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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四下基层”》，柘荣剪纸非遗

传承人集体创作。

千
年
技
艺

千
年
技
艺

绽
放
光
彩

绽
放
光
彩

王
崟
欣

王
崟
欣

▲剪纸《柘荣高山白茶——桂岭

红》，作者陈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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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间艺术是中华

民族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

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宝贝，对延续历史文脉、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

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剪纸非遗传承人倾心主

题创作，以匠心巧手传递“大道理”、涵养“大

情怀”。近期在宁德召开的“四下基层”与新

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研讨会现场，背景墙

上融入柘荣剪纸艺术元素的会标和 4 件以

“四下基层”为主题的巨幅作品，让与会者眼

前一亮、赞叹不已！柘荣剪纸这门古老的民

间艺术，正绽放新的时代光彩。

南北融汇 质朴灵秀

一张红纸、一把剪刀，96 岁高龄的袁秀

莹坐在桌前，刀随手动，寥寥几下，一只翩翩

欲飞的“蝴蝶”便跃然眼前。幼时即接触剪

纸的袁秀莹是柘荣剪纸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

在柘荣县，几乎家家有剪纸、户户会剪

纸，窗花、摆件、挂饰……随处可见各式各样

的剪纸元素。从男婚女嫁到生日寿诞，人生

中的每个重要阶段都有剪纸的陪伴，可以

说，剪纸早已深度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2000 年，柘荣县凭借剪纸艺术被原文化部命

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始于唐、盛于清，柘荣剪纸随中原士庶

南徙而流入，最早由民间刺绣的底样发展而

来，至今已有 1000 多年历史。“二月闺秀绣

罗衫，巧剪花样百家传”，是对柘荣剪纸

的真实写照。历史的演进造就了

柘荣剪纸深厚的群众基础，也

赋予其独特的艺术韵味。它

保留了中原剪纸的特点，表现内容极为丰富，有

人物、花木、鸟兽、山水、文字、果蔬、昆虫等；用

途非常广泛，有窗花、礼花、喜花、鞋花、枕花、肚

兜花、帽花、屏花、箱柜花等。在创作手法上，柘

荣剪纸也保留了中原剪纸以剪为主、以刻为辅

的特点，创作时不打草稿、不用粉本，先剪外形，

再进行图案内部镂空。剪纸外形不求对称、随

意挺劲，图案概括简练、质朴粗犷，布局轻松写

意。正因如此，柘荣剪纸有“中原剪纸文化活化

石”的美誉。在后期发展中，柘荣剪纸受南方剪

纸风格影响，细节处理上更显严谨、秀丽，由此

形成了兼具粗犷随性之外形、细腻柔美之细节

的独特艺术魅力。“柘荣剪纸是祖先留给我们的

宝贵文化遗产，它来源于生活，最终也回归生

活。”袁秀莹说道。

如今，代代相传的柘荣剪纸被赋予更多时

代内涵，表现形式也随之创新。年轻一代的剪

纸艺人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大胆借鉴油

画、影雕、摄影、素描、白描中的艺术手法，运用

点色、衬色、套色等技法，在铜版纸、蜡纸、绒纸、

布等材料上创作，形成了愈加丰富的柘荣剪纸

艺术面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创新和发

展都要看年轻一辈。”袁秀莹认为，在传承中创

新，柘荣剪纸才能保有长久的生命力。

深化主题 以美育人

长卷缓缓展开——从红旗漫卷八闽地，到

人民当家作主人，再到乡村振兴新图景，这幅名

为《血汗铸辉煌》的剪纸作品，用 15 个场景的组

合 ，生 动 刻 画 百 年 大 党 的 光 辉 历 程 和 伟 大 成

就。驻足凝神，一幅幅鲜活的画面，一个个动人

的故事，让观者在领略艺术魅力的同时，受到一

场精神洗礼。

剪纸长卷由柘荣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孔春霞带领学生历时 4 个多月创作完成，现

收藏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将剪纸融入重

大主题创作，正是柘荣县近年来的新探索。如

今，柘荣剪纸不再只是节日的装饰、祈福的物件，

还是反映时代精神、展现人民风貌的艺术载体。

创作之余，孔春霞会到福州软件职业技术

学院为学生授课。借助《血汗铸辉煌》讲述党史

故事时，她惊喜地发现，通过艺术作品诠释宏大

主题，学生们的接受度更高。孔春霞感慨：“欣

赏美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把重大主题融入剪

纸创作，既能丰富剪纸内涵，又能起到润物细无

声的效果。”

将主题创作与主题宣传相结合，是柘荣剪

纸的又一创新方向。“四下基层”与新时代党的

群众路线理论研讨会召开前夕，柘荣县委宣传

部召集 10 位柘荣剪纸省级、市级、县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历时半个月，分别以“宣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

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为主题，共同完

成 4 幅剪纸作品的创作、剪制和装裱。作品通

过朴实细腻的艺术语言，生动展现“四下基层”

工作制度在宁德的坚持和传承，彰显党员干部

下基层、解民忧、办实事、促发展的优良作风，成

为推动“四下基层”大众化传播的新媒介。

在公益宣传中，柘荣剪纸也进一步拓宽创

作主题和内容，以贴近群众、简明鲜活的艺术特

色，传递正确价值导向。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禁毒法》颁布实施 15 周年，柘荣县公安局的

民警们积极动手，创作了一组禁毒主题剪纸，表

达“毒品不绝、禁毒不止”的决心，为宁德市创建

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加油鼓劲。柘荣县“扫黄打

非”办也创新宣传形式，邀请孔春霞创作了两幅

主题作品，将柘荣剪纸独特的雕花镂空技艺与

“扫黄打非”主题相融，生动明快的画面令人过

目不忘。柘荣剪纸的题材还在不断拓展。例如

作品《生态安全人人有责》将美丽自然景观与乱

砍滥伐等违法行为做对比，起到警示教育作用，

强 化 大 众 环 保 意 识 。 作 品《守 卫 国 土 不 畏 生

死》通过刻画当代军人英姿，展现保家卫国的

决心，号召大家共同维护国家安全。这些剪纸

作品与时俱进，发挥美育作用，助推精神文明

建设。

文旅融合 特色兴村

剪纸造型的窗户、剪纸点缀的路灯、剪纸装

饰的民居墙面……行走在柘荣县城郊乡靴岭尾

村，剪纸元素随处可见。从集体经济“空壳村”

到年收入可观的“网红村”，靴岭尾村蜕变的着

力点，正是剪纸。

2018 年，柘荣剪纸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也是这一年，靴岭尾村在上

级部门帮助下明确了以剪纸为特色的发展思

路。为提高村民的剪纸本领和文化艺术修养，

村里邀请柘荣剪纸非遗传承人为村民们上课。

第一堂课就来了四五十位村民，男女老少挤满

小小一间屋子，热闹非凡。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村子一点一点变化。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

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

下午 4 点，靴岭尾村柘荣剪纸传习馆内，10
多位村民正在“文创导师”指导下练习剪纸技

艺。如今，靴岭尾村的文创导师已从个位数发

展到十位数。村民袁祚干，每堂课都来。人们

惊叹，过去的打石工，如今也拿起了“铰花剪”！

从只会剪简单的“寿”“福”等字，到能够创作图

案更加繁复的作品；从只会剪花样，到懂得品文

化，越来越多的村民像袁祚干一样，在剪纸世界

里体会到创造的喜悦、艺术的魅力，获得精神的

滋养，有了坚持的动力。

将剪纸艺术资源转化为促进乡村可持续发

展的优质资产，有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近

年来，柘荣县积极推动柘荣剪纸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通过扶持剪纸文化创意产业、壮大民

间剪纸艺人队伍、培育剪纸龙头企业、开展非遗

剪纸进校园等活动，使柘荣剪纸成为独具特色

的地方文化品牌。仅以靴岭尾村为例，其依托

党建引领，通过党支部领办、村民入股、乡贤投

资和专人运营，办民宿、做研学，推出文创产品，

发展乡村旅游，使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8
万元。柘荣县剪纸协会会长游晓卿认为：“紧贴

当代百姓生活需求，使剪纸艺术与乡村建设、产

业发展深度融合，既可以为剪纸艺术开拓新空

间，也可以走出一条特色发展新路径。”

在柘荣县，剪纸技艺的代代传承，让非遗融

入新时代、焕发新生机，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动

能、注入新活力，一幅文韵浓、村庄美、产业兴的

和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图片均为柘荣县委宣传部提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近

年来，各地充分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开展

具有乡土特色的文艺创作，以美育人、以

艺兴村，乡村文化振兴的局面生动呈现、

活力凸显。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

神，助力乡村振兴，本版推出“美在乡村”

栏目，聚焦各地文化艺术繁荣发展新面

貌。栏目首推“走进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系列，通过多元视角透视传统工艺

创新发展之道，展示美术和设计在提升

乡村文化品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推动基层党建和公共文化

服务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

法，为推进文化传承发展和乡村文化振

兴探索新路径。

——编 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

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

通心，更易沟通世界。广大

文 艺 工 作 者 要 立 足 中 国 大

地，讲好中国故事，以更为深

邃的视野、更为博大的胸怀、

更为自信的态度，择取最能

代表中国变革和中国精神的

题材，进行艺术表现，塑造更

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

形象，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

体的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视

觉艺术是直观生动、便于传

播的世界通用语言，可以有

效承载、传递思想情感和价

值观念，实现以情感人、以文

载道、以艺通心。中国现代

雕塑，在吸收外来艺术语言

的同时，始终坚持与时代同

频 共 振 ，鲜 明 确 立 中 国 气

派 、中 国 风 范 ，成 为 增 强 中

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

载体。

立足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明，将艺术创造力与中华文

化价值相融合，将中华美学

精 神 与 当 代 审 美 追 求 相 结

合，是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

心相通的有效方式。雕塑是

建构国家记忆、展现民族精

神的重要艺术形式。刘开渠

《胜利渡长江》、潘鹤《艰苦岁

月》、沈文强《孺子牛》等经典

雕塑，记录着历史足迹，也向

世界传递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人文精神和时代意义。

近年来，许多美术工作者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文化交流

与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

加强艺术创新，进一步推动

中国美术走向世界。在中国

国家画院组织实施的“一带

一路”国际美术工程中，来自

30 余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上 百

名艺术家，不间断地深入“一

带 一 路 ”沿 线 国 家 考 察 、写

生，历时 5 年，完成一批有特

点、高质量的创作。像吴为

山雕塑《超越时空的对话》，

塑造了意大利艺术大师达·
芬奇与中国画家齐白石跨时空相遇的场景。传神写意

的雕塑手法，不仅展现了两位艺术巨匠的智慧与风采，

也寓意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关联，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

展。新时代为美术工作者提供了广阔舞台，只要在现

实的各个维度中捕捉时代脉搏、抓住创作契机，雕塑的

厚重便不只存在于物理空间，同时也将存在于历史时

空中，从而赓续中华文脉，将真善美传递至未来。

优秀的文艺创作，往往反映着人类共同价值追

求。“桥”和“船”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发明，也是具有

共识性、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作为交通媒介，各式各样

的桥和船，连接起不同地域的人们，拓展了文化交流对

话范围。作为文化意象，文艺作品里的桥和船，鲜明而

灵动，成为融通中外、加深理解、增进友谊的重要载

体。桥和船所具有的历史积淀、人文底蕴与审美价值，

启迪着许多美术工作者，也为我的艺术创作带来宝贵

灵感。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我不断扩大

创作视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精髓，创新艺术

语言，发挥雕塑艺术的特点和优势，助力跨文化交流。

比如，大型雕塑《丝路金桥》即依托“桥”这一世界共通

的 文 化 意 象 ，以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为 语 境 ，选 取

1400 多年前建成的赵州桥为原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出发，用约两万块“琥珀

金砖”搭建起一座联通中外的艺术之桥。《丝路金桥》连

续成为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首届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等重要主场外交活动主会场的标志性景

观，通过艺术之美展现中华文化魅力，彰显中国审美旨

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文艺的重要表现

主题。不少美术工作者从多元视角出发，以个性化语

言表达对世界人民团结一心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

的美好愿景。比如，2022 年北京冬奥会前后，很多美

术工作者以奥林匹克运动为题材，热忱描绘各国运动

员坚定追逐梦想、勇于突破自我的风采，展现了奥林匹

克运动在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以及推动全球团结合

作、共克时艰中的重要作用。我也以此为题，创作了

《一起向未来》系列绘画作品。此外，受中国传统龙舟

文化启发，我还创作了雕塑《命运之舟》，以作品形象阐

释“同舟共济”的理念和精神。

作为新时代美术工作者，我们既要坚守中华文化

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把大

美和大爱熔铸于作品；也要具有博大胸怀、世界眼光，

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既有

中国特色又便于国际传播的艺术语言助力中外文化交

流互鉴。当下，雕塑艺术迎来蓬勃发展期。丰厚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成为用之不竭的文化养料，新时

代的伟大实践成为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持续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雕塑艺术必

将成为文艺百花园中璀璨夺目的景观。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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