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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宾川，果甜花艳，在宾川县
大营镇萂村白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
区举办的“巧手织梦·非遗有约”白族
剪纸刺绣纸扎技艺传习活动中，剪纸
项目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96 岁的玄金花老人，与该项目
的二、三、四代传承人一起，共同展示
白族传统剪纸技艺，弘扬萂村传统民
族文化。

宾川白族剪纸技艺主要流传在大营

镇萂村，这里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
多，早在 4000 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这块
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萂村
2006 年 5 月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命名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萂村白族传统文化
生态保护区”；2007 年 1 月被云南省人
民政府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2013
年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5 年 6 月被列为全国第一批旅游扶
贫试点村；2017 年被列入第二批中国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

白族剪纸技艺是以纸为加工对
象，以剪刀（或刻刀）为工具进行创作
的艺术，是民间艺术的一种表现形
式。今年 96 岁高龄的玄金花老人，20
多岁时就从上辈的教授中学会了剪纸
技艺，一直坚持了 70 多年，并将技艺
传承给儿媳赵志鹏和女儿段德秀，以
赵志鹏为代表的第二代剪纸传承人又
带出第三代、第四代传承人。24 岁的
小伙张鸿林耳濡目染，从小就喜欢剪纸
刺绣，大学毕业后师从曾祖母玄金花，
成为第四代剪纸刺绣传承人。他们对
白族剪纸、刺绣的热爱与坚持，使萂村
白族剪纸刺绣非遗技艺得以不断传

承，成为宾川民族文化里的一朵艳丽
奇葩。

萂村剪纸分套剪和默剪两类。套
剪是根据事先绘制好的图案依样剪
出。默剪则根据自己的构思，将纸折
叠，即兴发挥，随手剪出拉开便成所需
图案。民间剪纸追求把审美标准和功
能标准联系在一起，按民族生活需要
分为岁时节日住居装饰类、礼仪习俗
类、信仰习俗类和服饰佩戴习俗类。

大营萂村剪纸题材与内涵十分丰
富。题材来源于对安居乐业方面的祝
福纳祥、在当地流传的故事传说、反映
世代相传的民俗风情等。在古老剪纸
纹样基础上，在意念和造型上开始了
大胆的想象和艺术探索，不用先画样
底，只是大体比画或是用指甲在纸上
掐个纹样，几分钟以后，手到意到，就
能剪出生动多姿的人物、花卉、狮子、
老虎、花鸟等。在她们手中，一张纸，
经过折叠、剪裁，花鸟虫鱼等一切动物
就有了生命，有了灵性。白族剪纸集
中体现了传统剪纸造型中直白与深
刻、稚拙与成熟、夸张与写实、简洁与精
巧的审美韵味。

萂村“白族剪纸”作品展示。

玄金花和村里的老人在萂村古街古巷里闲聊。这是萂村老人的生活日常，民
族文化在生活中自然传承。 宾川县大营镇萂村坝子远眺。

文艺工作者在萂
村采风。萂村历史悠
久，文物古迹众多，民
族文化底蕴浓厚，吸引
了众多文艺工作者前
往采风、创作。

96岁的玄金花（左）和66岁的女儿段德秀在家中翻看剪纸样张，交流剪纸技
艺。这是母女间多年来的生活日常，剪纸已成为她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玄金花（中）和第二代传承人赵志鹏（左）、第四代传承人张鸿林（右）展示自
己的剪纸作品。

萂村“白族剪纸”“白族刺绣”“纸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合影，萂村民族文化
传承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