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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定明的母亲和祖母都喜
欢剪纸。其祖母擅长创作西湖
风景及故事，剪纸技艺远近闻
名。作品常卖给从南洋回乡探
亲的华侨，作为礼物带回去，缓
解思乡之情。“那时一幅作品的
价格甚至抵得上一年的伙食
费。”其母亲虽然忙于工作，但
也有着一双巧手，能剪出不同
形状、各式各样的双喜字。周
边邻居都爱不释手，争相购买。

在耳濡目染之下，苏定明
很小就学习了祖母的刀法，如
流水刀、横刀、直刀，也习得不
少口诀，如“轻柔似水，钝如大
石”等。但是由于调皮贪玩，他
只是将剪纸当作爱好，并没有
深入学习。后来，他考上了美
术专科学校，从事美术工作。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当地文
化部门的工作人员找到他，让
他传承剪纸技艺。“但我刚开
始不太感兴趣。”苏定明说，后
来经过调查了解到，惠州剪纸
已经岌岌可危，剪纸人都是七
八 十 岁 的 老 人 ，几 乎 无 人 继
承。让他痛心的是，往昔每逢
传统节庆，街头巷尾买卖剪纸
作品的热闹景象，早已消失。

“如果这么宝贵、接地气的艺
术就此消失，无人传承无人问
津，太可惜了！”

于是，苏定明下定决心传承
剪纸技艺，一心一意接过剪纸传
承大旗。在有绘画功底的基础
下，他四处走访学习，投入创作，

“经常一坐就是大半天，痴迷到
外面刮风下雨都不知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苏定明
获得了人们的肯定。我国美术
界老前辈、剪纸艺术家万籁鸣
曾评价，苏定明作品大部分表
现出故乡山水或富于哲理的画
面，构图奇巧，刀法娴熟，有很
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其剪纸
作品屡获大奖。1987 年，《小镇
春光》《晨光好》曾参加了全国
首届剪纸展，被中国剪研会收
藏；《静心》获得 1988 年海内外

“屈原杯”大赛奖；《香港回归畅
想》曾获得全国书画双龙杯大
赛银奖；2002 年惠州首届剪纸
展览，苏定明剪刻艺术作品展
览引起轰动；2012 年，剪纸作品

《东征》更是站上国际舞台，获
得国际剪纸艺术节银奖。

苏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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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 日 鲜 艳 亮 丽 的 剪
纸 ，如 今 却 逐 渐 黯 淡 失
色。不忍看到剪纸艺术日
渐没落，刘雅晶钻研创造
出一套剪纸的特定语言和
符号，通过线上线下的教
学，吸引了不少初学者。

据介绍，一整套课程
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初
级班设计了 12 节课，每节
课教授 4 个符号，如弯月
形、水纹形、月牙形等，在
掌握 48 个入门的符号之
后，初学者能基本剪出小
花小草；中级班则是通过
符号组合搭配，让人们从
会剪一朵花到一束花；学
习完高级班课程，能剪出
十二生肖。在课程中，刘
雅晶还会传授剪纸口诀，
如“圆如明月、弯如柳条、
尖如麦芒、方如瓷砖、斜如
锯齿”等。

“以前大家都有一个
误区，认为有绘画基础才
能学习剪纸。”刘雅晶说，
通 过 剪 纸 符 号 的 授 课 方
式，能让众多没有绘画基
础的中老年人入门，并产

生兴趣。“其实，以前家庭
妇女也都是通过一个个符
号，组合成精美的剪纸图
案。”不过，这些课程只能
带领人们入门，如果想更
进一步，学会设计创作，
就需要漫长的学习过程，
更多的是靠个人的天赋与
努力。

近日，记者从惠州市
惠城区文广旅体局获悉，
将加强与校园联动，把惠
州 剪 纸 逐 步 推 广 至 保 护
单 位 —— 桥 西 街 道 辖 区
学 校 。 据 桥 西 街 道 文 化
旅 游 体 育 服 务 中 心 主 任
张文倩介绍，之前开设了
多堂剪纸公益课，多次开
展 了 非 遗“ 三 进 ”（进 校
园 、进 社 区 、进 机 关）活
动。接下来，将在原先的
基础上，计划先挑选两到
三所有基础的学校，首先
推进教师培训，然后根据
学 校 实 际 情 况 开 展 相 关
的 活 动 ，如 打 造 兴 趣 班
等，因地制宜将惠州剪纸
打 造 成 为 学 校 的 品 牌 。
如果条件成熟，逐渐开展

剪纸校园“全覆盖”。
对此，刘雅晶深表赞

同：“短期一两节课效果有
限，只有长期稳定的课程
才能让更多的学生真正了
解剪纸，感受到剪纸的魅
力。”据悉，桥西街道将为
刘雅晶组织申报区级非遗
传承人，而刘雅晶计划开
设更多课程，让更多人学
习剪纸。

“先里后外、先上后下，先左后右，依次剪出水滴
形、米粒形、花瓣形……”近日，在惠州市惠城区文化
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剪纸工艺大师刘雅晶
现场教授市级非遗项目——惠州剪纸。几张彩纸，一
把剪刀，在学员们的手中一折一叠一剪，瞬间就变成
了栩栩如生的花草、蝴蝶，深受学员们的青睐。

一剪一世界，一刀一乾坤。惠州剪纸历史悠久，
与人们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民俗文化传承的重要
载体。过去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剪纸的影子，承载着众
多老惠州人的记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项艺术在人
们生活中渐行渐远。如今，民间掌握这项手艺的人少
之又少，且都上了一定年纪，惠州剪纸面临传承困境。

近日，记者从惠州市惠城区文广旅体局获悉，当
地计划推动惠州剪纸常驻校园，设置非遗工作站，打
造成为桥西街道辖区学校的品牌活动，进一步推广传
播这项古老的传统工艺。

位于惠城区桥西街道
麦兴路，惠州剪纸代表性
传承人苏定明家中，随处
可见精美的剪纸作品，风
景人物生动形象。“认真
看，一幅好的剪纸作品能
给人带来艺术享受。”“惠
州剪纸很讲究构图，多种
元素同时呈现但不显杂
乱。”“画画能修改，但剪纸
刻错就没有后路了。”……
一谈起剪纸，苏定明滔滔
不绝。

已 到 古 稀 之 年 的 苏
定明，跟剪纸打了大半辈
子交道。他的剪纸技法
是家中祖传。一开始，他
只是将剪纸当作爱好，直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了解
到惠州剪纸面临湮灭危
机，才全身心投入钻研。
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
苏定明的剪纸作品不仅
在省内外多次获奖，还受
邀到我国港澳台地区以
及欧洲等地展出。

其间，还发生了不少
趣事。最让苏定明印象深
刻的是，有一年，他带着剪
纸作品到国外展览展出，
现场演示用2到3分钟“速
剪”一张人物侧影，令外国
人大为震惊。“他们不相信
只用普通剪刀就能剪出那
么传神的作品，甚至怀疑
剪刀里有电子芯片。”无奈
之下，苏定明给对方检查
剪刀，事实证明并无异常，
他们连连称赞：“中国不仅
功夫了得，还有如此厉害
的工艺。”

时光流转，昔日走出
国门的剪纸艺术也难敌世
事变迁，逐渐淡出了人们
的视野。所幸，近年来的

推广宣传，逐渐吸引了一
小批民间爱好者，刘雅晶
是其中佼佼者。在 2004
年退休后，她开始重拾儿
时爱好，加入老年大学剪
纸班，刻苦学习，多次代表
惠州前往外地进行交流，
其剪纸作品也在深圳文博
会等大型活动上亮相。

从学员变成导师，刘
雅晶不遗余力地开展公益
教学活动，走进多个社区、
多所学校推广剪纸艺术，
在每年惠州市文化馆春、
秋两季开班，学生不计其
数。剪纸已融入刘雅晶的
生活。受她的影响，上初
中的孙子从小喜欢剪纸，
四五岁时就能剪出一辆小
汽车。

然而，后继乏人还是
最急迫的现实问题。“惠州
真正会剪纸的人实在屈指
可数，且大部分都是老年
人。”刘雅晶说，作为一门
民间艺术，剪纸在社会上
的影响力微弱，能坚持下
来的人很少。

此外，剪纸难以走商
业化道路，让传承更加艰
难。刘雅晶记得，她曾帮
忙创作过一幅作品，对方
最终花费 200 元买下，但
光 是 装 裱 就 花 了 200 多
元。“未来，希望能有更多
热爱剪纸艺术的年轻人，
能把剪纸文化传承下来。”
刘雅晶盼望着。

同样期盼的还有苏定
明。接班人的难题成为他
多年压在心中的大石，家中
孩子也都无心传承，“目前
我还在寻找接班人，欢迎有
耐心、有恒心、真正热爱剪
纸的人士来联系我”！

惠州剪纸历史悠久，
“有文字记载距今便有200
余年，实际上可追溯到明
代。”苏定明介绍，惠州剪
纸主要围绕人生礼俗、岁
时节令等民俗生活制作，
纯作欣赏的较少。惠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办公室主任袁学欢曾撰文
介绍，惠州剪纸有着南派
剪纸柔美清秀、图案精巧、
技法写实、以刻为主以剪
为辅、剪刻结合的表现风
格，吸收了国画和版画的
表现手法，设计疏密有致，
刀工细致入微，画面丰富
饱满。

追溯过往，在民国时
期，惠州民间的剪纸较为
活跃。在多数家庭中，都
有 剪 纸 作 装 饰 、镇 邪 之
用 ，或 纯 粹 作 为 美 术 作
品，悬挂于厅堂、房间、书
房。当时，西方一些生活
用具及现代交通、电力等
一些“新元素”涌入惠州，
剪纸艺人及爱好者就将其
作为剪纸题材。例如剪五
代同堂，在八仙桌上便出
现了暖水壶甚至风扇、煤
油灯等；在郊野放风筝，
可以见到剪纸的一角偶尔
出现火车、汽车等元素。

那时并没有专职的剪

纸艺人队伍，刺绣、纸扎、
竹木雕艺人也会剪纸。剪
纸在花灯、喜事、年节及打
醮等场合中都是作为配
角，因此未有单独的剪纸
社团及专门以剪纸为生的
门店作坊。苏定明介绍，
如果大型活动需要较多的
剪纸，则预先告知会剪纸
的人做准备，要用的时候
就派人到其家中去取，“小
型、简单的多是一角左右，
大型、复杂的则一元几角
或几元，一般不会超过五
元”。

新中国成立后，为喜
庆活动、民居美化或作美
术工艺品欣赏的剪纸不
断增多，但都以个体爱好
或业余创作居多，未形成
门店、组织等。每次画展
都有一定数量的剪纸作
品参展，受到广大老百姓
的喜爱。

1954 年出生的刘雅晶
还 记 得 ，小 时 候 流 行 剪
纸，她就与家中姐妹剪出
花花草草，印在蚊帐上玩
游戏。空闲时，她还会制
作人偶，穿线拉杆，在家
上演皮影戏。剪纸在当时
是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
几乎是一代人儿时的共同
记忆。“小孩子受到惊吓，

家里人便会剪个小人，放
到 受 惊 的 地 方‘ 打 小
人’。”刘雅晶说，几乎所
有的家庭妇女都会剪简单
的图案，特别是会“花心
思”去装扮自己的围裙，
用巧手剪出花纹图案后，
再将其绣上，成为独一无
二的“时尚”。

除了在民间各式活动
中 作 装 饰 外 ，在 20 世 纪
60 年代，剪纸还广泛地应
用于商业广告。苏定明
说，那时候惠城一些拳头
产品，如唐卓兴剪刀、黎
德芳跌打药酒等，都是用
剪纸作店标与商标，“黎
德芳跌打药酒的商标是一
个扎着飘带的葫芦剪纸，
其深远内涵令人一目了
然。”而贴在街头的电影
广告也屡见一些剪纸图
案，造型生动，视觉冲击
力特别强，能吸引人们前
来观看。

惠 州 市 民 们 在 一 些
公共场所中也能经常看
到剪纸身影，如公园、影
剧院、宾馆区交通标志等
方面。据老人说，惠城在
民国时期，已有一些较高
档的旅店，在厕所中贴上
了男女剪纸图，使人更易
识别。

惠州剪纸：
昔日走出国门 如今有待传承
惠州力推剪纸艺术常驻校园，进一步推广这项市级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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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雅晶在惠州学院开展剪纸培训 受访者供图

惠州剪纸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受访者供图

刘雅晶刻苦钻研剪纸 刘雅晶独创以剪纸符号教学，
通过剪纸符号组合可以形成一幅完
整的作品

苏定明的作品讲究整体氛围

经过苏定明的设计和剪刻等步骤，西湖美景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