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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剪纸中有许多反映生产生活的画面，
都是将主体进行夸大，虚构一些美好形象来慰
藉心灵，张扬人征服自然的伟大创造力。郭沫
若曾用“一剪之趣夺神功，美在民间永不朽”的
诗句赞许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确民间剪纸
由来已久，以富有浓郁鲜明的民间地方特色而
著称，包含着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风
俗习惯。它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了百姓生活
的方方面面，充实着百姓的精神世界。

在王计汝被评选为国家级剪纸艺术传承
人的材料中，有关部门的评语为：“王计汝的剪
纸作品构图明快、简洁，生活气息浓郁，保留了
原始、古淳的特色，无论人物造型还是作品题
材都带有远古民风民俗遗存的痕迹，处处渗透
着原始文化的遗韵。对承载远古文化和古老
民俗的繁衍做出了贡献”。数年来，王计汝共
获得国家级奖励 14项，省级奖励 24项。其中
有“中国文艺金爵奖”、“纪念安徒生诞辰 200
周年中国童话剪纸艺术大赛一等奖”、“南京首
届中国民俗吉祥艺术节剪纸刺绣金奖”，其中，
有 50 余件作品被德、美、日等国家的专家收
藏。由于她在剪纸方面的突出贡献，2007年被
国务院确定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剪纸）十大传承人之一；2008年应邀参加迎奥
运“中国故事”剪纸展示活动，为中国文化与奥
林匹克文化的交流与弘扬做出了积极贡献；
2009年 2月到 2014年期间还先后到德国法兰
克福，台北市，美国洛杉矶等地进行剪纸文化
交流。她娴熟的技艺、独特的手法震撼了在场
观众，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高度评价。

王计汝的剪纸善于把多种物象组合在一
起，表达理想中的美好愿景，所以无论用一个
或多个形象组合，大多是通过“以象寓意”或

“以意构象”来造型，而不是完全依赖客观的
自然形态，同时，还善于用比兴手法创造多种
吉祥物，把约定成俗的形象组合起来表达。
60多年的剪纸生涯，练就了她一身“非凡”的
本领，可以不用画稿，不用眼看，瞬间即成作
品，花虫鱼鸟、十二生肖、戏剧人物、民俗风情
等信手拈来，令人叹服。同时，她的剪纸在造
型完美，秀丽多姿之余，感情充沛，主题深刻，
深厚中有细腻，纤巧中显纯朴，用一幅幅浓缩
的剪纸连环画，将老一辈人对生活的理解，以
及生活中发生的故事生动地记录下来。

了解到我和吕梁市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高迎新老师来采访的目的，这
位热情的老人从镶嵌在窑洞一堵墙面上的柜
里取出了她满满的三袋子的剪纸作品集。这
些剪纸有的夹在书里，有的夹在本子里，翻开
每一页，她的目光都充满柔情，仿佛看见自己
的孩子，流露出母爱的光芒。她的大半生都在
剪纸，这些作品给她带来欢乐，为她分担忧愁，

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翻
看这些剪纸，仿佛在回味人生。“这张是《蝴蝶
闹白菜》”，她指着翻到手边的一张剪纸对我们
说。“意思就是‘蝴蝶闹白菜，夫妻很恩爱’嘛！”
这的确是一颗水灵灵的大白菜，一只挥舞着翅
膀的花蝴蝶在上面动情地翩跹起舞，一片浓情
蜜意。“这张是《笔鼎如意》”，老人笑着给我们
展示了一张宝鼎里挺立着两只笔杆的剪纸作
品，“祝娃娃们将来‘必定如意’！”还有一幅马
上驮着金元宝的图案寓意“马上发财”……在
这几本琳琅满目的作品集里，大大小小、各种
颜色的剪纸作品填的满满的，它们或简单大
方，或纷繁变幻，让人切身感触到了剪纸艺术
的独特魅力，不经意间产生无限遐想。

王计汝的剪纸有着“民间”与“吉祥”的鲜
明特点。“民间”给予了她的剪纸以无限广阔的
生存空间，因为没有经过学院的正规培训，全
靠自己天赋的敏锐洞察力描绘生活，纯属以

“得山水清气”而“极天地大观”。在选材上无
拘无束，把劳动人民的智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
来。“吉祥”是民间剪纸永恒不变的主题和永远
鲜活的灵魂，反映了劳动人民朴素、真实的情
感。根据不同的取材寓意、构图思想、表现手
法及工艺技巧，通过一张张鲜活的作品，把对

“吉祥”二字的理解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祝
愿老人健康长寿、祈盼孩子快乐成长、期盼婚
姻幸福美满等等，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朴素追
求给了民间剪纸艺术无限活力，现实生活中的

“柴米油盐”也为其提供了广泛的创作题材。
从生活必需品到生产对象，从劳作过程到休闲
娱乐，从劳动工具到民间故事，只要能赋予其

“吉祥”的美好寓意，都是她的创作源泉。
当我对她的作品啧啧称奇的时候，她说“我

还有一些关于民间传说的剪纸”。说着便拿出
了一个黑白打印的剪纸作品册，老人惋惜地告
诉我们原图已经没有保留了，只有这个复印
件。王计汝的民间传说作品在对民风民俗、寓
言故事、庆典节日的表达上，与汉画像有异曲
同工之妙，都是大胆的想象与合理的夸张相结
合，粗狂与细腻的神形结合，工具与手法互补，
既简洁明了，又生动活泼。王计汝把民俗与剪
纸生动地结合起来，体现了黄河文化的质朴厚
重。她指着一幅幅作品，用黄河沿岸习惯了的
七言顺口溜给我们介绍“正月民俗：正月十五
闹元宵，张灯结彩把香烧；旺火点亮前程路，枣
山堆出幸福年。二月民俗：二月二，龙抬头，大
地回春万物苏。童踢毽子抢彩球，剪下葫芦斗
有有。三月民俗：三月清明雨纷纷，家家户户
上祖坟。子雏燕燕蒸满笼，烧香祭祖寄亲情
……”从正月一直说到腊月，我听得津津有味，
由衷赞叹他的天赋和才思。

吕梁黄河黄土文化的民间艺术再现（上）
——记国家级剪纸艺术传承人王计汝

□ 卫彦琴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黄河、黄土与中华民族自然和谐地融
合在了一起，塑造了荡气回肠的中华民族精神、鲜明的民族性格
以及独特的民族思维方式，形成了以黄河文化为基本内核的中
华文明。在黄河岸边，每年料峭的寒冬腊月里，姑娘们一边饶有
兴致地歌吟，一边用灵活纤巧的双手在一张张吉祥喜气的红纸
上剜剪。随着清脆的剪刀声，和着亘古不息的黄河涛声，薄薄的
窗花就“盛开”在窗纸上。这红红火火、喜气洋洋的年味，一下就
升腾了起来。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每当看到家家户户的窗户上
开满“窗花”，年就来到了。其实，窗花不仅仅代表新年的喜庆，

更是一门民间剪纸艺术，彰显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体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剪纸文化起源于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是各种民俗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吕梁黄河黄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蕴含
了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表达了广大民众的社会认识、生活理想和
审美情趣，不仅可以装点人们的生活，更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

今年已76岁高龄的中阳县国家级剪纸非遗传承人王计汝，
就是黄河沿岸无数手握剪纸艺术“接力棒”中的一员，她的故事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聆听……

生活，于“生”来说，每个人都在顺其自
然，别无选择；于“活”而言，大多数人都在尽
力而为，不容懈怠。苦难和清贫，对于许多人
来说，是人生路上的拦路虎。只有少数有爱
心有毅力的人，才能让布满磨难的峭壁沙滩
化为滋养艺术的肥田沃土，开辟出人生的另
一方精彩天地，并乐在其中。王计汝就是在
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中，去粗取精，踏歌而
行，并用心中滚烫的艺术热爱之火，展示出传
统剪纸文化的非凡魅力。

“翦采赠相亲，银钗缀凤真。叶逐金刀
出，花随玉指新。”这首《采胜》诗描绘了唐代
剪纸艺人的优雅动作和剪纸作品的优美物

像，也成为历代民间剪纸艺术的真实写照。
王计汝的家乡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宁乡镇庞
家会村，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
剪纸艺人们用剪纸纹样记录了流传于民间的
古老神话、传说和故事，反映了中阳劳动人民
朴素的道德观念、纯真的生活情趣和乐观的
幽默感。

1989 年中阳县被文化部命名为“民间剪
纸艺术之乡”时，她生活的庞家会村则被誉为

“华夏剪纸第一村”。王计汝无疑是这剪纸艺
人中的佼佼者，凭着对剪纸艺术的酷爱和不
懈追求，艺术才华日渐成熟，创作的剪纸作品
深受家乡人民喜爱，在当地有口皆碑。

沿着中阳县庞家会村的一条古老而悠长
的小巷子走到道路尽头，就会看到一棵高大
的枣树伸出墙外，枣树枝繁叶茂长得郁郁葱
葱。走进小院，中间有个菜畦，种满了地膜覆
盖着的菜苗，整个院落收拾的整洁干净，处处
弥漫着平凡农家人的生活气息，清贫中透着
静谧祥和，平静中蓄着生机活力。院子正中
是三孔破旧的窑洞，进入窑洞，一眼就能看到
炕墙上贴着各种剪纸图案，有的是药盒子里
的说明纸裁剪而成，有的是烟盒纸、糖纸……
一看就是即兴裁剪，随手而贴，五花八门、眼
花缭乱的剪纸作品让人陶醉，看到我目不转
睛地盯着墙上的剪纸，王计汝老人有点不好
意思的笑了“我没事了就剪，剪下就随便贴那
里了”。

通过和老人长谈，才了解王计汝老人的
人生。十一二岁时，由于父亲和弟弟相继离
世，母亲精神受到刺激，变得疯疯癫癫，后离
家出走。为了生计，从儿时起她就承担了家
里、家外所有的苦力活。17岁从城关镇的车

鸣屿村嫁到庞家汇村当媳妇。她一共生养了
5 个儿女，因生活的贫困，其中 4 个都因病陆
续离她而去，最大的一个活到 38岁。幼时丧
父、失母和成年丧子，这些人生中最苦痛的经
历让她遇到。对于一个女儿，没有什么比丧
失双亲更让人悲痛欲绝；对于一个母亲，还有
什么比失去儿女更令人肝肠寸断。数十年风
霜雪雨地走到今天，王计汝的精神支柱就是
多年来不离不弃的剪纸艺术，她的生命在一
幅幅剪纸作品中熠熠生辉。

对 于 剪 纸 的 痴 迷 ，最 初 是 源 于 家 庭 熏
陶。计汝于 1947 年出生在车鸣峪村的一个
贫寒家庭，母亲是镇上出了名的巧媳妇，纺花
织布、剪纸、绣花、做狮子老虎等布艺玩具样
样精通。平时母亲做这些女红时，她就在旁
边专心看、默默学，等母亲做完活，她就偷偷
依葫芦画瓢照着剪，照着做。她剪得花儿、鸟
儿都栩栩如生了。不光如此，婶子大娘们做
女红的时候，她也跟着学。每到清明、端午、
中秋时节，或村里婚丧嫁娶、小孩过生日等大
小事宴，妇女们都要捏花馍，做些避邪的小玩
意儿，王计汝都会跑去看，学着捏，捏着捏着
手艺就越来越好了。

剪 纸 是 一 门 手 艺 活 更 是 一 门 精 细 活 。
大到人物形象，小到一个汉字，都可以在一
双双巧妙灵活的手中活起来。纸可薄可厚，
全凭拿剪刀的手控制，起承转折之间惟妙惟
肖。无疑，学成它要靠长年累月的摸索和积
累。最初，王计汝剪纸纯粹出于一种天性的
喜好，用她的话说：“母亲扔下的碎纸片，我
就拿起来随便剪，剪出个漂亮的了自己也很
开心”。那些年村里不时兴贴窗花，她的剪
纸就是一个世外桃源，能屏蔽尘世喧嚣。白

天地里劳动，晚上缝补衣服做鞋袜，等把家
务忙完，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忍不住在昏
暗的煤油灯下，拿起剪刀随手剪上一些图
案，一个人沉浸在剪纸艺术中。她会把一些
不舍得扔掉的剪纸图案贴在墙壁上，时间长
了 ，家 里 就 像 开 家 庭 画 展 ，四 壁 都 是 剪 纸
画。过大年的时候她还会在门上挂起云子，
窗户上贴满窗花，让一个地域偏僻的山居陋
院，在寒风呼啸或漫天飞雪中，被满眼红艳
艳的剪纸装饰成俗美得令人窒息的风景。
作为局外人，我们看重的是剪纸的审美价
值，而王计汝却说：“剪纸好啊，剪纸的时候
啥也不想，就想的怎么把图案剪好，心里没
有烦恼。”

有人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发现美，那其它
一切就只不过是形形色色的等待，生活的清
贫和忙碌无法蒙蔽一颗爱美的心，发现美创
造美传递美仿佛是王计汝的使命。随着国家
对剪纸艺术的重视，对剪纸艺人也更加的重
视和关心起来，在中阳县被命名为“中国民间
艺术之乡”，庞家会村被誉为“华夏剪纸第一
村”后，王计汝已经二十五六岁了，她的剪纸
才艺被县文化馆认可，剪纸作品开始参加各
种比赛和展览，各种奖项的获得进一步激发
了她对剪纸的执着追求，她剪纸的态度也由

“随便剪剪”变成“认真去剪”，剪纸的内容日
益丰富、技术也日益精湛起来。

现在，古稀之年的王计汝每天忙完了农
活和家务后，都要拿起剪刀剪上一会儿，一天
不摸剪刀她就会感到不舒服，剪纸已经成为
一种生活习惯。她不但自己剪，还经常被当
地学校请去教学生们剪纸。她拿起一把剪刀
告诉我“这把剪刀是我妈留下的，一直陪伴着
我，我就是拿着这把剪刀剪了一辈子，将来我
会把它留给我的女儿”。

吕梁
故事

一、以苦为乐，浇出艺术之花

二、以剪传情，构建美好愿景

王计汝作品

王计汝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