。」
「但無論如何融合和改變，我依舊保
留着原始『嬤嬤人』剪紙直立的形態、
傳統的服飾和流傳下來的圖騰。」郭昕

說，「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傅作仁先生
曾經對我講的那句『民族傳統萬萬不
可遺棄』是我創作的根本和原則。」

勢開傳習所 延續民族藝術
「我兒時曾看過一場薩滿祭祀活

動，讓我記憶猶新。在2005年前後我
又夢見了那個場景，夢醒後卻有一種
難言的失落感，生怕這種充滿着民族
特色的儀式有一天會消失。」郭昕回
憶道，「在這種感覺的驅使下，我不
斷回想兒時聽過的民間故事和傳說，
並拿起剪刀開始不停地創作，慢慢地
便萌生了把這份家族傳統延續下去的
想法。」
在堅持不懈的努力下，2008年郭昕

被授予「黑龍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工作先進個人」稱號；2013年北安
「嬤嬤人」剪紙被批准公佈為黑龍江省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郭昕被黑龍
江省文化廳授予「北安『嬤嬤人』剪紙
代表性傳承人」稱號。她的剪紙作品
《嬤嬤人：枝葉扶疏》在2015年第五
十屆全國工藝品交易會「金鳳凰」創新

產品設計大獎賽獲銀獎。
面對榮譽，身為北安市博物館文物稽

查大隊隊長的郭昕還有更長遠的目標，
她說：「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是活的，
傳承才是它發展和延續的根本。待到工
作不忙且技藝更精湛時，我一定要開設
傳習所，我期望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嬤
嬤人』的剪紙和故事，讓民族藝術之花
在民間綻放。」

設計連環畫 創新表現形式
「我正在整理《嬤嬤人的100個神
靈》系列，想把丟失的那些神靈重新找
回來。」郭昕說，「此外，我還想嘗試
整理吉林、遼寧，包括黑龍江牡丹江等
地區的滿族說唱史詩，把不同地域的故
事結合起來，豐富我的剪紙內涵。」
「文化的發展與傳承同樣重要，我想用

連環畫的形式把『嬤嬤人』的故事呈現出
來。現在已經畫完《通肯河傳說》的20幅
連環畫草稿。」郭昕表示，「剪連環畫與
傳統『嬤嬤人』剪紙區別很大，肯定很
難，但對『嬤嬤人』的發展和傳承很有意
義。」郭昕對此充滿信心。

「嬤嬤人」是滿族民俗剪紙的俗稱。在多民族融合聚居的北國邊陲黑龍江省北安

市，北安「嬤嬤人」剪紙因其獨具古老神秘的滿族薩滿神靈圖騰的神話色彩，成為祭

祀中溝通人與神的中介。第四代傳承人郭昕在吸收和融合民間剪紙技藝的同時，不斷整理和豐富

「嬤嬤人」剪紙的故事和文化內涵，在她的剪刀下不斷盛放出別具一格的滿族薩滿圖騰之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千 黑龍江報道

守藝「嬤嬤人」
手剪薩滿神

薩滿多奉女性神靈

女兒三歲執剪
童趣躍然紙上

第四代傳人郭昕：傳統乃基石 創新綻華彩

■郭昕女兒的「嬤嬤人」剪紙作品《我
心中的老虎媽媽》。 受訪者供圖

■「嬤嬤人」剪紙作品《長生樹·
阿鄰別拉》。 受訪者供圖

■■郭昕展示郭昕展示「「嬤嬤人嬤嬤人」」剪紙藝術剪紙藝術。。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攝攝

文化是民族的
也是世界的

■俄羅斯的孩子們爭搶剪紙禮物。
受訪者供圖

■「嬤嬤人」剪紙作品《長生樹·
魚》。 受訪者供圖

■「嬤嬤人」剪紙作品《方向之
神——和碩赫赫》。 受訪者供圖

■「嬤嬤人」剪紙作品《通肯河傳
說》。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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