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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县秧歌剧《剪纸谣》

蔚县地处河北省西北部，东临
北京，南接保定，西依山西大同，北
枕张家口，全县总面积 3220平方
公里，辖 22个乡镇，561个行政村，
总人口 50万人。是“全国文化先进
县”、“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剪
纸艺术之乡”、“中国剪纸艺术研究
基地”、“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中国中小城市最具投资潜力百强
县”。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孕育了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蔚县剪
纸这一中华民族引以骄傲和自豪
的“国粹”。
蔚县剪纸又叫窗花, 是全国唯

一一种以阴刻为主、阳刻为辅的点
彩剪纸，点彩剪纸迄今已有二百多
年的历史。它是用薄薄的白纸，拿
小巧锐利的雕刀刻下来，再点染上
鲜艳的颜色，形成空灵、艳丽的艺术
品。因为集中了中国民间艺术质朴、
率真、热情的共性和敦厚、阳刚、朴
拙的乡土个性，而从一种地域文化
的象征转化为了华夏民族的民间标
志。被誉为“中华民族一种美丽的象
征性符号”。2006年 5月，蔚县剪纸
以剪纸项首位的身份入选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 10
月，蔚县剪纸又名列中国剪纸之首
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名录》，2009年 1月与苏绣、钧瓷
在北京大学、新浪网等联合主办的
“纪念改革开放 30周年：中国创意
城市文化名片”评选活动中一起荣
获“民俗名片奖”。

艺术———方寸之间见乾坤

蔚县古称蔚州，又名萝川。泥
河湾是 200万年前东方人类发祥
地。殷商时期，商汤封代，秦统一六
国后，置代郡。至北周宣武帝时（公
元 580年）始置蔚州，民国年间改
州为县。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造
就了蔚州深遂的文化内涵。国与郡
的数度兴废离合，州与县的几经更
改，人类生存繁衍、发展进化、创造
文明的印记从未中断，构成了今
天中国北方独有的蔚县特色文化
现象。蔚县剪纸在这种浓郁地方
文化土壤的长期熏陶、催化下诞
生、成长和成熟，形成了独具一格
的艺术风格。点彩剪纸有据可查，
最早的一位蔚县窗花民间艺术家
叫刘老布，是清末光绪年间的一
位银匠。他把从河北武强输入的
木板印刷的糊窗纸（称为草窗
花），蔚县刺绣用的花样和 19世
纪中叶西欧发明的“合成染料”相
融合，雕刻花卉和人物，这是蔚县
点彩剪纸发展的雏形。20世纪 20
年代，出现了吕家和翟家两家剪纸
艺人。分别刻制戏人和花卉，被称
为“口袋戏”和“五大色”。吕、翟两
家的作品，代表了蔚县剪纸初创时
期的水平。
民间艺术大师王老赏将蔚县

剪纸推向成熟。王老赏（1890~1951
年），名清，号赏，蔚县南张庄村人。
他对粗笨的“口袋戏”、“五大色”窗
花样子重新加工、修改和润色，将
古典小说、传统戏曲人物和杨柳青
年画、武强木板水印窗花以及当地
流传的刺绣花样等艺术特点融合

于自己的剪纸艺术之中。又以民间
流传的两百多出戏曲中的 600多
个人物为模特，抓住人物思想和性
格的动态，进行创作。他刻制的人
物，形神兼备，性格鲜明。王老赏的
剪纸艺术在构图、刻制、点彩三方
面都有创新，逐渐形成了蔚县剪纸
阴刻为主、阳刻为辅、彩色点染的
艺术风格。王老赏从事剪纸技艺 40
余年，被艺术界誉为农民剪纸艺术
家，被后学者奉为一代宗师。
蔚县剪纸艺术特色独具一

格，构图饱满充实，场面铺置得满
满当当，实多于虚，黑大于白，面
强于线；造型生气欢活，在写实基
础上，进行夸张和变形。渲染形象
的生气，捕捉形象的形态，注重形
象的神似；色彩浓艳响亮。红要红
到底，绿要绿到家。在色彩的对比
上强调热闹。以色彩的明度和纯
度提升响亮的色彩调子。蔚县剪
纸表现内容丰富。花鸟鱼虫剪纸
是蔚县剪纸作品中份量最大的部

分，多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把一些赋予了某种特殊意义的
动、植物组合在一起，用物象名称
的“谐音”表现吉祥和祝福的心
愿。戏曲人物剪纸或是单个人物
的造型，或是一场一场小戏及多
场次正本戏的完整故事，反映劳
动人民扬善抑恶的美好心愿。戏
曲脸谱剪纸有一百多种，刻画了
不同的人物形象，忠、良、奸、愚、
美、好、恶、丑，表现得活灵活现。
新式剪纸是艺术发展和市场经济
的产物，题材广泛、包罗万象，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产业———一片锦绣富万民

蔚县剪纸在发展中，保持了蓬
勃的生命力。从最初农闲时候的业
余生产，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集体企业生产，再到 90年代的厂
家林立专业生产。蔚县剪纸产业发
展方兴未艾，呈现出“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厂家密集林
立，门面鳞次栉比，产品异彩纷呈，
流派争相竞技，大师薪火相传，艺
人层出不穷。全县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命名的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师 1
名，工艺美术家 5名；省级工艺美
术大师 21名，一级美术家 4名，工
艺美术家 11名。
———产业分布上，蔚县 22个

乡镇 561个行政村中，有 16个乡
镇 96个行政村分布着剪纸艺人，
其中剪纸专业村 28个，剪纸专业
户 1100户，从业人员 3万余人。
———产业产值上，蔚县年产剪

纸 500多万套，年收入 2亿多元，
产值占到全县 GDP的 4%，产品畅
销美、日、德、新等 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成为县域特色经济的拳头产
品和重要富民产业。
———产品形式上，发展为镜

框、画轴、台历、挂历、明信片、信封
邮票等几十个品种，有戏剧人物、
神话传奇、戏剧脸谱、风景名胜、鸟

兽虫鱼，以及一些吉祥谐音的物象
等 3000多种。
———发展市场上。成为国内大

型庆典活动重要纪念品和接待外
国政要的馈赠礼品。众多剪纸作品
在国际、国内展览中获奖并被收
藏。1998年蔚县剪纸被外交部确定
为馈赠礼品，2008年奥运吉祥物福
娃剪纸成为北京奥运会特许产品，
2009年，蔚县剪纸美国总统头像和
国防部长肖像剪纸作品作为国礼
送给奥巴马和盖茨。2010年 2月，
蔚县剪纸《福寿图》送给日本前首
相鸠山由纪夫。
———理论研究上。创作发表了

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著作，有《中国
剪纸集成·蔚县卷》、《蔚县窗花的
美》、《美丽的蔚县窗花》、《蔚县剪纸
艺术宗师王老赏》、《任玉德和他的
蔚县剪纸》、《中国蔚县剪纸艺术》
等。特别是 2003年 5月，田永翔先
生编著的《蔚县窗花》，被冯骥才先
生指出是“对于当前已然启动的民

间文化的抢救与研究工作是一种
高水平的范本”。

节庆———擦亮世界民族品牌

以举办节庆活动带动地方产
业发展，活化发展地方文化与产业
经济，擦亮“蔚县剪纸”世界民族品
牌。2010年 8月 1日至 3日，蔚县
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剪纸艺术节”，
确立了“世界剪纸看中国，中国剪
纸看蔚县”的领头雁地位。中国剪
纸第一街盛大开街。街内收集了 27
个省市 43名大师的 657幅作品，
使中国剪纸第一街成为中国剪纸
艺术长廊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大观园。在 2011年 5月由人民网
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节庆创新论坛
暨中国品牌节会颁奖盛典”中 ,
“首届中国剪纸艺术节”荣膺
“2011中国十大品牌节庆”殊荣。

今年，为进一步引领世界剪纸
艺术发展和产业化新潮流，搭建与
世界剪纸艺人交流的平台，推动蔚
县剪纸走向世界，2011年 7月，“第
二届中国剪纸艺术节暨首届中国
蔚县国际剪纸艺术节”将在蔚县隆
重举办。艺术节由中国文联、中国
民协、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
省文化厅、河北省文联、河北省旅
游局、张家口市人民政府主办，文
化部文化产业司为支持单位，中共
蔚县县委、蔚县人民政府承办，“第
二届中国剪纸艺术节暨首届中国
蔚县国际剪纸艺术节人民大会堂
新闻发布会”、“剪纸艺术优秀论文
征集、优秀作品活动”、“‘魅力蔚州’
艺术家、新闻媒体记者采风活动”、“
发行第二届中国剪纸艺术节暨首
届中国蔚县国际剪纸艺术节纪念
邮折”、“蔚县美食节”等“八大宣传
造势活动”及 7月 6日 ~7月 8日
“艺术节开幕式”、“剪纸博物馆、蔚
州常平仓博物馆、玉皇阁、南安寺
塔、王敏书院等展馆开馆”、“剪纸
精品展”、“剪纸艺术交流会”、“打树
花和拜灯山节目表演”、“小吃大
赛”、“高层论坛”、“项目洽谈会”、
“参观中国剪纸第一村南张庄”九
大异彩纷呈的主体活动，将全方位
展示蔚县独特的文化内涵。
美丽的蔚州大地盛装迎接国

内外朋友齐聚蔚县，切磋，交流，
展示，研究，推动剪纸艺术更上
一层楼。艺术节期间，中国剪纸
艺术博物馆隆重开馆，成为剪纸
艺术展览、展示、研究、创作的艺
术殿堂。

发展———打造最后剪纸部落

精心打造中华民族文化品牌，
建成世界最后的剪纸部落。———蔚
县剪纸发展目标清晰而高远。正在
建设的蔚县剪纸产业园区包括中国
剪纸艺术博物馆、中国剪纸第一街、
中国剪纸第一村、蔚县剪纸艺术学
校四个项目，正渐行渐近，勾勒出世
界最后剪纸部落的清晰画面。
———中国剪纸艺术博物馆，精

品艺术的展示地。工程项目计划总
投资 1.15亿元，占地 46亩，房屋建
筑面积 7927.11平方米，停车广场
面积 2160平方米。作为剪纸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剪纸艺术博物馆展
位面积 1000余平方米，预计投资
300万元，用于蔚县剪纸展览、展
示、研究、创作。
———中国剪纸第一街，营销交

易的集散地。一期工程 2010年 8
月建成，入住商户 30余家。二期续
建工程预计总投资 700万元，包括
街区改造、整体装饰装修升级、新
建国际剪纸艺术展展厅等。努力把
中国剪纸第一街建设成为中国剪
纸的交易集散地和旅游购物区。
———中国剪纸第一村，蔚县剪

纸的发源地。蔚县剪纸的发源地南
张庄村位于县城南部，是全国最大
的点彩剪纸专业村和加工基地。全
村从事剪纸行业的农户占总户数
的 60%，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46%来
自剪纸，剪纸产业是该村的主导产
业。预计投资 1100万元，与旅游相
结合，建设标志性建筑、剪纸商业
街，整修剪纸艺术大师王老赏故居
恢复等。
———蔚县剪纸艺术学校，后续

人才的培训地。为传承技艺、培养
人才，2010年，蔚县挂牌成立了“党
政机关第一幼儿园”、“前进路第三
完全小学”和“蔚县职业教育中心”3
所剪纸特色学校，《蔚县剪纸》作为
小学三至五年级、初中一、二年级
美术课的校本教材在课堂中实施
教学。蔚县剪纸艺术学校建设工
程，包括与蔚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合建新校舍、建设综合实践活动实
习基地等。2011年 8月，蔚县职业
教育中心将开办剪纸专业班，招收
剪纸学生 100名。
蔚县剪纸，这朵中华百花园里

的艺术奇葩，在新时代文化产业发
展的大环境下，将迎来更加美好的
明天。

渊中共蔚县县委宣传部供稿袁
图片摄影/中新社邹宪冤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蔚县剪纸

聚焦蔚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蔚县是“非遗”大县，目前有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1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5项，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15项，县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82项。其中，有独步中国的
蔚县剪纸、蔚县秧歌、拜灯山、打
树花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拜灯山

每年的农历正月十四、十五、
十六三天，地处蔚县宋家庄镇东
南山脚下的上苏庄村都要举办一
项拜灯山的民俗社火活动。这一
活动历代相传，延续至今大约已
有 400多年，是蔚县正月期间古
老而独特的社火景观。一年一度
的拜灯山活动从正月十二就开始
着手筹备工作。艺人们召集得力
村民，一方面清洁灯山楼和村里
大小庙宇，张灯结彩；另一方面则
准备祭祀用的供品和点灯山用的
灯捻儿、灯盏、麻油等。到正月十
四上午，要在灯山楼和三义庙之
间的十字街口竖起灯杆，并将火
神的牌位供于灯杆上。从堡门外
到堡内正街还要挂起用木框做
架、纸糊的长方形排灯和五颜六
色的过街纸带，上面均写有吉祥
短语。排灯为十路，取十全十美之
意；因过去没有路灯，排灯的悬挂
又为游人起到了照明的作用。过
街纸平常年挂十二路，闰月年挂
十三路，寓意月月平安，风调雨
顺。下午，点灯山的艺人们进入最
紧张的时刻。他们要将数百个灯
盏在灯山楼内的层层木架上摆出

花边儿和吉祥字样，再把泡浸麻
油的灯捻儿逐一插入摆好的灯盏
内，然后将麻油过火预热除去杂
质灌入壶中，拎壶为摆好的灯盏
一一注油。忙碌之中，不知不觉已
经晚霞散去，夜幕降临。三义庙内
以及村内大小庙宇开始掌灯、上
供。接着灯山楼处的艺人们开始
手持蜡烛将摆成图案的灯盏一一
点燃。只见灯光点点至上而下，瞬
间，一幅神秘而喜庆的灯火字画
映入观众的眼帘：“五谷丰登”、
“天下太平”……祝福的字语带着
暖暖春意深入人们的心田。灯山
前遮有风帘（一种类似纱布的东
西），一则挡风，二则呈现灯光的
朦胧美，使帘后的灯光影影绰绰，
神神幻幻，美不可言。这时，由点
灯山的艺人们上供、烧香、礼拜
后，接着鸣炮发令，拜灯山活动开
始。
拜灯山是灯山活动中最为壮

观、热闹的场面。村民们事先要选
出一名父母双全的男童为“灯
官”，妆扮成县令模样，坐在由四
名衙役抬着的独杆轿上，由村戏
班子里的演员粉墨浓妆伴随其左
右，两名翻穿皮袄的丑角（即老王
八和老妈子）前面领引，一班人从
戏台出发一路敲锣打鼓向灯山楼
行进。沿途，围观的人群熙熙攘
攘，好不热闹，原本只有三四百米
的路程要足足走上半小时之多。
当灯官一行来到灯山楼的供桌
前，只听吆喝一声：“拜灯喽！
———”灯官领头叩首拜祭，以最为
虔诚的态度祈求新的一年里丰衣
足食，国泰民安。
以灯官为首的一行人等拜祭

灯山后，要从原路返回。这时，村
民们和观光者都可以自由拜祭。
除了拜祭灯山外，有小孩儿的父
母还要将孩子高高举起攀缘灯
杆，寓意长高、高升之意。更为有
趣的是，一些已婚未孕的小媳妇
们在灯山楼前上香烧纸、磕头拜
祭之后，还偷偷进入灯山楼内取
六只灯盏，请回家中，供于灶王爷
神位前，求得添儿增女，继承香
火。正当有些人还在灯山楼前，灯
杆之上祈祷许愿的时候，灯官一
行在围观人群的簇拥之下已经回
到戏台。这时，鞭炮鸣，鼓乐起，大
戏开。至此，点灯山，拜灯山的活
动才得以落下帷幕，人们又沉浸
在那委婉动人的戏曲故事之
中……
宋家庄镇上苏庄村的灯山民

俗社火活动经过几十代人的不断
充实、完善、创新和发展，使这一
纯朴的民俗民风已经具有了深刻
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艺术品位。
特别是它那独到的、浓郁的民间
艺术氛围，更是吸引了村里村外、
十里八乡成千上万人每年前来观
看。人们拜灯山、祈富足，求平安；
人们看大戏，悟人生，谋发展。在
摇曳的灯光中，在优美的唱腔中，
在虔诚的祈祷中，迎来新的、更美
好的一年。
早年，蔚县多村有拜灯山的

社火活动，各村的活动内容不尽
相同，有配合演戏的，有配合演奏

乐曲的等等。由于年深日久，别村
的多已失传，只有上苏庄村的拜
灯山活动沿传至今，所以对研究
蔚县的年俗文化弥足珍贵。

2008年蔚县拜灯山被列为第
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蔚县秧歌

蔚县秧歌，又称蔚州梆子。产
生与河北省蔚县境内，明末清初，
至康熙年间形成了具有自己的剧
目、音乐、表演、唱腔等内容的梆
子腔剧种。到清朝同治、光绪年间
发展到鼎盛时期，民间班社多达
210多个。流行于河北张家口地区
和山西雁北、晋北地区及内蒙古
部分旗县。它产生于民间，由田间
小调，民歌俚曲发展而来，大量吸
收早期流传于北方地区的古老戏
曲声腔，形成了较完整的梆子腔
剧种。蔚县秧歌以其“方言白话”
道白和板腔体与“训调”曲目唱腔
巧妙结合的形式突出了自身的特
色。深受当地及周边群众的喜爱。

蔚县晋剧团从 2003 年起重
新恢复了蔚县秧歌演出，挂牌蔚
县秧歌剧团。排演了《何文秀算
卦》、《杀狗》、《打饼》、《过江》等优
秀传统剧目。特别是聘请国家一
级编剧杜忠、国家一级导演张秀
元等担任编导，历时一年多创作
的新编蔚县秧歌民间故事剧《剪

纸谣》，用蔚县秧歌韵律反映蔚县
剪纸魅力，2009年 12月，在“洪生
杯”第八届河北省戏剧节上，一举
夺得优秀剧目奖（一等奖），44人
次赢得 16个单项奖，囊括当次戏
剧节所有演出奖项，无论是在获
奖人数还是获奖数量各方面均位
居全省五十多台参赛剧目之首。
中央电视台 11套戏曲频道“戏曲
采风”栏目在 2009年 11月对《剪
纸谣》进行了全面报道。

2008年蔚县秧歌被列为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暖泉打树花

暖泉镇位于张家口市蔚县西
部，与山西省广灵县接壤，因镇中
心有一四季长流，冬暖夏凉的泉
水而得名。
“打树花”是蔚县暖泉镇古老

文化遗存中最具魅力的一种民间
社火活动，人们为了庆贺丰收并
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至
今已有 300余年的历史，因其炸
开后犹如枝繁叶茂的树冠而称之
“树花”。

打“树花”前，将所用的柳木
勺在冷水中充分浸泡。晚上，架起
炼铁炉开始炼铁，待铁完全熔化
后，由五六个技艺娴熟的汉子头
戴草帽，反穿羊皮袄（羊毛朝外，
以防溅落的铁水烧伤），手持用水

浸透的柳木勺，盛起熔化的铁水，
轮番扬起泼溅在堡墙之上，迸溅
开来的铁水如颗颗璀璨的珍珠串
成的帘子，又如火一样的瀑布，其
状如火树银花，气势磅礴，颇为壮
观。中国民协主席、著名作家冯骥
才观看蔚县打树花之后，说：中国

人过灯节的风俗成百上千，河北
蔚县暖泉镇北官堡的打树花却独
一无二。

2006年蔚县打树花被列为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正在申请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报记者郑培明 /摄影报道）

银新写实多层剪纸：百年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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