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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俗俗窗窗花花剪剪出出年年味味儿儿来来
本报小记者体验传统手工技艺

周日，我作为齐鲁晚报·今
日威海小记者，去参加社区剪窗
花活动。到了活动室，人已来的
差不多了，我找了个空座位坐下
来，拿出剪刀，等着教剪纸的毕
奶奶。

毕奶奶来了，她从包里拿出
一幅幅作品，有慈祥生动的孔子
像、憨态可掬的熊猫、机灵可爱
的小孩子、栩栩如生的大老虎，
老虎的斑纹剪的也很细致，好像
老虎要从画里跃出来一样，大家
都惊叹着。奶奶向我们展示了五
角星的做法，又讲了剪窗花分为
阴剪和阳剪……奶奶说了关于
窗花的很多事情，因为窗花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博大精深，
也是一门文化艺术。

接着，毕奶奶让两个社区的
奶奶发图片和红纸给我们，图片
有小猴、小松鼠、金鱼、蛇、骆驼、
和鲸鱼等，我拿到了小猴子。我
们先把红纸对折两下，把图片钉
在上面，开始从左往右剪。奶奶
说：要从里往外剪，而且最后把
订书机订的那块地方剪掉，不然
就散了。

我终于剪完了，可是四只小
猴子的脸碎了，尾巴也没了，我
有些失落，但我明白了一个道
理：剪窗花不可能第一次就成
功，需要耐心，只有长期练习，能
紧持下去就会变成剪纸高手，它
能磨练人的意志。

通过今日的剪纸学习，让我
知道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需努
力，这样才会成功。

统一路小学 四年级六班
董翰姝

本报 11月 14日讯 (记者
许君丽 ) 新年临近，为让小记
者们更加了解中国传统艺术、
感受剪纸的魅力，11日，本报30
余名小记者走进前进社区，跟
威海市剪纸协会会长毕爱香学
习剪窗花，体验传统手工技艺。

“这是一只大公鸡。”“这是
一位漂亮的阿姨。”“没想到一张
红纸可以变成这么多活灵活现
的艺术品！”……当日上午9点，
一走近环翠楼街道办前进社区，
小记者们便被墙上挂着的那一
幅幅美轮美奂的剪纸所吸引，这
些都是毕爱香会长的作品。毕爱
香是威海剪纸艺术的领头人，曾
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中国
华文教育基金会应聘为“共庆中
国年，齐鲁文化走进韩国”访问
团民俗教师，先后赴韩国首尔、

釜山、仁川等四个城市的五所中
小学主讲剪纸、面艺课程，颁发
了荣誉证书。毕会长告诉小记者
们，窗花是贴在窗纸或窗户玻璃
上的剪纸，中国古老的汉族传统
民间艺术之一。它历史悠久，风
格独特，深受国内外人士所喜
爱。而她自己本人从小就对窗花
印象深刻，每次剪窗花都会想到
自己的母亲，那是一种很深的情
结。

开剪之前，毕会长先为小
记者们讲了窗花的特色，她说，
窗花是农耕文化的特色艺术，
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因窗花的
购买者多为农民，窗花有相当
的内容表现农民生活，如耕种、
纺织、打鱼、牧羊、喂猪、养鸡
等。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
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

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
得红火富丽、喜气洋洋。

接着，毕会长和前进社区
计生协管员戚道娟、宋文敏两
位老人一起手把手教小记者们
剪窗花。剪纸艺术是一门“易
学”但却“难精”的民间技艺，小
记者们年纪都比较小，为了让
他们更快更好的剪出像样的作
品，毕会长提前准备了打印好
剪纸样子的白纸，把白纸放在
红纸上，用不同的手法就可以
剪出窗花。小记者们人手一张
纸样，一张红纸，在家长的指导
下一点一点摸索着剪。

小记者孙士林挑的是一个
金鱼的窗花样子，剪鱼头的位置
时一切顺利，可剪到尾巴的时候
用力过猛，一剪刀下去半条尾巴
剪掉了。不过他没有放弃，接着

把身上的鱼鳞也一片片剪出来。
拿着自己的半成品，孙士林笑着
对记者说：“虽然这次我没有剪
好，不过回家之后我一定要剪出
来一个完整好看的。”

小 猴 子 、小 金 鱼 、大 鲸
鱼……小记者们耐心细心的慢
慢剪，一个个漂亮的窗花成品
终于剪好了。南北各地农村在
纯洁期间都要贴窗花，以此达
到装点环境、渲染气氛的目的，
并寄托着辞旧迎新、接福纳祥
的愿望。小记者们都嚷着回家
要把自己的作品贴到窗户上，
为家中增加一份节日的喜庆。
让孩子参加这次活动，很多家
长都很高兴，纷纷表示活动既
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又增长
了知识，希望以后还有这样的
机会。

剪窗花

小记者展示自己
剪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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