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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石勤玲的技艺越发熟练，奚小琴对她的

认可也越来越多。

而上海市浦东海派旗袍文化交流中心采取的是另一种

灵活的、自发的学习方式。成员都十分喜欢旗袍，在她们的理

解中，旗袍代表的是海派文化和海派风情。当然，并不是仅仅

穿上旗袍就能够成为海派文化的最佳展示，穿旗袍的人的气

质要与旗袍相得益彰。于是交流中心开设了许多传统文化学

习班，海派剪纸就是今年三月开设的，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两期

了。考虑到剪纸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中心找到海派

剪纸保护地的枫林街道，联系到孙继海前来担任老师。

奚小琴和孙继海两位老师都对自己的学生尽心传授，不

断肯定取得的进步。现在奚小琴的工作室墙壁上还挂着石勤

玲的作品。从奚小琴这里，石勤玲学到的不仅仅是剪纸的一系

列必修的技艺，更重要的，是以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眼光，将剪

纸更好地融入生活和时代。王子淦老师不断地开拓剪纸创新

是后辈的榜样。石勤玲学习了一段时间传统技法后，渐渐地能

融会贯通地进行自己的创作。党和国家的历史大事、改革开放

的巨大成就，都成为石勤玲创作的题材。而生活中的灵感更是

丰富多彩，小金鱼、小刺猬都进入了剪纸，让人感到浓浓的生活

情趣。传统剪纸以各种纸张为载体，石勤玲则拓展到皮革，并

且将这种剪纸技法的皮革作品运用到日常装饰上去，她的小皮

包、手机套和手机壳上都是自己的“皮革剪纸”。今年八月，学

习了八年剪纸艺术的石勤玲决定到现在的居委会工作。她应聘

奚小琴一直牢记王子淦的教诲，“眼光要凶”。“‘眼

高手低’不 要紧，知道 怎么样才是 好的，手是可以 跟得

上去的。但如果眼睛看不出来好在哪里，想要高就很难

了。”奚小琴一直对自己严格要求，因为艺术的探索是没

有止境的。立体剪纸、双面书签剪纸、画彩剪纸……奚小

琴并没有满足于停留在传统剪纸技艺上，而是不断地吸

收新元素，进行新创造。《鱼龙》等作品是新探索的剪纸

表现形式，纸镂空，镂出图形放中间，镂掉的形随机放周

边，镂掉形与镂出形同时展现于画面有热闹丰富感，剪纸

图形的诞生一目了然。创作《小猫》这幅作品时，奚小琴

用刀背在纸上刮擦，形成了绒毛般的纹理效果，逼真地展

示了小猫的形态。

孙继海则是在整理上海剪纸申遗项目材料时结识了

林曦明，拜师学艺，成为林曦明的关门弟子。

林曦明是国画大师，二十多岁就开过个人画展。他小

时候也跟随父亲学习剪纸，致力于民间传统的手艺。上

世纪五十年代，林曦明在上海的出版社和报社做美术编

辑，他运用剪纸艺术，设计了许多图书插图，这个时期也

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出版的《怎样剪纸》，成为剪纸方面的经典教科书，引导

很多人走上了剪纸的道路。林曦明的画家身份对他的剪

纸创作影响很大，他善于综合各类艺术形式，把国画的

大写意和抽象的特征融入剪纸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作品

风格，大气、简约、粗犷而又丰富。林曦明在业界被称为

“东方马蒂斯”，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和马蒂斯一样，粗犷

夸张，他不仅吸收中国的艺术元素，而且吸纳了国外的艺

术元素。剪纸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民俗剪纸，二是现代剪

纸，三是工艺剪纸。林曦明的剪纸就是“现代剪纸”，具有

现代精神，贴近生活，贴近时代，也正是上海这座大都市

才成就了“现代剪纸”。

孙继海总结剪纸技法最大的特点是“千刀不断，线

线相连”，作品完成后是一个整体，各个部分之间不能断

开。剪刀的运用有三种技法，折剪、挖剪和侧剪，创作主要

就是结合不同的技法。剪纸的技法里也包括刻，复杂的作

品往往既要剪又要刻，刻纸能够表现一些细腻的细节。林

曦明向孙继海提到过，刻纸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当时宣

传土改政策，刻纸能一刻十几张，而剪纸最多只能剪几

张，效率上刻纸更高，于是当时多采用刻纸。“心有型，随意

剪”，是孙继海的六字口诀，这里的“随意”不是随随便便

的意思，而是指要顺着自己的心意，剪刀的运用得心应手。

孙 继 海 认 为上 海 剪 纸 最 大 特 征 就 是 非 常贴 近 生

活，贴近时代。随地吐痰、乱穿马路、在阅览室中大声喧

哗……对这些不文明现 象的批评 都 在 孙继海的剪纸 作

品中展 示出来，而这种较 为新 颖的表 现 形式也让 人们

印象深刻。《补妆》这幅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真实场

景——一次活动的间隙，孙继海的一位学生抽时间补了一

下口红。作品里人物线条优美，而作为衬托的花瓶则表现

得十分细腻，整体构图和谐平衡。

创作之外，孙继海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教授新一辈的

传承人，推广剪纸文化。他在南洋模范中学定期开剪纸兴

趣课，也给浦东海派旗袍文化交流中心的学员上课。孙继

海的教学方法是启发式的，他只教给学生基本的剪法，完

全不限制学生们的具体想法，不要求大家都剪得和他一

样，所以大家的小作业没有重样的。孙继海坦言自己年龄

大了，所以现在专门培养一些弟子，让他们也到社会上、

到学校中去教学，让剪纸艺术更广泛地传播。

传承技艺入生活

从小喜爱手工的石勤玲一直想找一份和手工艺有关

的工作，她来到工艺美术研究所应聘，被奚小琴看中，收

了她做学生。就像奚小 琴当初跟随王子淦学习剪纸 一

样，刚开始石 勤玲 也 在 奚 小 琴的指导下练了很长时间

的剪纸基本功，虽然略觉枯燥，但是打下了扎实的剪纸

基础。奚小琴在教学上是一位严师，她对石勤玲要求严

格，会毫不客气地指出石勤玲剪纸上的不足之处。但是

奚小琴对于石勤玲在技艺上的点滴进步都是看在眼中

时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从事文体宣传方面的工

作。虽然她“跳了槽”，但是她并不想就此放弃剪纸。这

是她的“私心”，更是她的“使命”。“私心”是目前的工作

和她一直以来的剪纸学习很对口；“使命”是，让“非遗进

社区”，让“剪纸进社区”。

旗袍交流中心剪纸 班也能 够 做 到和老师教学 相

长。沈雪琴、贡亮和卢秀莲是剪纸班的优秀学员，也是

孙继海的得意 弟子。沈雪琴虽然没有绘画基 础，但 是

她会用“拼凑”的方法，看到喜欢的或 是能用到的图

片、图样，她会将其复印出来，然 后再剪，整合成一 个

完整的作品。贡亮是剪纸班班长，也是公认的最勤奋

的学生，对老师布置的作业，她能够剪三十多遍，甚至

五十多遍，最后的作品就很完美了。卢秀莲以前学过油

画，她的领悟力和创造力都较好，在一段学习后，也开

始了学以致用，能制作一些剪纸书签，当作小礼物分送

给朋友们。

一段时间的教学，也促成了孙继海的创作灵感。他

的一组“蝶恋花”的作品，就是以旗袍为主题的，孙继海

的得意之作《补妆》中的人物原型就是卢秀莲。剪纸班

学员的作品更是充满了旗袍的婉约神韵。传统的剪纸作

品表现人物时，并不太注意人物的身形线条，而剪纸班

的作品里面的女性人物，穿着旗袍，线条优美，姿态优

雅，展示了现代女性的知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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