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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上旬，潮阳剪纸非遗传
承人陈小燕再次登上央视大舞台，在

《黄金 100 秒》节目中亮相。节目中，
陈小燕携女儿蔡昀颖演绎了一出《纸
中舞》，现场展示了精湛的剪纸技艺，
同时也为全国观众朋友展示了汕头
小公园亭、潮汕工夫茶等“潮”味十足
的潮阳剪纸作品，并把不久前登上微
博热搜的网红“状元袍”剪纸服饰穿
在女儿和学生身上，展示到央视的舞
台上，惊艳了全场。

作为汕头市潮阳区的传统民间艺
术之一，“潮阳剪纸”以造型灵活，构
图以对称为主，结构严谨，饱满而不
杂乱，尤其以“花中套花”的布局最具
特点，疏密有致，剔透玲珑，表现力十
分丰富，人物作品则形神兼具。

陈小燕的这两件“状元袍”称得
上是她剪纸艺术的代表作，是出自她
手的又一“鸿篇巨制”。据悉，陈小燕
从小在汕头的潮阳农村生活，自孩提
懂 事 之 时 起 ，每 逢 节 日 乡 里 游 神 赛
会，琳琅满目的供品上面，作为点缀
的各色剪纸就是她生活中最奢侈的

“艺术品”，而心灵手巧的她也常常会
拿起剪刀跟着“厝边老叔老婶”剪一
些简单的花草虫鱼，并显示出一定的
天赋。

得益于这种氛围的熏陶，陈小燕
对剪纸艺术有着天然的喜爱，但这种
爱好后来却被生活湮没在了记忆的

角落里。直到 2006 年，“潮阳剪纸”被
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 名 录 的 喜 讯 传 来 ，陈 小 燕 备 受 鼓
舞，决定以此为新的起点，重拾梦想，
要将从前流失的时光追回来。

“剪纸一定要精雕细琢，一刀一
剪都不得马虎。”陈小燕称，为了在
技艺上得到更多发展，她前些年几乎
是废寝忘食地在练习剪纸，每天都要
剪到凌晨两三点才去睡觉的，而所剪
的题材也从传统的花鸟虫兽，到风景
人物，再到现代社会的精神面貌，几
乎涵盖了潮汕大地丰富多彩的人文
生活。

正是对剪纸艺术的深深喜爱和不
懈 钻 研 ，陈 小 燕 的 剪 纸 水 平 日 益 精
进，并逐渐形成了“简中求繁、繁中求
新、简繁相间、疏密有致”的剪纸特
点 。 传 统 的 剪 纸 ，多 以 小 幅 作 品 见
长，这与它作为供品装饰的传统功能
不无关系，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
的题材逐渐显出其单调和落伍的缺
陷，假如不在题材上拓宽和创新，恐
有被时代淘汰之虞，而且也很难被新
一代的受众所接受和欣赏。

因此，从真正涉足剪纸这一门类，
陈小燕就不遗余力地致力于题材的创
新。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夕，陈小燕
历时 5 个月规划和创作了一幅 208 厘
米 X128 厘米的巨幅剪纸作品《奥运圣
火耀全球》，表达了中国人为奥运加油

的激情，整幅作品构思奇特，下“笔”大
胆，想象纵横捭阖，气势恢弘磅礴，堪
称剪纸中的“鸿篇巨制”，令人叹为观
止。

陈小燕的《奥运圣火耀全球》一
经推出就引起不小轰动，并最终成功
入选广东省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美术作品展，成为见证奥运盛事的艺
术珍品；2012 年的马年，陈小燕更是
创作出一件 6 米多的剪纸作品“百马

图”，将一百匹神态和造型各异的马，
以一剪之功呈现于一纸之中；此外，
陈小燕还先后创作了《上海世博会中
国馆》《潮阳三瑰宝荟萃》《盛世同唱
团结歌》《潮剧奇葩》等作品，还用她
的剪刀为现实中名人“画”像，饶宗
颐、陈伟南、庄世平和陈政明 、肖映
川、方展荣等人的形象经她的巧手剪
出，特点凸显，形神兼备，生动传神，
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

近日，经省市有关专家评选，“追
梦 2021”汕头城市主题歌曲征集活
动共有20首主题鲜明、曲调优美的
歌曲脱颖而出，这些入围歌曲将通过
多种多样的形式与市民“同乐”。

端午小长假期间，潮州非遗技艺、美
食、特色民宿、茶馆等古城文化主题旅游
大放异彩，广受游客欢迎，全市共接待来
潮游客人数663417人次，全市旅游收入
32993.05万元。

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揭
阳榕城区文化馆开展了非遗宣传展演展
示系列活动，通过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
式，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

2021年汕尾市荔枝网上行暨名特产
品直播带货节日前拉开帷幕，汕尾希望以

“荔”为媒，将借助“网红”直播，带动当地
荔枝等名优特产品在相关电商平台推广，
帮助农户拓宽销路。（赵映光 蚁璐雅）

传承非遗公益授课覆盖超5万人次

锋利的剪刀随着灵巧的双手，自如游走
在一张平淡无奇的红纸间，像玩魔术般在方
寸之间变幻出千姿百态的图案，令人折服与
惊叹……说到指尖上的精雕细琢，与潮阳英
歌舞、潮阳笛套音乐并称“潮阳民间艺术三瑰
宝”，被国家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
列的“潮阳剪纸”可谓是翘楚。

而当这项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民间艺
术，遇上时尚智能化的手机二维码时，它们能
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潮阳剪纸”市级传承
人陈小燕用她的大胆创造给出了答案：将二
者合为一体，使原本看起来有些杂乱的二维
码，变为一幅让人惊叹的剪纸艺术作品。

日前，在我国的第 16 个“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羊城晚报记者
走进了位于汕头中心城区的陈小燕剪
纸艺术中心。

踏入陈小燕的工作室，记者仿佛
置身于一个斑斓的艺术世界，琳琅满
目的剪纸作品有的小巧精致，有的大

气磅礴，所选的题材既有描物写人，也
有叙事言情，既有传统的小公园亭、开
埠馆、红头船，也有“一带一路”、创文
志愿者、抗疫劳模等与时俱进的作品
……“天地风光皆展现，人间姿态尽留
足。”一幅幅剪工细腻、格调雅致的剪
纸，饱含浓郁的乡土气息，让人感受到
潮汕大地灿烂多姿的风土人情。

“要用我手里的剪刀表现潮汕民
风、民情，也剪出一个崭新的潮汕。”陈
小燕告诉记者，艺术需要感悟，她在此
前的创作期间常常会踩着单车，独自
行走在城乡的大街小巷，挖掘题材，开
阔视野，捕捉美丽瞬间。这让她的作
品充满灵气，毫不起眼的剪刀红纸，在
她手上，亦成了演绎美的工具。

陈小燕告诉记者，相对于北方剪纸
的粗犷，潮阳剪纸以阳剪见长，注重“精
工细作”，必须制心一处，稍有不慎便可
能前功尽弃。有一次剪一幅《梅兰竹

菊》，历经几天几夜，眼看大功即将告成，
陈小燕激奋不已，谁知一不留神剪破了
一条细如发丝的纹线，顿时功亏一篑
……为求得一气呵成，每当灵感来袭，陈
小燕便舍不得停歇，常常一坐就是一整
天，每每要忙到凌晨才肯“收工”。

日前，亮相央视《黄金 100 秒》节
目的网红“状元袍”剪纸服饰，是陈小
燕呕心沥血之代表作。据悉，陈小燕
此次两件作品都参照了潮剧的相关服
饰要求，巧妙地剪出龙、凤凰、牡丹花
等吉祥图案。“因为这两件作品是要穿
在身上，很多细小的线条经常会因承
受重力而断裂，因此我前后花了二十
多天，失败了很多次，也改进了很多
次。”陈小燕告诉记者，这两件作品恰
好是在高考前夕制作完成的，她的初
衷也是希望全天下的考生都能够金榜
题名，同时也希望全天下的劳动人民
都能够做自己的状元。

不过，真正让陈小燕备受人们称
道，成为公认“网红”的则是她能够完
美准确剪出二维码的一手“绝活”。

陈小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起自
己当初尝试剪二维码的初衷时说，她认
为二维码是时代进步的一个代表，通过
二维码可以加好友、收付款、看新闻，她
最初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挑战心态，结果
没想到剪完后竟然真的可以扫码成
功。而这样的作品在网络上“走红”后，
陈小燕也意识到传承传统技艺，非常需
要创新融合，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

但剪二维码是一件苦活细活，陈
小燕介绍说，她全程是按照传统的剪
法，先用铅笔打出底稿，再一丝不苟地
开剪。“位置要对准，转角要清晰，哪怕
是一根细线，也不能断，这对耐性、记
忆力和剪纸技艺都是极大考验，稍有
差池都会导致二维码无效，整个过程
非常不容易。”陈小燕说。

陈小燕说，只要有机会，她便会不
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家乡，自己家乡
的剪纸艺术。目前，陈小燕不仅是“潮
阳剪纸”这一非遗项目的市级代表性
传承人，而且也是汕头市首届民间文
化技艺大师、中华书画研究会副会长、
汕头市技术能手，曾荣获“广东省基层
文化宣传能人”和“广东省优秀民间文
艺家”等称号,并且还兼任着汕头大学
知行书院导师等工作。

正是这一系列的头衔，让她时刻
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陈小燕说，她
对待自己的每一幅作品都像是对待自
己的孩子一样，同时她非常希望能够
把剪纸艺术传授给下一代，推广到更
多的地方。因此，多年来，她不仅成
立了剪纸工作室和培训展示中心，而
且亲历亲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义
务教学当中，从幼儿园的孩子到退休

老人，还有不少外国友人，都是她的授
课对象。

“目前固定授课的就有十几个班，
在大中小学、社区、残联以及自己的艺
术中心都有教学生。这十年来，教过
的学生估计超过5万人次了。今年暑
假已经有几名学生跟我联系好了，要
来我这里学习剪纸。我目前开展的这
些公益授课，就是希望能够传承好剪
纸艺术。”陈小燕告诉记者，目前她还
有一位举行过拜师仪式的弟子林康，
潮剧名角方展荣还是她这场拜师仪式
的见证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每年的“全国助
残日”活动中，陈小燕总会带着她的残
疾人学员到活动现场开展义卖等活
动。陈小燕告诉记者，这些特殊的学
员来自于汕头市聋哑学校，她从2013
年开始，每个星期都会到该校举行一

次培训课。陈小燕称，对于这些身患
残疾的特殊学生，她最大的愿望就是
希望残疾人朋友能够通过学习，掌握
一技之长，“如果对他们的就业能有所
帮助，那就更是再好不过的事了”。陈
小燕说。

如今的潮阳剪纸，已不单只是一
个地方的传统艺术。近年来，潮阳剪
纸在创新中传承，被制成壁挂、“印”在
杯子、扇子、灯具上，做成旅游纪念品
或者独具地方特色的手信，极大增加
了剪纸作品附加值的同时也广受欢
迎，独特的潮阳剪纸随着潮籍华侨的
足迹漂洋过海，名扬海内外。

因此，陈小燕此前还开设过剪
纸国际班，参加学习的都是来自世
界各地的外国朋友。在陈小燕的国
际学生中，有的学习了剪纸技艺之
后在国外开办展览，将中国剪纸文

化传递到国外。陈小燕本也时常会
在海外进行潮汕剪纸的推广和交
流，她表示，通过剪纸，可以让更多
的外国人见识到我国剪纸文化的独
特魅力。

剪纸是一项需要一定时间和技巧
积累的艺术，虽然有不少人参与到陈
小燕授课的快乐学习之中，但最后真
正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极少，这让陈小
燕感到剪纸非遗传承任重而道远。

“真正能够以此项技艺来谋生的目前
还是较少，希望潮汕剪纸能走出广
东，走出中国，走得更远。坚守这项
技艺虽然很累，但能够让它发扬光
大，我内心是快乐的。”陈小燕说，她
非常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剪纸人才，
也盼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开发出更多
剪纸相关的文创产品，更好地传承这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壹 守正创新剪出可供扫描识别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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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赵映光

“潮阳剪纸”是汕头潮阳地区的
传统民间艺术之一，其兴起、发展与
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潮阳地区不论
城市乡村，每逢传统节日、寿辰、婚姻
嫁娶，都用剪纸贴饰在礼品上，多表
现吉祥喜庆、福禄寿诞、五福呈祥、子
嗣绵延、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祥瑞
题材，以渲染喜庆气氛；另外也表现
一些日常生活内容，如花鸟虫鱼、动
物走兽、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戏曲人
物、市井百姓等。

关于潮阳民间剪纸的起源时间，
如 今 相 关 文 献 还 未 能 找 到 确 切 记
载。但从剪纸作品的题材内容和刀
法上研究，潮阳民间剪纸的产生与发
育，可能在东晋“永嘉之乱”时，由迁
入潮汕的中原移民带来并加以发展。

潮阳文化馆在上世纪 80 年代挖
掘整理民间剪纸工作中，收集到的
500 多件作品，其中一件用棕色丝纸
剪成的作品《蝙蝠》，据考证为清朝雍
正年间之物，是潮阳民间剪纸目前尚
能见到的最早作品。

在多年的传承发展过程种，潮阳
剪纸也曾几度兴盛又几度静寂，然其
传 承 的 生 态 链 条 却 从 未 断 裂 。 从
1986 年至今，刘启本、翁木顺、林荣坤
等文化工作者都本着高度的责任心，
努力地做好这门优秀传统艺术抢救、
传承和保护的接力工作。对潮阳剪
纸进行挖掘、搜集和整理，从它的历
史渊源、风格特点、分布情况等方面
进行研讨、总结，并积极编印剪纸集、
举办剪纸展和撰写论文来扩大它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

从申报剪纸之乡到潮阳剪纸入
选全国非遗保护名录，他们都付出了
大量的精力与汗水。同时，他们不忘
培养传承接班人，从上世纪 90 年代
对潮阳伊梨园幼师们剪技的发掘培
养，到如今以文化馆为重点基地的对
一批剪纸新秀的栽培推介，都是可圈
可点，行之有效的。近年来潮阳剪纸
还被文化馆列入少儿美术课程，以保
证传承的生态链永不断裂。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潮阳当地
政府组织力量对潮阳民间剪纸进行
了挖掘、整理、保护和研究。1989 年，
整理出 181 件（套）近五百个花样，出
版了《潮阳民间剪纸》一书。2003 年，
有五十多件潮阳剪纸作品入编《中国
民间美术全集•剪纸卷》、《中国民间
吉祥艺术博览》和《潮汕民间美术全
集•剪纸卷》等书。1997 年，潮阳区
被广东省政府命名为“广东省民族民
间艺术（剪纸艺术）之乡”。

方寸之间演绎潮汕人文风情方寸之间演绎潮汕人文风情
““潮阳剪纸潮阳剪纸””创新创新焕发新魅力焕发新魅力

“潮阳民间艺术三大瑰宝”之一的“潮阳剪纸”与时尚擦出了新火花

“雅姿娘”巧手剪出多幅“鸿篇巨制”
文
脉
实
践

剪纸作品“一帆风顺”

陈小燕(左)将“状元袍”剪纸服
饰作品穿在其学生身上进行展示

陈小燕的剪纸作品

陈小燕在进行剪纸创作

陈小燕的剪纸作品演绎了浓浓的潮汕人文风情

剪纸作品被“印”在杯子，开发成文创产品

陈小燕的剪纸作品题材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