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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书 香

陇 原·爱 兰 州 爱 阅

读 ”全 民 阅 读 活 动

暨 第 十 九 届 兰 州

读 书 节 日 前 落

幕。在近 9 个月时

间 里 ，主 办 方 围 绕

“ 阅 享 新 时 代 ，书

香 润 金 城 ”这 一 主

题，重点开展了 15

项 大 型 读 书 文 化

活 动 ，构 建 更 加 完

善 的 全 民 阅 读 体

系 ，营 造 全 民 读 书

的 浓 厚 氛 围 ，为 广

大 市 民 的 日 常 生

活 注 入 了 更 多 沁

人心脾的书香。

2023 年“ 书 香

陇 原·爱 兰 州 爱 阅

读 ”全 民 阅 读 活 动

暨第十九届兰州读

书节活动最具人气

的活动便是率先亮

相的“书香致远”书

画 雅 集 活 动 ，李 恒

滨、胡云鸿、刘云鹏

等 12 位 知 名 书 画

家应邀到场，以“书

香 致 远 ”为 主 题 进

行现场创作。

各位书画艺术

家兴致勃勃挥毫泼墨，不仅以诗词为创作

对象，在雅韵流觞中书写了“一日不读书，

胸臆无佳想”等诸多经典名句，还妙笔生花

彩绘出一幅幅丹青佳作，在四溢的墨香与

书香中鼓励读书、启智润心，生动展示了

“陇韵书香”的风采。

“阅读的力量是强大的，可以浸润思想

的贫瘠。”李恒滨由衷地说，“当一个人书读

多了，就会渐渐明白，你内心真正的快乐，

是物质世界永远给予不了的。在静寂的时

光 里 ，静 静 地 品 读 一 本 书 当 是 人 生 的 幸

福。但愿人人都能在墨香书韵里看到幸福

花开。”

“金城讲堂”也是本届读书节活动的亮

点之一，武沐、雷占许、崔龙旺、由兴波、赵

青山、唐远雄等知名作家、专家先后应邀为

广大市民奉上了高品质的惠民文化大餐，

人们在聆听经典、与名家对话的美好过程

中享受着浓浓书香带来的心灵浸润，极大

地激发了人们爱读书、读好书的热情。

陈 自 仁 、雷 占 许 、李 永 东 3 位 教 授 助

阵 书 香 盛 会 ，分 别 以《丝 绸 之 路 上 的 明

珠 —— 甘 肃 的 石 窟 艺 术》《挖 掘 整 理 甘

肃 民 间 传 说 ，打 造 地 方 旅 游 文 化 品 牌》

《夜 空 中 最 亮 的 星》《星 辰 大 海 —— 中 国

航 天 人 的 星 途 探 索》《兰 州 历 史 名 人 的

清 廉 故 事》为 题 ，先 后 在 党 政 机 关 、企

业、学校等进行了 8 场主题巡讲，让广大

干 部 群 众 都 能 够 在“ 家 门 口 ”轻 松 享 受

免 费 的 文 化 大 餐 ，在 与 名 家 对 话 的 过 程

中聆听经典、感悟人生，提升人文素养。

“对全民阅读而言，普及非常重要。”兰

州市图书馆馆长王红芳告诉笔者，“从某种

程度上讲，有什么样品质的阅读，就会获得

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在一次次高品质的讲

座中，人们可以从聆听经典中汲取智慧，从

感悟文明中启迪创新，这就是对阅读生活

的一种追求。”

“诗词中的兰州”大型诗歌朗诵会是本

次读书节系列活动的重头戏之一。朗诵会

由上、下两个篇章组成，朗诵艺术家们用抑

扬顿挫的语调生动展现诗词的独特魅力。

活动通过朗诵、吟咏、器乐等多种艺术形

式，进一步挖掘了兰州历史文化内涵，梳理

了兰州诗词的发展脉络，深情抒发了对家

园的热爱。

“ 榜 样 的 力 量 ”征 文 大 赛 也 备 受 关

注，5 个月时间里共收到少儿和成人组征

文 3923 篇。经过评选，最终评选出一等

奖 7 名、二等奖 13 名、三等奖 26 名、优秀

奖 40 名，优秀指导老师奖 10 名。这些优

秀作品视角独特、文笔流畅，字里行间流

露出弘扬新风、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

神状态。

此外，读书节期间还举办了金梯工程

系列阅读活动、“爱兰州爱阅读”图书漂流

活动、阅读马拉松活动、“小愿大爱筑梦金

城”系列文化助残活动、“沟通互鉴同进步，

馆际交流共提升”活动、线上阅读推广活

动、“好书大家读”荐书活动等多项阅读推

广活动。

读书节的举办，不仅为城市带来了阵

阵书香，更是推动和引领了阅读风尚，营造

了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本届读书节参与

群众超过 11 万人次，在提升城市文化品

位、建设学习型社会和推进兰州市精神文

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兰州市坚持文化活动“为民

办”，文化创新“顺民意”，形成了“全民阅

读”、《金城讲堂》等文化品牌，为市民和游

客听讲座、看演出、观展览、逛书店提供了

“文化服务菜单”。截至目前，“爱兰州爱

阅读”全民阅读活动已连续举办 6 届，兰

州读书节已举办 19 届，活动全面覆盖兰

州市三县五区，辐射 6 万多个家庭，超过

100 万人直接参与活动。其间，还先后邀

请包括著名作家余华、文化学者钱文忠等

百 余 位 省 内 外 名 家 开 展 主 题 讲 座 、活 动

300 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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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家欢 惠富君

美的剪纸，是深长的心灵叙说
——庆阳剪纸的审美特色与传承经验

□ 李建荣

陇东剪纸洋溢着民间风情，传承着浓郁的陇东文化习俗，参与构建华夏民族精神空间上的神话

想象、信仰体系、历史传说，既是一部文化符号的图库，又是一首生活的叙事诗、一本心灵的抒情史。

由剪纸艺术形成的图腾文化体系，我们能够“看见”人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庆阳剪纸是以生

命树与抓髻娃娃衍生的神话与生命体系，贯穿于生命生育、生活生计、生产生存的全过程。董志塬

上，剪纸这一平面的民间艺术，形成立体的艺术时空，讲述着黄土高原乡土生活的情境，表现着人类

心灵的梦幻。

镇原县成雪琴的剪纸是地地道道的陇东

民间剪纸。每一幅图样都可作为原生态剪纸

的文化符号。她的“边角料剪纸”，就是用剪

大作品残留的小纸片剪的小剪纸。这些剪纸

有抓髻娃娃、虎头娃、刘海撒金钱等，都是原

始古朴的，和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靳之林、王光

普搜集整理出版或采用到学术专著中的剪纸

是一脉相承的。

这是真正原生态的剪纸，首先是剪纸符

号元素与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一脉相承。其

次，造型风格与汉画像砖的风格相似。地道

的民俗、符号化的寓意、影像化的造型，能抓

住这三点的，都是很有造诣的民间高手。

庆阳的老样子剪纸多是大写意，注重形

体之大致勾勒，质朴豪放，自然平实，黑白对

比分明，富有装饰情趣。这样的作品，造型大

气，远观近看，都很清晰，影像观感毫不模糊，

具有永恒的生命活力。这些作品中的抓髻娃

娃与生命树系列，层次分明，气魄宏大，情感

深沉，人与景物的情态意绪表现得绝妙而又

含 蓄 ，其 关 键 是 抓 住 了 剪 纸 的 秘 诀 ——“ 剪

影”，无影不成像，影像的灵魂又在于形，形的

微妙之处又在于主次空间的协调、远近布局

的安排，辩证运用“形神兼备”“计白当黑”“夸

张变形”“虚实相生”等艺术手法。

好的剪纸闪耀着生命之光，都是深长的

心灵叙说。作为心像的艺术，剪纸艺术最高

的境界是记录生命的时空，传播人生循环的

理念，表达生命的转化，完成人与自然万物、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精 神 对 话 。 剪 纸 的 生 命 里 有

光，引导人走出迷途，这就是段彩霞的作品

《光》系列的意象表达。

老样子剪纸注重大写意

从剪纸创作的角度欣赏剪纸，好的剪纸就

是人间的真诗，传真情，有真爱，是真美。

每当聚会交流，剪纸艺术家们都是边唱边

剪，歌唱嘹亮，剪纸飞扬。剪纸与民间歌谣融合

为一，是庆阳剪纸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剪纸是有形的诗，诗是无形的剪纸。以

追求心灵诗意的态度创作剪纸，就能矫正假

大空的“剪风”。张荣娟的作品《高原妈妈》饱

含对农耕文明的壮丽抒情。《高原妈妈》这幅

作品主题是展现陇绣传承的历史，叙说了刺

绣文化传承的历史脉络。作品以一棵古老的

大树爷爷作为画面结构的主体，以森林老人

的视角讲述人类男耕女织的故事。树下有水

塘溪流，蛙鸣鱼池，树冠丰姿绰约，与凤凰或

孔雀的羽翼庇护着人类，构成人们的田野乐

园。在这乐园里，嫘祖青春饱满，戴花披叶，

手捧彩丝，引得喜鸟来朝。大人或耕，或锄，

或养蚕，或纺线，或绣花，或剪纸，孩子或在这

巨大的桑树之上采桑叶、摘桑葚，或惹猫逗狗

赶公鸡，打秋千、采野花儿。

对比李雪莲的《新生命树》《高原妈妈》，她

能充分调动民间剪纸语言，在传统生命树的基

础上，融入现代元素。一棵大树上长出了学习

科技、发展光伏等枝叶果实，这些惠民政策使

古老的生命树焕发出新的活力。

探索剪纸文化的内在规律，是庆阳剪纸健

康发展的宝贵经验。庆阳优秀的民间剪纸，也

是民间的真诗，它尊情抑理，自由率性，传达着

陇东民众的一腔真情。这是一支很有诗情画

意追求的、颇具艺术创造张力的剪纸艺术创作

团队。一直以来，他们都在探索着真正具有诗

的品质的剪纸艺术的美学奥秘。

“自诗三百以来，都是风出谣口，采风者

归奏，今古同情。”如何传承今古之同情？这

就要将古老的剪纸艺术符号、传统的剪纸题

材 ，与 自 我 的 生 命 表 达 、生 活 叙 事 结 合 起

来 。 从 对 庆 阳 剪 纸 艺 人 的 创 作 生 涯 的 考 察

中 ，从 这 些 剪 纸 作 品 的 欣 赏 中 ，我 们 能 够 听

见 灵 魂 的 对 话 、童 心 的 歌 吟 、青 春 的 赞 颂 。

一则那些象征性极强的民间文化符号，没有

从 我 们 的 剪 纸 艺 术 家 的 手 里 丢 失 ；二 则 从

《诗经》的国风，到汉、魏、南北朝乐府，再到

今天陇东民间的民歌，在他们的歌喉里从未

绝息。无论古今，不分雅俗，诗与剪，都是发

自心灵的真性情。

优秀的剪纸作品，点线面的构成必然线条

自若，气韵畅达，化古为新，粗犷简朴之中具有

深刻的表现力，成为深得风雅比兴之真意的佳

作 。 杰 出 的 剪 纸 大 家 ，坚 持“ 我 以 我 手 剪 我

心”，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真诚美化现实人生，

或者洋溢着浪漫的情怀，或者蕴藏着现实的讽

喻。比如，刘文的《鹿鹤同春》里，雄鸡伫立狗

身上，鹤鸟翔于松树巅，娃娃以松树树枝廓扫

寰宇，清气高爽。

美的剪纸是有形的诗章 庆阳剪纸在把握共性风格的同时，追求

个性的特点。剪纸的题材总是古老的，可个

性总是独特的，同一题材在不同的民间艺术

家手下，呈现出不同的形象风貌，各有其微

妙生动之处，让人心领而神会。

独特的文化符号、传统的象征、隐喻意

义在不断的创新组合中，与艺术家新的生活

体验融合，共生同构，异曲同工，获得了丰富

的画面效果，抒发着强烈的情感诉求，形成

了新的剪纸艺术语言。从传统视觉艺术宝

库里汲取营养，不断丰富自己的视觉阅历，

调整自己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激发灵

感，创作新鲜的剪纸艺术佳作。这些新作有

提炼、取舍、分解、变异、组合，通过联想与想

象再创作符合现代审美的作品，是庆阳剪纸

艺人们重要的创作经验。

镇原秦菊林作品《十二生肖团花大集

锦》充分发挥了团花剪纸的优势，形成了一

组十二幅激情喷涌的系列作品，细细品味这

些作品，都蕴含着温柔雅致的生活情调，似

乎静静地散发着温馨的爱意。

保持淳厚纯粹民间味的剪纸是庆阳剪

纸的上品，如姚秀英的《扭秧歌》，似是一对

跳舞的人儿。蕴含新的现代创意的作品，

更容易被当代人理解。当古老的文明融合

在反映当下生活的剪纸中，便意味着创作

者的文艺觉醒，形成追求生命自由的内在

力量。

同时，剪纸也为乡村艺术家赢得人生尊

严。发现民艺，寻找独特，探知思维，感受心

灵，方能欣赏剪纸艺术里浓郁的审美情怀。

正宁赵白玲的剪纸完全呈现出传统剪纸无

限的创造活力，进入忘我的快乐的自在世

界。合水的张改琴老人剪纸艺术的复活，就

是将她的人生再一次复原，用她自己的话

说，就是她以剪纸“再活一世人”。

恢复、确立一个乡村艺术家的尊严与人

格，是一种艺术生产力的可贵重建。

古老技艺融合现代创意

艺 术 与 人 生 和 时 代 融 而 为 一 。 剪 纸

艺 术 就 像 命 运 的 连 环 画 ，也 是 叙 述 的 艺

术 ，它 便 于 讲 述 人 生 的 故 事 ，这 一 点 是 庆

阳 老 年 民 间 刺 绣 和 剪 纸 艺 术 家 的 鲜 明 特

点 。 庆 阳 剪 纸 群 体 本 身 的 故 事 就 是 一 幅

艺术长卷。对庆阳剪纸的每一次欣赏，都

会让观者感受到青春与童心的永在、艺术

与创造的永恒。

展开每一位剪纸艺术家的人生，都可以

领略他们艺术生涯里的喜怒哀乐。

现在，在庆阳，就有以祁秀梅、彭粉女、

张玉珍、刘桃儿、范秀德、马秀珍等前辈艺术

家为杰出代表，形成自己的风格和较为良好

的代际传承。

庆阳民间艺术团队的作者有一百多人，

这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剪纸传承人群。坚

持促进老中青三代剪纸艺术家的互敬互爱、

互帮互助，建设一个团结、温暖的团队；坚持

跟踪研究，培养民间艺术研究的青年人才，

引导研究者融入田野，和传承人建立深厚友

谊，作深度交流；坚持组织展览活动；坚持带

领大家走出去学习。这是庆阳剪纸艺术发

展的宝贵经验。

多年来，庆阳剪纸艺术队伍成了一支传

承、创作、研究、创新并重的一专多能的队

伍。庆阳剪纸发展的秘诀是：剪纸创作、学

术研究、活动组织三方面人力、人才密切配

合，构成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民俗传承、技艺

传承、教育传承、学术传承相结合的团队。

好的原创剪纸如何转化为出版物、产

品 ？ 如 何 形 成 日 常 性 的 社 区 文 化 交 流 活

动？庆阳剪纸艺术家们需要攒足劲头，积累

作品，遴选佳作，坚持做好年度展评，开展多

种途径的展览，让社会进一步了解认识。

剪纸，在貌似不断重复着的题材里，蕴

藏着不断的新变。黄土高原陇东文化里的

剪纸艺术是特定的民族历史传统、社会结

构、自然环境和人的生活方式合成的宏大而

细密的艺术殿堂。庆阳的剪纸艺术家是这

一殿堂中剪与纸、诗与美的守灯人。

剪纸艺术发展的宝贵经验

春天的董志塬 刘 文

庆阳剪纸艺人沟通交流 王浩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