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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品质滨州 畅享品质生活

04

一馆一课 古城剪纸绽放新活力

开栏的话：非遗工坊是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它是依托非遗代表性项目或传统手工艺，开展非遗保护传承、带
动当地人群就地就业的各类经营主体和生产加工点。滨州现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0项、省级52项、市级214项，其中，
省级非遗工坊4家、市级非遗工坊52家。

本报开设《滨州非遗“活起来”》专栏，聚焦非遗工坊，关注非遗如何走进现代生活、焕发时代风采，讲述非遗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故事，实现非遗文化与人间烟火双向奔赴，让非遗“活起来”。

⑨

□晚报记者 纪方方
  通 讯 员 张力健

当非遗剪纸艺术遇上现
代教育会绽放怎样的光彩？
古城镇中学美术教师、剪纸传
承人吴强在沾化区古城镇创
立古城风剪纸馆，打造成我市
首批非遗工坊，又在学校开发
剪纸校本课程，双管齐下，剪
纸艺术在师生间传承并焕发
新生。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说
起如何学习剪纸，吴强记忆犹
新：“我自幼喜欢绘画，在沾化
二中上学时，班主任安排我参
加班级文化创建活动，我来到
老姑家学习剪纸，作品得到老
师和同学们一致好评，增强了
我的自信心。后来考入滨州
师专美术系美术教育专业，继
续深入研究剪纸技法。”

2004年，大学毕业的吴强
来到古城镇中学工作，拜民间
艺人刘桂兰为师，携手在学校
开设剪纸兴趣小组。“我利用
下午的活动实践课，每个班选
出 3 至 5 名学生学习剪纸，每
学期组织剪纸比赛，还设立剪
纸坊，展示学生的作品。”吴强
说，剪纸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
化的魅力，培养了他们的创作
能力，带来成就感。

随着新课改的推行，2008
年9月，剪纸正式纳入课程教

学。吴强根据新课改的要求，
自编教材，并在七年级安排每
班每周一节剪纸课，学生在老
师的引领下能完成较简单的
剪纸作品。民间剪纸艺术作
为校本课程，至今在古城镇中
学开展十多年，教授学生两千
余人，传统艺术在校园里生根
发芽。2016 年该校被评为市
级特色学校。

在一次非遗展演活动中，
一位五年级的男同学告诉吴
强，自己会一点儿剪纸技巧，
但不能创作稍微大点的作品，
对学校即将开始的艺术节犯
愁。吴强被学生谦逊的学习
精神感动，现场为他讲解了一
幅八折剪纸的大窗花，“孩子
学得非常认真，直至展演活动
结束。让我感受到在非遗传
承道路上并不孤单，我们传统
文化的传承后继有人。”吴强
很是欣慰。

吴强在掌握传统剪纸符
号的基础上，不断大胆地演化
和创新，他举例介绍道，“创作
动物的图案时，不只是运用锯
齿纹和小花，我还把一些与小
动物有关的故事融入到作品
里，这样有助于体现剪纸作品
和传统文化的关联性，最后把
剪纸进行不同形式的装裱，可
以采用轴裱、框裱，还可以装
裱在生活用品上。”

为了让社会上更多的人

了解剪纸艺术，吴强在古城镇
文化街成立剪纸工作室“古城
风剪纸馆”，在馆内定期开展
剪纸公益课，教授剪纸爱好者
700 多人，还将自己收集和创
作的剪纸作品毫无保留地进
行展示，并多次到文化馆、图
书馆、老年大学、新华书店以
及兄弟学校开展剪纸公益课，
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好评。

吴强认为，在剪纸传承的
过程中，剪纸技法并不难掌
握，但一部分人很难坚持长期
练习和创作，“手工剪纸商业
价值并不高，在当下快节奏的
生活中，机器刻纸已经出现，
比手工剪纸更快更省力。传
统手工剪纸达不到人们的快
速需求，但实际上手工剪纸更
有精气神，更有灵魂。”

“纸上得来不觉浅，妙手
剪出好人生”，为适应人们不
断提高的审美需求，吴强把剪
纸与中国画相结合，体现吉祥
寓意，表现方式更生动，疏密
有致，线条流畅，他的作品多
次在省市比赛中获得大奖。
吴强说：“做好剪纸传承是我
的目标，今后将继续开展好剪
纸校本课程，讲好中国故事，
从小培养孩子的文化自信。
同时，在社会上多开展剪纸公
益课指导，全力弘扬传统文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