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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回首蔚县曾经的嵯

峨、烽火狼烟中的鏖战或者桑

间濮上的平静时，我这个耄耋

老人总是仿若稚子般充满热

情。蔚县是寓居在一围古老城

垣下的北方小城。悠久的历史

人文滋养了壶流河流域的钟

灵毓秀，催开了蔚县剪纸这朵

民间艺术的奇葩。

当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剪

纸艺人，用刻刀和色笔在素纸

上刻琢和绘染时，他们也在刻

染着冀西北这片土地的风骨

筋络和日月逾迈。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初秋时节，平山县碾盘沟村山明水
秀，生机盎然。小山村里平滑的青石路、
古朴的老宅院、淳朴的民风，把人的思绪
带到了那段血与火的往事里。

70 多年前，《解放军画报》的前身
《晋察冀画报》诞生在这个有着光荣红色
历史的村庄里。这份创办于敌后抗日根
据地的第一本新闻摄影画报，犹如清脆
震天的冲锋号角，引领无数新闻战士以
相机为武器，用定格历史的镜头画面，树
立起中国摄影史上的一座丰碑。

如今，1942年 7月 7日出版的一本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就珍藏于华北军区
烈士陵园。时光流转，当年精美的画报已
有些许褪色，但它穿越时空，依旧在无声
地讲述着残酷环境里那“了不起的创举”。

回望历史深处。1939年元旦，八路军
新闻摄影记者沙飞和他的助手罗光达，目
睹国难日益深重，心急如焚，立志抗战救
国。他们在平山县蛟潭庄晋察冀军区驻
地，举办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
察冀摄影展览》。展览中，反映晋察冀边区
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摄影
作品引来八路军和周围村庄百姓前来观
看。聂荣臻司令员看后高兴地说：“照片形
象鲜明真实，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是
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够放
大，群众会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

人民群众对摄影的热爱和聂荣臻的
这番话，让沙飞等人备受鼓舞，于是他们
大胆提出了创办画报的设想。为配合抗
战形势、扩大新闻宣传教育效果，晋察冀
军区政治部决定首先出版《晋察冀画报》
时事专刊，通过刊载《志愿义务兵役制的
伟大胜利》等6组摄影作品，为正式出版
《晋察冀画报》打下坚实基础。

即便如此，物质条件极度匮乏、外部
环境极端残酷，创办画报谈何容易？为保证
画报出版，沙飞和战友想方设法、就地取
材：没有厂房，就将牛羊圈搭棚改建；没有
计时器，就制作仿古式“铜壶滴漏”；甚至结
合我军作战特点，设计结构简便的帐篷式
移动暗房。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他们用摄
影做武器，向敌人投去了精神炸弹。

1942年 5月，晋察冀画报社正式成
立。沙飞为主任（社长），罗光达为副主任
（副社长），下设编校、出版、印刷、总务四
股，共一百余人。两个月后，《晋察冀画
报》创刊号印刷出版，全面反映了晋察冀
边区抗战和建设的成就，聂荣臻亲自为
创刊号题词。

摄影作品《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
求恩的边区生活》、邓拓的长篇文章《晋
察冀的舵师聂荣臻》、漫画《如此扫
荡》……16开本，共94页的画报既有作
战场面，又有生活场景；既涉及生产运
动，又有文化生活；既表我方牺牲，亦写
敌人凶残；既关注中国军民，亦关注国际
友人。小小画报显露无数活生生的事实，
生动地将边区近况呈现在读者眼前。

一副副坚毅的面孔、一队队前进的
身影、一片片蓬勃的土地……这些镌刻
动人情景的光影故事，越过封锁线，通过
各种渠道，被送到延安、八路军总部和其
他抗日革命根据地，甚至远送至苏联、美
国、英国等，引发国内国际的强烈反响。
国内外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誉之为

“文化的鲜花”。
晋察冀画报社旧址、沙飞广场、抗敌

石刻群……如今的碾盘沟村，处处能感
受到红色精神激励。来这里，让我们在深
深的回忆和畅想中，感受那段浴血奋战、
保卫家园的革命岁月，感受那些在战火中
成长起来的中国革命摄影人火热坚定的
理想信念，并在他们的精神感召下牢记初
心使命，砥砺前行。

蔚县剪纸是两种厚重的叠加。
蔚县是一片历史久远的土地，它位

于河北省西北部，处于冀、晋交界之地，
邻近内蒙古。远在新石器时代，这片乡
土上就开始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夏、
商、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称代国；秦统
一中国，蔚县属代郡，一直到隋、唐时
期，蔚县改郡为蔚州；明朝洪武年间，蔚
州被视为北方的要塞重地，设蔚州卫屯
兵戍边，蔚州随之逐渐发展成为北方一
个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厚重的历史给蔚县留下的最为独特的
景观，是坚固的城墙和八百古堡，铸就
了这一带乡民同他们建造的城墙古堡
一样硬朗的风骨和豪放的气宇，也铸就
了他们用锋利的刀尖在薄纸上运转自
如地刻琢时北方人挥斥方遒的劲气。

剪纸在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
间艺术。1959年至1966年间，在新疆古
丝绸之路附近阿斯塔纳古墓群中，陆
续出土的五件（套）团花剪纸，其历史年
代相当于南北朝梁武帝时期，距今已
1400余年。尽管真正意义上的剪纸以
纸张为原料，但人们素来更习惯于将
剪纸的起源做了远于纸张产生年代的
延伸，直至推导到西周初年周武王“剪
桐封弟”的典故。于是在这样一片古老
的土地上去记述这样一种古老的民间
艺术，落笔也就有了同样的凝重……

蔚县剪纸也是两种民间的叠加。
自古以来，蔡侯纸一直让国人引

以为荣，蔡侯纸有助于抄写，卷帙浩繁
的典籍才得以传播。因而便有了一种
成见：善用字纸、敬惜字纸者必是能舞
文弄墨、吟诗作画的文人。才子因纸启
迪文思画意，以纸运笔丹青，便越发对
于难得文思泉涌、勾勾画画的乡间布
衣敬而远之了。而当寒冬腊月里来到
贴满剪纸窗花的农家，才发现纸张在
民间的升华。在蔚县村堡相连、泥沟土
壑的乡间，男人青筋凸起、挥锄使犁的
双手却能够在尺幅方寸的纸片上灵巧
娴熟地刻出戏人、刻出盛开的百卉；女
人那些揉搓黄糕、操持家务的双手却
能够调兑出数十种色彩来装饰数九寒

天里壁垣单调的土黄和冷清的雪色。
当一面面糊着麻纸的素窗热闹地开着
秋天的菊花、长着盛夏的莲藕，拥挤着
乐楼上的优伶和古书上的人物时，才
知道乡间的子民是用怎样的巧手和心
思、怎样的乐观和美感慈乌反哺给土
黄色的大地最动人的民间艺术。这种
叠加越发让人觉得剪纸单薄中的厚
重，并让人禁不住去发掘这种厚重下
的根基和底脉。于是落笔也就有了别
样的兴味……

在历史悠久、千姿百态的各种中
国民间剪纸中，蔚县剪纸是一个比较
独特的流派，在我国剪纸艺术中占有
很高地位。蔚县剪纸，又称蔚县窗花，是
指发源于蔚县，早期用白粉连纸或连
史纸，后来使用宣纸做原料，利用锋利
的刻刀采取阴刻为主的刻法，然后用
品色以点染的方式着色的点彩窗花。

蔚县剪纸的核心技法是刻、染，色
彩是蔚县剪纸的生命。刻染是蔚县剪纸
艺术的本体语言，是蔚县剪纸的灵魂。

在很长时间里，蔚县剪纸的功用
是供窗户上粘贴，所以无论是刻还是
染，都必须以此为中心，围绕着窗户和
粘贴来转。它和我国其他民间剪纸多
用剪刀剪制的方法不同，是用刻刀刻
制出来的，在刻法上以剔去线条、留下
大面积形体的阴刻为主，因为这既便
于着色点染，充分发挥色彩的渲染和
增色，也便于在窗户上粘贴，细线条太
多是很难贴到窗户上的。染色则讲究

“色正”“色块”，将用酒化开的品色点
染到窗花上，着色要重，追求色彩的浓
艳；同时追求颜色块状化，老乡有俗语

“要想好看，色块来回换”。它基本用
“原色”即各种不同色相的纯色，忌多
色调和。之所以要浓艳的色彩、响亮的
色调，也是因为最终窗花要贴到窗户
上，透过阳光的照射，那种素雅、淡薄、
浑沌的色彩就一下子没了立足之地。

蔚县剪纸的件件精品都反映了村
堡中劳动人民的审美情趣、审美价值
和审美理想，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民间
艺术风格。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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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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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县剪纸极其重视巧妙地展示丰
富的内容和塑造饱满的画面效果。运
用不同的物象，辅之以实多于虚、黑大
于白、面强于线的组合方式，从而构成
了异常丰富和谐的画面。蔚县剪纸为
了表意以及使画面情趣化或拟人化的
需要，在一幅剪纸的二维空间上尽可
能多地平叠、排列多种物象，甚至互不
相关、不处于同一时空的物象也可以
组合在一起：鲜桃和石榴同长在一个
枝头上。戏曲人物基本上没有背景，绝
大部分只有一个或两个人物形象，以
画幅中心为视觉聚点来安排形体，达
到稳定平衡，再用人物四肢的不同动
势，以及甲胄、袍服、剑戟、飘带、翎羽
不同的角度来处理四周的空间。这样，
人物虽少却无单薄感。老乡们喜欢这
种“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布局方式。

蔚县剪纸构图追求饱满充实，按
民间的说法，就是看起来要显得“富富
态态”。这种独特的审美观，与农民们
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他们的心目中，健
壮结实、丰满盈硕，始终是自己劳动生
活不可缺少的因素。构图饱满充实的
蔚县剪纸正是他们自己这种饱满充实
的劳动生活写照和他们心目中源自乡
村生活的美感体验。

蔚县剪纸在众多的形体中，通常
总有一个主形体。它的主导地位确立
后，再去灵活地安排其他次要形体，使
之起到陪衬、烘托和装饰作用，犹如众
星捧月。所以，蔚县剪纸物多但无堆砌
之感，穿插而无杂乱之弊，节奏起伏跌
宕但又不失和谐优美。在蔚县民间剪
纸艺人的手中，花木繁盛，果实丰硕，
禽畜动物肥壮可爱，人物形象多姿多
彩。老乡们格外喜欢这样的剪纸，认为
它们“大方”。

在处理画面的主形体时，虽然稳

定和丰满是第一位的，但画面的构图
安排千变万化、参差错落，根据内容需
要，主体可以灵活取势，占据角落或斜
边，再用其他次要物象的不同形态与
主体相辅相成地加以组合，使画面归
于平衡统一。这种稳中求变、静中求动
的布局，老乡们称之为“有劲气”。

为了突出艺术形象的活力，剪纸
艺人不只局限于对物体外形僵硬、刻
板的描摹，而更注重表现事物生动的
特点和描绘对象的本质，比如西瓜可
以切开来露出红瓤，以示它的沙甜；表
现猴子，可让小猴骑到大猴身上去摘
果子，以示它的顽皮；表现鸭子，可以
让一群幼鸭随母鸭浮游在涟漪中，以
示动物的护犊之情。

色彩浓艳美丽是蔚县剪纸的独特
风格。蔚县剪纸在设色上，大胆泼辣，
从来不受固有色、光源色等框架
的限制，随心所欲、任意发挥，
但是又不同于无规律的任
意涂鸦。蔚县剪纸在色彩
上独特的表现手法也有
一定之规：它对色彩
的认识是理性的，表
现色彩的形式是象
征的，对色彩的应用
又是主观的。它的
色彩猛看上去大红
大绿，奇艳无比；仔
细品味，又觉得搭配
得十分妥帖、和谐、
妙趣横生，毫无涩滞、
生硬之感。正是这种对
色彩的独特表现手法，造
就了蔚县剪纸璀璨绚丽的
风格，在视觉上给人以欢乐、
喜悦的艺术享受。

在色彩对比上，蔚县剪纸强烈热

蔚县剪纸直接源于当地麻纸、
窗户，并与蔚县另一种兴盛的民间
艺术——戏曲演出珠联璧合。

剪纸戏人是蔚县剪纸艺术造诣颇
高且最具特色的一个剪纸题材，尤其
是小戏人，它按戏的长短分别用“一
回”“两回”“三回”“四回”来表现一个
完整的戏曲故事，它是戏曲演出的高
度浓缩，在静中见动，在精练中不失关
联。戏人还是以前农民用来了解民族
文化、接受真善美的通俗教材。农民大
多识字不多，戏便成了他们用来娱乐
同时从中汲取“营养”的途径，但也不
可能天天有戏看，于是通过剪纸戏人
也算是在脑子里又看了一遍戏。这种
反复的对历史故事、人物的
重温，让人们潜移默化中
向往弘扬真善美、鄙视
唾弃假恶丑。所以剪纸
戏人身上透露着农业
社会中农村、农民的社
会生活形态与文化。

蔚县剪纸具有刀工
和色工的分工和一定的
合作生产方式。在蔚县
的村堡中，一个家庭往
往是一个简单而小巧的
剪纸制作单位：男人刻，
女人染，家里的老人和
孩子还可以帮着揭活
儿、夹纸和装套。蔚县剪
纸作为当地农民的一种
主要兼业行为，无形中保持和延续了传
统农业生产中“男耕女织”这种相当古
老的传统生产组织合作形式。同时，受
同村挑头艺人的带动或者自学，以及通
过血亲、姻亲间剪纸技艺的传承和学
习，蔚县剪纸逐渐在一个村堡中普及开
来以至逐渐影响、漫延到周围的村落，
进而形成了蔚县剪纸具有群体性与村
落性的规模制作的特点。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蔚县
剪纸逐渐步入了成熟时期。这一时期
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剪纸艺人，如王
老赏、李佃士、李生、曹佃成、赵金城、
宗明等，这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
剪纸艺人就是王老赏。

王老赏（1890-1951），粗通文学，
爱看戏，尤其喜欢读通俗演义，擅长表
现各类角色的戏曲人物。当时他把窗
花老样子千方百计地买过来，重新加
工、修改、润色。经他改革了的窗花戏
人，造型优美，性格开明，场面生动，刀
法凝练，一扫过去千人一面、千篇一律
的“口袋”模样，现在很多窗花戏人的
样子就是经过王老赏加工流传下来
的。在花卉上，王老赏也下过功夫，许
多花卉图案经他加工后，造型、构图和
色彩的点染也有很大变化。在长期实
践探索中，他创作和再创作的戏曲人

物窗花约有二百多出、千余幅，窗花
中的文人、武将、花脸、旦角各

具神态：有的英俊倜傥，有
的稳健持重，有的威武矫

健，有的婀娜秀丽。比
如他刻的《送银灯》取
材于晋剧《送银灯》，
人 物 右 手 托 着 银
灯，左手提着腰间
丝带，面容上带着
浅浅的笑意，迈着
轻盈的步子，灯芯
儿微歪，好像有一
丝隐隐的微风使
其摇曳，活灵活现，

仿佛是戏台子上真
真切切的演出。王老

赏把淳朴的民风民俗、
多彩的生产生活化为简

洁明了的线条，把父老乡亲
的朴实情感融入一刀一刻的雕

琢，以刻画人民、表现生活的窗花

刻纸艺术作品，赢得了广大群众的
喜爱。

一朵花开不是春。与王老赏同时
期的代表人物还有蔚县城的王泓，蔚
县西乡的宗明，东乡的赵金城，北乡的
李佃士、曹佃成等，通过他们遗留下来
的剪纸作品，就会发现他们的技艺都
达到了那个时期的巅峰，尤其是李佃
士留下来的那架极其珍贵的“亮子”，
仿佛一个小的剪纸博物馆，从题材、技
艺、粘贴等多方面让人对那个辉煌的
时期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蔚县剪纸市
场不断扩大，剪纸企业不断增多，蔚县
剪纸行业协会于 2001 年正式挂牌。

2010 年夏，蔚县成功
举办首届中国剪纸艺
术节。同时，“中国剪
纸第一街”也在蔚县
开街，为众多剪纸艺
人和剪纸厂家提供了
对外交流、销售的平
台，形成了国内唯一
的剪纸集聚区和富有
特色的“一馆一街”

（剪纸博物馆、中国剪
纸第一街）。此后，中
国剪纸艺术节在蔚县
连续举办了七届，而
第八届剪纸艺术节暨

“ 激 情 冬 奥 剪 彩 冰
雪”优秀剪纸艺术作品颁

奖仪式也将于2021年10月举行。
随着剪纸艺术节的举办，蔚县迎来

了个体剪纸企业的井喷期。在原有剪纸
厂家的基础上，许多新的剪纸厂家与销
售企业成立。其中，大部分企业集中在
蔚县城的“中国剪纸第一街”与南张庄
村，形成规模化优势，但也出现激烈竞
争。如何让自家生意好起来，如何让来
自世界各地的顾客满意，成为人们关注
的关键点，显然生产和销售单一品种已
经不能再满足市场需求。因此，这几年
蔚县剪纸市场上的种类便增多了起来：
单色、套色、多层、套层等新的剪纸类型
层出不穷；剪纸题材也进一步拓展，大
量摹制中国古代、近现代名画的作品成
为主流；规格上向大幅、长卷发展。

当流行于民间的乡土艺术变成提
升生活品质的富民产业，蔚县剪纸以
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扎根壶流河岸，
亮出古老文明一路走来的坚韧、厚重
与博大。据统计，目前蔚县全县剪纸从
业人员 3万余人，产值突破 3亿元，年
产剪纸600万套，产品畅销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古老的民间艺术实现了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造福一方百
姓。蔚县剪纸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利民、
惠民、富民产业，变成了大幅提高人民
群众幸福指数的现代产业。

曾经，山脉和城墙将蔚县密闭起
来，而山间的峪口和绵延的水脉则将
其与更为宽广的世界联系起来，它是
处在相对闭塞中能够滋养、孕育和深
植本土文化命脉根底的乡土地域，同
时它也是在疏通中能够舒展这些根
脉，不断成长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单元。

壶流河两岸的川堡和山岳站成了
一种粗犷的意象，沉淀出一种特有的
沧桑，恰像是城墙和水脉间剪刻出的
一枚巨幅剪纸，平平坦坦地铺陈在壶
流河宽展展的臂弯里，被一代一代的
蔚州儿女用火热的生活刻刀，一刀刀
地精心刻画出美好愿景。

蔚县剪纸的核心技法是刻、染，色彩是蔚县
剪纸的生命。

闹。在设色上，大多是以红色为主。红不
仅成为画面的主色、主调，而且不受固
有色的限制，任何物象都可以点红。如：
红猫、红狮子，就连鸭子、羊、猪、牛、马
等都可以点成红的。画面在大胆表现

“热”的同时，还需要“闹”起来。因此，以
绿色与之进行对比，所谓“红间绿，花簇
簇”。绿色在感觉象征意义上体现着新
生、青春、轻柔和茁壮。红绿相间，色相
对比强烈，冷暖交错，色彩跳跃。

蔚县剪纸具有一整套从设计底
样、撒粉子、熏样、订活儿、闷活儿、挂
晾到刻制、上色、揭活儿的缜密的工艺
流程。

由于采用刀刻，艺人们不断改良
自己的制作用具，单是刻刀就有大、
中、小和扭子等不同的型号和样式。同
时，他们又总是在刀法上精益求精甚
至常以刀法的精良比艺，更使得蔚县
剪纸做得细致，纹路变化多端，线条流

畅精细，具有镂空感，形似纸雕。在蔚
县，手艺高超的剪纸艺人能在小小的
方寸白纸上给戏人迅速、均匀地拉出
八十来条粗细均匀的胡子。胡须刻制
得细如游丝，既飘逸又有垂感；给戏人
刻盔甲时，甲的种类就有鱼甲（也叫豆
皮甲）、钱甲、灯笼景甲（六角甲）、蚂蚁
帽甲、三角甲、斗方甲等多种，这些甲
的雕刻有相当大的难度，刻制时艺人
们要倍加小心、一丝不苟，这样才能刻
出细活精品来。这种工艺性的匠心和
技巧经过多少年的积累和发展，逐渐
达到了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

蔚县剪纸艺人在尺幅方寸间的精
雕细琢，使得蔚县剪纸既有北方剪纸
风骨的刚劲，又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
南方剪纸的精致和细腻。而剪纸艺人
在处理纸张这种普通物质材料上所展
示给欣赏者的，是剪纸艺术和技艺的
双重审美愉悦。

蔚县剪纸有一种撩人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美，
它们首先给人的是一种盈实而雍容的画面美感。

古老的民间艺术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造福一方百姓。蔚县剪纸变成了名副其实
的利民、惠民、富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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