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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免免费费传传艺艺只只为为非非遗遗不不失失传传
剪纸艺术守望者郭金平：遇到好苗子，倒贴钱也教

本报2月11日讯 (记者 王
倩 ) 连续两年来，本报联合中
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市文明
办以及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推出
了“责任市民”“最佳公共服务
奖”评选活动。为了表彰身边的
榜样，继续寻找那些为这座城市
发展奉献的人们，本报今年推出

“城市良心”栏目，欢迎市民推荐
身边的榜样。

2014年1月13日，济南市第
二届责任市民暨最佳公共服务
奖颁奖典礼落幕，由市民推荐出
的10名责任市民、10名最佳公共
服务奖得主获得了表彰，他们中
既有建言献策的历下区政协副
主席杨曙明，也有退休后为居民
守护社区的老人刘翠玉，还有兢
兢业业在工作岗位上坚守的铁
路巡线工，他们都是我们身边的
榜样。

责任市民代表了推动城市
进步的草根力量，最佳公共服
务群体则展现了城市形象和公
共服务文明。他们虽然平凡，但
他们的事迹中所蕴含的诚信、
和谐、奉献精神，彰显出济南的
城市精神。从即日起，本报推出

“城市良心”栏目，我们将继续
寻找那些为我们这座城市发展
奉献着的人们，也欢迎热心市
民向我们推荐您身边的榜样。
市 民 可 以 拨 打 9 6 7 0 6 或 者 是
85193041电话推荐，也可以将相
关材料发送至chengsh i l iangxin
@163 .com邮箱。

寻找城市良心

欢迎推荐身边榜样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韩少勋 王肖飞

剪纸艺人郭金平。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春节刚过，省城大
街小巷里都是印刷精美
的对联，散发着浓浓年
味，但对剪纸非遗传人
郭金平来说，这喜庆中
却找不到老济南手工剪
纸的味道。多年来，郭金
平坚持剪纸展演，并免
费传授手艺，为的就是
能让剪纸这门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下去。

老济南窗花

让他迷上剪纸

“我从小就对这门手艺感
兴趣，七八岁时就跟着老人学
剪窗花。”10日上午，济南市民
俗艺术馆专业剪纸研究所副
所长郭金平手持剪刀红纸，与
记者说话的功夫，就剪出了两
只栩栩如生的蝴蝶。

在老济南的生活中，每当
过年、结婚、祝寿的时候，很多
人都会剪些窗花、柜花、棚顶
花用来装饰门窗、房间。从那
时起，郭金平就拿起家里的大
剪刀，跟着爷爷奶奶们剪了起
来。后来他正式拜师到尚玉鞠
先生门下。“尚玉鞠老师剪的
水浒108将，到现在都很难超
越。”郭金平说。

“剪纸并不难，难的是有
好的构思。”2004年，郭金平离
开原来工作单位，开始潜心研
究剪纸艺术，小到蜜蜂蝴蝶、
蟋蟀蛐蛐，大到山水人物，不
一会儿功夫就能在他手中活
灵活现。

面对刻纸冲击

他坚守“一把剪刀”

“剪纸是门老手艺，以前
的手艺人都是用来养家糊口
的，但现在靠剪纸连自己都很
难养活。”郭金平告诉记者，随
着高楼大厦平地而起，以前的
平房退出了市民的生活，而剪

纸也随着老济南生活的淡化
而逐渐式微。“相对于剪纸，现
在更多人喜欢刻纸。”郭金平
表示，刻纸是最近兴起的一门
艺术，是将纸张固定在模板
上，用刻刀一点一点把图案刻
出来，其效果与剪纸类似，外
行人很难看出来。

由于剪纸一次只能剪出四
五张图，而刻纸可达二三十张，
批量生产，迎合了不少人出售
刻纸获利的需求，而剪出来的
画却没人要了。虽然面对刻纸
的冲击，但郭金平依然坚持传
统，靠一把剪刀搞创作。

“只要有人学

我就去教”

“现在如果能遇到个好苗

子，倒贴钱我也愿意教，更不
用 提 学 费 的 事 了 。”郭 金 平
说，剪纸需要心静，现在很多
孩子都比较浮躁，学习剪纸
都是三分钟热度，很容易半
途而废。

“学校、居委会，只要有人
说想学，我就去。”郭金平说，
为了宣传剪纸艺术，他经常去
免费展演，希望让更多的人了
解这门传统手艺。对于那些喜
欢剪纸的人，他总是乐于免费
赠送和传授剪纸技艺。

郭金平说，作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剪纸已得到政府的重
视，但剪纸艺术日渐式微却是
不争的事实。希望相关部门能
进一步加大对剪纸艺术的扶持
力度，让剪纸这种非物质文化
遗产能传承下去。

城市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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