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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剪纸：给文化传承注入新生命
徐小龙 仇有根

“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

如。”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山清水秀，大

自然的美景催生了桐庐剪纸艺术家的

创作激情。他们将热爱大自然的情愫，

热爱家乡的情感，抒发在五彩纸上，倾

注于剪刀之端，创作 了 许 多 栩 栩如生

的精美剪纸作品。

2003 年，桐庐县被文化部命名为

“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2007年，

桐庐剪纸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2014 年，被列入第四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桐庐剪纸蔚为大观

桐庐籍剪纸艺术家胡家芝以 114

岁的高龄谢世。她生活了三个世纪，

剪了三个世纪，创造了民间艺术家从

艺生涯的奇迹；著名美术史论家王伯

敏定居桐庐，在剪纸艺术之乡编写了

《中国民间剪纸史》，鸿篇巨制，蔚为

大观……

桐庐为何与剪纸结缘？这与其深

厚的文化积淀有关。桐庐建县于三国

时期，历史悠久，因地处浙西交通要冲，

文化经济交流频繁，民俗活动活跃。当

地百姓每到嫁娶、祭祀、节庆都要用剪

纸作为民俗活动的载体出现。据《武林

梵志》记载，桐庐早在五代时期就有了

剪纸艺术，确切时间无法考证，但根据

浙江民间剪纸历史的大背景，桐庐的民

间剪纸盛行于明清是事实。乾隆《桐庐

县志》“桐江风俗”载：“嫁娶之日行亲迎

礼用新轿花灯鼓吹前号。”“送殓设灵座

供主七日。”“人日前后竞以纸糊各种龙

灯及竹马极工巧。”“清明前后十日……

祭祖先墓必取士培之挂纸钱于坟上。”

“中元俗称鬼节……各船户则设会于江

上顺流放水灯。”“冬至缟纸衣展先墓曰

送寒衣。”还有更多的窗花、礼花、衣饰

花、喜花和寿花等等，这些在明清时期

的桐庐十分盛行。明清时期，桐庐县

内 的 剪 纸 作 品 的 创 作 ，已 经 非 常 繁

荣。当时但凡是成年女子都会剪纸，

剪纸的品类有窗花、喜花、礼花、灯花、

刺绣底样等 10 多种，市场上有精美的

剪纸作品销售。

至清末民初，在民俗活动中剪纸得

到进一步发展，并且出现了专业的剪纸

店坊。在桐庐镇有“庆云斋”，横村镇也

先后有多家制作剪纸店，传承剪纸技

艺，销售剪纸品。著名画家叶浅予在他

的《老笔忆童年——纸扎活》中写的送

灶做纸轿，就是当地的剪纸民俗活动

之一。旧时十二月廿四晚送灶，穷人

家买一张木版印刷的神马送灶，富人

家买一座用彩色剪纸制作的轿送灶。

横村镇每年三月初八盛大庙会，初三

俗称“上春福”，于广场塔建敞篷，在上

方贴有一种长方形的门笺，长丈余，剪

有“暗八仙”及流苏、装修纹样，并由道

士做法事一天。

桐庐剪纸特色浓郁

桐庐剪纸是中国南方剪纸的典型

代表之一，其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具有

凝炼概括、厚中见秀、玲珑剔透、含蓄华

丽的地方特色以及构图巧妙、线条流

畅、形象生动、形式活泼的表现手法，装

饰性较强。桐庐当代剪纸尤以山水剪

纸见长，在中国剪纸艺术领域有着一定

的地位。

桐庐剪纸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山

水风景、人物、花草、走兽飞禽、民间故

事、传说等等，囊括了百姓生活的方方

面面，反映了人们的喜怒哀乐。伴随

着农耕社会发展出来的民间艺术往往

都具有很强的实用功能，历史上，桐庐

剪纸与其他民间艺术一样，被人们应

用于各类民俗活动中，形式非常丰富，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祭神缀花、灯彩

花、冥器花、喜花、寿花、服饰花、山水

剪纸。

桐庐剪纸是民俗活动中的一种表

现形式，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时代

性，作品往往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貌与

生活环境，具有民俗学的历史考证和研

究价值。桐庐剪纸作品无论是喜花、礼

花、窗花还是祭祀花，都寄寓着人们的

某种意愿，这些意愿往往体现了人们的

道德水准，对人们的道德教育有着积极

作用。桐庐剪纸作为艺术作品，具有观

赏价值，给生活营造艺术氛围，具有艺

术感染力。桐庐剪纸具有实用性，可以

作为装饰品，也可作为收藏品，有社会

经济价值。

桐庐剪纸再谱新篇

近年来，浙江桐庐加大了剪纸艺

术的保护和弘扬力度，把剪纸艺术作

为推进文化建设、繁荣文化产业的主

要 途 径 摆 上 议 事 日 程 ，建 立 专 门 组

织，落实经费，提供舞台，为剪纸艺术

在 当 代 的 复 兴 创 造 了 良 好 的 外 部 环

境，桐庐剪纸艺术也在新时期绽放出

新的魅力。

剪 纸 艺 术 领 军 人 物 是 一 个 地 方

剪纸艺术发展的标杆和航向，而剪纸

艺 术 在 社 会 大 众 间 的 普 及 与 推 广 是

剪 纸 艺 术 永 续 发 展 的 根 基 。 桐 庐 的

胡 家 芝 、王 伯 敏 、谢 玉 霞 等 老 一 辈 剪

纸 艺 术 大 家 ，也 培 育 起 了 朱 维 桢 、王

德林、华金娟、刘莲花、章维勇等新一

代 剪 纸 艺 术 家 。 在 做 好 培 育 剪 纸 艺

术领军人物的同时，桐庐县通过抓剪

纸艺术场馆建设、后继人才培养等举

措 做 好 剪 纸 艺 术 的 普 及 和 弘 扬 工

作 。 目 前 桐 庐 县 已 建 有 桐 庐 民 间 剪

纸 艺 术 馆 、胡 家 芝 剪 纸 艺 术 馆 、环 溪

“寿”文化剪纸馆，三家剪纸艺术馆常

年免费向公众开展剪纸艺术的宣教、

展示活动，年接待群众 10 万名以上。

建有富春江初级中学、横村初级中学

等 13 个省市县剪纸传承教学基地，把

剪 纸 艺 术 作 为 全 县 中 小 学 素 质 教 育

的重要内容之一，营造了剪纸艺术从

娃 娃 抓 起 的 良 好 社 会 氛 围 。 近 两 年

来，桐庐县面向社会举办剪纸艺术培

训 100 余 期 ，培 训 剪 纸 艺 术 爱 好 者

2000 余 人 次 ，剪 纸 艺 术 根 植 于 民 间 ，

走向了大众。

桐庐县从 2004 年起，连续举办了

五届“神州风韵”全国剪纸大赛，在全

国 打 响 了 桐 庐 剪 纸 的 品 牌 。 五 届 剪

纸 大 赛 共 收 到 国 内 外 8000 余 件 剪 纸

作 品 、200 余 件 剪 纸 创 意 设 计 作 品 和

400 余篇剪纸论文。在“神州风韵”全

国剪纸大赛上命名的“十大神剪”，也

被 誉 为 国 内 剪 纸 界 最 高 奖 项 。 除 了

积 极 组 织 和 参 与 国 内 各 类 剪 纸 艺 术

交流活动之外，桐庐县还努力把剪纸

艺术推向海外。近年来，桐庐县剪纸

艺 术 家 谢 玉 霞 、王 德 林 、张 文 子 等 多

次应邀赴西班牙、英国、日本、挪威、

丹 麦 等 国 家 和 我 国 澳 门 地 区 参 加 交

流 ，展 示 中 国 民 间 剪 纸 技 艺 的 风 采 。

2011 年 ，桐 庐 县 剪 纸 艺 人 创 作 的《富

春山居图》、《富春山居新图》剪纸长

卷，在台湾举办的“两湖论坛”上精彩

亮 相 ，惊 艳 台 北 ；2012 年 该 作 品 又 应

邀赴奥地利等国展出，并被联合国妇

女组织收藏，让桐庐的剪纸艺术走向

了全球。

据了解，桐庐县以县非遗保护中

心（桐庐民间剪纸艺术馆）为主体，联

合县文创办、文化馆、剪纸协会等，组

织 开 展 剪 纸 作 品 创 作 、产 品 研 发 、包

装设计、市场销售，以组织化、专业化

手 段 推 进 民 间 剪 纸 的 生 产 、制 作 、销

售，并培养一批剪纸作品设计加工人

才，逐步形成剪纸生产基地。一批艺

人剪纸工作室和剪纸企业悄然出现，

他 们 走 市 场 ，将 剪 纸 元 素 融 入 服 装 、

玩具、饰品、瓷器、日用品等领域，并

与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结合，实现

传 统 剪 纸 的 实 用 性 、时 尚 性 和 科 技

性。谢玉霞的立体剪纸、华金娟的连

环 画 剪 纸 、朱 维 桢 的 桐 庐 风 光 剪 纸 、

王 德 林 的 套 色 剪 纸 等 剪 纸 产 品 已 经

成为桐庐县的旅游产品，有的还成为

杭 州 市 优 秀 旅 游 产 品 。 桐 庐 山 水 剪

纸作为桐庐旅游产品走出了国门，不

少企业将其作为馈赠礼品。集装饰、

欣赏、收藏于一体的剪纸工艺品开发

拥有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桐庐剪纸艺术是一门古老的民间

文化艺术，在新时期，它正以全新的姿

态，生机勃勃地走向繁荣、走向兴盛。

位于浙江省三门县横渡镇的

东屏村，因村东的东坑山形似帷屏

而得名。这里是三门县陈姓聚居

第一大村，至今尚存有较完整的明

清古民居 300多间。在历经浙东南

沿海明清两代海禁和大迁徙后，这

座幸存下来的村庄承载了太多农

耕社会的“乡愁”。

在这片山水美景看不尽、历史

沧桑感浓厚的土地上，如何寻找有

效途径，浓缩再现“乡愁”，以凝聚

流动人群，激活当地经济，同时反

哺古村落保护，曾经是难以解决的

首要问题。近几年，三门县文广新

局、三门县文化馆积极参与三门湾

海禁历史、三门湾海防历史、东屏

古村落陈氏宗族迁徙史等本土人

文历史调研工作，为该村文化旅游

出谋划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文化

旅游发展思路。

已启动的“再现乡愁”发展模

式，一是展馆式再现，如在村里建

立浙东南明清海禁历史展馆、清初

大迁徙历史展馆、戚继光抗倭历史

展馆、农耕文化展馆、陈氏宗族文

化展馆、三门湾民俗展馆等专题展

馆。这些展馆的展现方式以图文

展示、实物展示、蜡像群展示、历史

场景再现展示、电光影像展示等多

种手段进行。展馆地点选取现存

相对完整的古民居，规模虽不宏

大，但主题内容浓缩精炼。

二是互动式再现，如启动建立

演武场，打造安放戈、矛、枪、棍、

刀、弓箭等冷兵器；建立武举考场，

配套相应场景和程序；结合三门湾

婚俗，设置比武招亲擂台，吸引游

客参与演武、武举考试、比武招亲

全程。建立制作程序相对简单的

三门本土美食制作坊，如包麦焦、

烧糟羹、印青团、捣清明麻糍、擂冬

至圆等，游客既可亲手参与烧制，

又能品尝美食，一举两得。

三是小农经济社会再现。规

划建立各种复古式衣食住行服务

店铺作坊，组合打造特具三门湾本

色的“清明上河图”。部分农户已

开始简单装修老建筑，改成复古客

栈，吸引游客住宿；着手开设茶馆

酒肆，移植一批省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项目，如三门道情、三门

走书、上鲍木偶戏等表演性较强

的非遗项目，增强热闹氛围；着手

建 立 染 布 坊 、打 铁 坊 、番 薯 烧 作

坊、蔺草编织工艺作坊、工艺扫帚

作坊、剪纸艺术作坊等，生产制作

“土得掉渣”的产品出售；增强东

屏村传统集市的庙会性质。集市

上，本村及周边村的农户向游客

出售自产的环保农产品，民间信

仰需求的摊位零星可见，狮子拳、

龙凤舟、三门平调耍牙等项目表

演偶尔会现身市集，吸引了不少

观光旅游的背包客。

在东屏村打造中国“海禁”遗

址第一村、海防文化第一村的主

题口号下，加入以上三种“乡愁”

再现，弥补解决了“现存古迹遗存

难 以 勾 勒 海 防 海 禁 遗 址 村 落 定

位”问题，丰富了乡村旅游文化内

涵，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的“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把古村落

保护好，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发展目标，将

有效扭转迟滞发展局面。

浙江省三门县通过一系列激励措

施，在短短几年里，一批由社会力量自

发建设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陆

续建成使用，尤其是周星伟投入 8700 万

元建设的启明博物馆，其规模和藏品在

同级别的公共文化设施中，均属佼佼

者，而这些场馆均为免费服务。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文化建设，

与当地政府投入形成互补而相得益彰，

让当地百姓享受多形式的免费文化服

务与文化休闲已成为三门百姓生活的

一部分。

民办文化场馆异军突起

位于三门县老城区和大湖塘新区

交界处，有一栋占地近 20 亩，风格独特

的四层青砖仿古建筑，这就是三门县启

明博物馆。2013 年底开馆的启明博物

馆有丰厚“家底”，馆藏文物达 2000 余

件，馆设佛像、陶瓷、金银器、珍宝等 6 个

展厅，很多是一级文物，价值不菲。该

博物馆除必要的维护时间，全年对外免

费开放。

“这些藏品立体地展示了前人的聪

明智慧，来这里就是一种文化熏陶和享

受，不用刻意追求，自然而然就感受到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市民郑士建喜

欢周末带着孙子来博物馆，每次来都有

新发现和收获。

创建不到两年的有为图书馆，成为

当地又一文化聚集地。这座浙江省首

家民间公益图书馆，除提供免费书籍借

阅外，活动也极丰富，有为幼儿设计的

绘本阅读，为小学生组织的手工课，为

中学生打造的冬令营与夏令营……

无论是启明博物馆，还是有为图书

馆，均为免费服务，而这仅是该县社会

资本运作非营利文化场馆的缩影。

据该县文广新局统计，截至目前，

该县已建成高天祥艺术馆、万忠奇石

馆、扬戈图书馆、章氏纪念馆、台风展示

馆、石窗博物馆等非营利性文化类场馆

近 10 个，在建的还有三门民俗馆、非遗

展示馆等民办馆。这些最近几年完成

的场馆，建设和运作都各具特色，呈多

元化运作方式。

该县文广新局党组成员钱法明介

绍说：“5 年里，这类非营利性民办馆总

投资接近 2 亿元，其规模之大、档次之

高，在浙江省内并不多见。”正是这些民

办馆，成为了三门公共文化建设中一道

亮丽风景，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

社会各界心系公益文化

事实上，三门经济并不发达，是浙

江省欠发达县。为何有那么多社会人

士积极投身于公共文化服务领域？这

背后与三门县浓厚的公益文化氛围息

息相关。据了解，当地对公益事业高度

重视，单慈善总会 10 年来就累计募集款

物价值 13 亿元，百姓人均捐款额高居浙

江台州市首位。此外，还有多个义工组

织，投身公益事业已深入人心。

已从业 20 年的扬戈时代影城总经

理陈焕宗，去年在三门投资 80 万元兴建

了现代化影院，在影院中专门开辟了一

个 200 平方米的图书馆，免费对公众开

放，市民可随意借阅书籍。如做成影

厅，一年收入至少在 50 万元以上。“作为

三门人，对家乡始终有着割舍不断的情

结，力所能及做贡献是应该的，希望家

乡能多点书香气。”陈焕宗表示，即便投

入产出不成正比，但文化的潜移默化作

用,不可小视。

启明博物馆建造者周星伟表示，博

物馆建设资金达 8700 万元，每年日常维

护费需 100 万元，却没任何收入。即便

如此，还是心甘情愿。在他看来，有时

文化传承比经济投入更重要。

社会资源活跃的另一个因素，则与

当地重视文化事业有关。中国美协会

员高天祥是该县健跳镇人，曾任曲阜师

范大学艺术系主任、教授，他是当地村

民的骄傲。健跳镇大冲村和镇党委于

2013 年投入百万元，在村里建起免费开

放的高天祥艺术馆。“一个人能在文化

事业上取得成功，他的成长故事和作品

就是最好的教育范本，能广泛影响下一

代村民。”健跳镇党委委员刘杰解释建

馆的初衷。

政府助推社会资本建设公共文化

眼 下 ，社 会 资 本 参 与 公 共 文 化 服

务，在当地文化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每个周末，在当地教书的叶小薇都

会带着孩子参加有为图书馆举办的绘

本阅读，她也成了该馆志愿者，和其他

10 多位母亲一起担当绘本阅读讲师。

据有为图书馆志愿者何雪娇介绍，有为

图书馆寻找的是差异化发展，更注重有

效阅读和有助于思维扩散、激发孩子自

主意识的活动。绘本阅读就是专门针

对幼儿教育推出的一项活动。自去年

开展以来，每周举行一次，累计参加人

数超千人。据统计，该馆两年来举办活

动 130多次，参与人数超过 2000人次，有

100 多名来自全球的志愿者，200 多人为

图书馆捐赠。

三门县文广新局局长郭萍表示，目

前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只是最基

本的服务，还不能满足民众对文化多样

化、精细化需求，而民办馆提供了更丰

富的文化内容和途径，对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是极好的补充完善。“积极发展公

共文化服务，其结果都是让群众成为最

大最直接的受益者，这就需要调动各方

面力量，寻找公共文化服务的内生动

力。”郭萍说，对于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

化服务，政府一直很鼓励，并努力帮助

化解民办馆的各种生存危机。

另据了解，去年该县出台了《三门

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完善政策

准入、财政支持、税收优惠、投融资等方

面的政策措施，为民办公益文化事业的

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空间。

三门县石窗博物馆负责人表示，早

在博物馆建设期间，县里就提供了大量

石窗，县文化馆老师从规划、设计到施

工，几乎天天和工人在一起，不图任何回

报。这样的帮扶例子，在三门不胜枚举。

正 是 有 政 府 的 积 极 帮 扶 、民 办 馆

的广泛参与，今日的三门县公共文化

服务呈现了多元投入、共同发展的勃

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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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桢、刘莲花创作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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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县启明博物馆三门县健跳镇大冲村的高天祥艺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