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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以她亘古不竭的水流和万载不息的
波涛诠释出中华民族激流勇进、不断创新的精
神。形成了黄水、黄土、黄皮肤的黄河子女，与
吕梁特有的庄重山脉生生不息守护在这儿，创
造了灿烂的黄河文化，托举起黄河文化的博大
与精彩，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黄河岸
边的剪纸文化流传至今，跨越了近 1500年的
时空，是民间生活土壤上长出的一棵生命树，
失之则将失去我们民族文化无价的珍宝。

一把剪刀，一张纸，剪“活”了记忆，剪出
了传承。王计汝一生从事剪纸，虽不识字但
在日常操持家务之余，用她的神来之剪记录
了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生活以及农民的淳朴
和豪放。其作品风格独特，质朴平实，全部源
自于普通百姓生活的创意，用她自己的话说

“铰心里想的，眼前过的”“我铰的是生活”。
王计汝不识字，但艰苦的生活环境和长期的
生产劳动养成了她淳朴、善良的品性。这样
的品性反映在她的剪纸作品中，就使她的作
品充满了纯真，充满了情趣，充满了生动、鲜
活的田野气息。她将自己的情感，那些喜怒
哀乐剪进了作品中。

现在王计汝年事已高，由于多年剪纸，长
时间手握剪刀，随着年龄增长，双手关节，腰
部和背部、腿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已
无法久坐进行长时间创作了，今后这门技艺
如何传承，也是挂在她心头的痛。王计汝说，

“传承，我想是让下一代，让孩子们好好努力，
让他们喜欢剪纸，一代代往下传”。为了传承
剪纸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王计汝也曾频繁
地去学校上手工剪纸课，不厌其烦地教导年
轻人、同村人及剪纸爱好者手法和技艺。

王计汝老人的女儿杨荣珍，作为王计汝

剪纸艺术的传承人，从小便耳濡目染，跟着母
亲学剪纸，剪纸作品很快得到专家认可。作
品《骆驼店》在第四届（中国·宁夏）国际剪纸
节中获优秀奖，作品《迎奥运》在西风烈·中国
剪纸艺术大赛中，获铜奖，作品《前进中的中
国》在纪念改革开放 30周年“中阳·全国剪纸
艺术展”中获优秀奖。

据王计汝所说，她被确定为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时，自
己那间生活了几十年的窑洞，突然变得热闹
了起来，有大学的教授带着学生来学习的，有
媒体进行采访的，有专家来调查研究的，也有
上门求作品的，就连县里的文化馆举办剪纸
培训班，也邀请她去讲课。

民间剪纸作为一项传统手工技艺，多形
成为家族、个体或作坊式的生产结构，长期以
来，它既是为满足自身生活需要，也能为从事
该行业的艺人创造经济价值。但在今天，既
有的生活模式迅速发生变化，民间艺术及艺
人的地位尚有待提高，剪纸技艺的潜在文化
价值和经济价值并没有明显的凸现，一定程
度上伤害了剪纸艺术的创造主体——民间艺
人的原创积极性。王计汝告诉我，民间剪纸
艺人们很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社会的认
可，在传承的同时获得商业价值，增加自己的
收入。手工剪纸全部为手工制作，一幅大一
点的作品从构思到绘图到成品差不多需要一
个月时间，而且一次只能剪几张，而目前市场
上，一些人利用电脑却可以将现成的剪纸图
案大批量地加以复制，有的甚至根据创作者
的原图进行模仿、甚至抄袭、剽窃，使原创者
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一定程度上挫伤
了剪纸艺人们的创作积极性，希望政府部门
进一步加强民间剪纸艺术的版权保护工作。

王汁汝和她的剪纸作品早已享誉中阳、
吕梁，乃至全国。作为传统非遗的剪纸艺术，
随着时代的发展，受到文化市场日益繁荣的

冲击，传承面临着诸多挑战，但王计汝对剪纸
艺术的未来充满信心。传承，归根到底是记
忆的延续。让珍贵的记忆流淌在指尖，沉浸
在剪纸里，王计汝老人说，一幅普通的剪纸作
品，要花一到两个小时。剪纸过程中最忌心
浮气躁，因为只要一个地方没有剪到位，之前
所有的心血就等于白费。因此，更需要细心、
用心、耐心。王计汝说，剪纸最重要的是创
作，每一件作品都需要用心去思考，要用心去
感悟，而新生代的剪纸手艺人，其作品图案失
于简单，缺乏民俗文化内涵，少了一些原创设
计，这些都是要注意克服的。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我
们华夏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肥沃的土壤，
黄河黄土文化渊源流长，相信吕梁古老的民
间剪纸艺术，一定会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凝
聚力，并且在美丽中国、生态文明、特色乡镇、
乡村振兴等国家重要战略中，发挥其独特的
积极作用，必将乘新时代腾飞的羽翼，放射出
夺目光彩！

吕梁黄河黄土文化的民间艺术再现（下）
——记国家级剪纸艺术传承人王计汝

□ 卫彦琴

王计汝老人在表现民间传说的剪纸内容
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人物传说，
这类传说以人物为中心，主要叙述他们的生
活事迹和命运遭遇，也表达了人们对这些传
说人物的同情。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
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二十四孝的传说等
等。二是神话传说，这类传说主要是以蛇神、
水神、灶神、八仙等为主要叙述对象，反映人
民期盼生活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愿
望，特别是生活在黄河沿岸的人们，长期以来
遭受洪水的肆虐，内心总希望能有“神”的保
护，以免受洪水侵害。三是史事传说，这类传
说主要以真实历史的故事为描述对象，用于
教育或鼓舞后人的意志，如曹冲称象的故事、
杨家将的故事等。任何艺术都是源于生活而
高于生活的创造。

当我问起那些民间故事的来源时，她说
“民间故事，都是小时候听奶奶、妈、婶子大
娘们讲的，我的记性特别好，她们说一遍我
就记了一辈子。历史故事是看戏知道的，还
有身边的事。”民间传说也称为民间口头叙

事文学。一般由历史人物、地方风俗等故事
组成，涉及家庭、婚姻、民间的风俗习惯等方
面，主要是百姓之间进行传播。民间传说的
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口头传播，可以是以
文字的形式留给后人，也可以是以表演的形
式传播。王计汝老人选用了剪纸这一独特
的艺术形式通过视觉图像将民间传说传承
下去，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
广大的美术研究者来讲也具有极好的收藏
及研究价值。

翻开炕上的垫子，下面也是别有洞天，
她的“练手”之作整整齐齐地叠着。老人一
一展开，有“喜上眉梢”：喜鹊在半空中盘旋；
有“多子多福”：石榴挽着元宝；有“望子成
龙”：两条神龙抓起小娃娃一飞冲天……这
些是她平时随心的创作，大多只是在薄薄一
张使用过的稿纸上，上面所有的图案是她自
己的创意，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她还有一
本手稿集，里面满满当当都是她创意十足的
草 稿 。 娃 娃 戏 蝴 蝶 、金 蟾 戏 佛 手 、百 虎 图
……只要有想法，她就会赶紧记录下来，有
时候只是几个简单的文字。老人的剪纸都
是自己的原创作品。其中，除了重要的主体
人物外，背景也没有被她忽略过去。一件小
小的衣服在细节处理上都很复杂，有很多设
计在其中…… 在她的手中，一把剪刀、一张
纸都是无所不能的，能记录她对生活的所有
理解。这些纸张，不拘泥于红颜竹浆、金镶
银箔，外孙的草稿纸、食物的包装纸、上次剪
纸用过的边角料，膏药的包装纸，只要是纸，
都能为她所用。

在王计汝的剪纸中，大多是以直觉的感
悟和对生活深切的体验为基础 ,对现实的生
活情景或生活现状进行解释 ,遵循着中国传
统文化的现实原则。她非常重视人与自然、
人与动物、人与植物的和谐共处 ,在她的剪
纸中常常运用现实的生活内容来体现理想
的生活方式或理想中的亲情。如“马驮元
宝 ,子孙来早”就是采用农村现实生活中最
常见的情景即农夫牵马满载而归的景象 ,但
作者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一简单的述说 ,她将
元宝置于马背来实现自己以切实需要为目

的的主体意识即自己的理想愿望———马
驮元宝 ,子孙来早。“蝴蝶闹瓜瓜，五谷满家
家”、“猴骑羊 ,比人强”、“鸡鱼（谐音机遇）”、

“狮子老鼠头顶挂 ,好日子一辈又一辈”等同
样 是 用 现 实 的 事 物 来 满 足 自 己 心 灵 的 愿
望。作者的思想是一种朴素的思想 ,现实描
述和理想的追求更是淳朴而敦厚的 ,并非高
深 的 学 理 ,却 能 够 让 人 体 会 到 它 的 合 情 合
理。

提及反映当今时代的作品，老人显得很
兴奋。她向我们仔细地介绍手中的两幅剪纸
连环画作品：“这边剪的是抗美援朝，这边是
红军长征，过雪山、过草地、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也有。”两份作品展开有半个炕大，很多别
出心裁的巧思蕴藏在细节中。例如红军长征
走雪山，要如何剪出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呢？
剪纸中，朵朵盛开的“雪花”和坚实的足迹表

明了一切。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之
际，王计汝老人用自己的作品为建党一百年
送上祝福。

王计汝老人的剪纸是吕梁黄河黄土文化
剪纸艺术中共性的代表，具有普遍意义。从
她的一幅幅作品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作者善
于对现实生活进行思索和细微的观察，更能
遵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原则，满足农村百
姓的理想愿望。可以看出，其作品是在生产
劳动感受和生活体验的基础上而创作的，具
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将自然界中的美、生活中
的美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追求生活中的
理想美，传承民俗民风。从中可以反映出民
间剪纸的内容是与其民俗习惯和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分不开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共同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文化模式。

中阳民间有这样的俗语：“生小子要好
的，穿蓝衫戴顶子；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
冒铰的。”王计汝少女时就是十里八乡有名的
巧女子，习惯一边剪纸一边哼唱，唱的大多都
和剪纸相关，仿佛在提醒自己要剪的内容，又
在启发着自己的思路。王计汝很好地继承了
民间以口传语言和图像叙事来表情达意的传
统，用剪刀把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只能靠古
史、传说和地下发掘来推测猜想的文化保存
下来。她的剪纸创作内容涉猎广泛，除花草、
动物和隐喻吉祥喜庆的传统题材外，关注现
实生活、关注人的感受，童年的记忆、身边的
生活、古老的传说和歌谣都是她要表现的内
容和参照。正是这一幅幅剪纸延续着中华民
族的祖先关于天、地、人、物关系的朴素的哲
学观念。

吕梁
故事

三、以纸为媒，用叙事表达传承

四、匠心独具，筑梦非遗传承

王计汝作品 《二月民俗》

王计汝作品 《七月民俗》

王计汝作品 《剪古颂今》

王计汝作品 《婚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