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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
梦想，从指尖生长

对于陈玲玲而言，她对手工
艺的热爱源于小学劳技课上的
小兔子、千纸鹤。在小小的一方
折纸中，那些色彩斑斓的纸张，
在她的指尖翻飞，仿佛被赋予了
生命，一只只栩栩如生的小动物
就此诞生。这些手工创作成为
她探索世界、发挥创造力的开
端。大学时，陈玲玲学的是舞台
美术设计和艺术设计专业。毕
业后，她当过大学老师，还从事
过舞美设计、服装设计和美术设
计等工作。

2022年，因为行业环境的变
化，陈玲玲有了大量的空闲时
间，得以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真正
想做的事情。回想起曾经在工
作中接触过的传统文化题材舞台
剧，那些精美的服饰、独特的表演
形式，都让她深深着迷。于是，她
毅然决定暂停手头的工作，投身
于自己热爱的传统文化领域，成
为一名传统手艺视频博主。谈及
此，她告诉记者，“我希望以手工
为依托，传播传统文化。”

选择辞职后，陈玲玲从上海
市区搬到上海郊区，租下一间被
房东当作仓库的自建房。由于
非遗技术门槛高，于是陈玲玲先
从复刻苗族银马冠、哈萨克族帽
饰和卢宅珠灯开始。随着对传
统文化和手工艺接触的增多，她
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了非遗手
艺。为了完成非遗作品，她看过
无数个上海最安静的凌晨，眼部
充血、手指受伤更是常事。但包
扎完伤口后，她又马不停蹄地继
续制作、打磨作品。

“我的视频拍摄的风格和节
奏，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但实际上做手工艺的人不可能
快速掌握一项技能。5分钟的视
频，背后通常是一个月以上日日
夜夜地练习，才能熟能生巧。接
触新技艺时，不熟练很正常，但
我会逼自己践行 10000 小时定
律，把事情做到自己完全满意。”
对于她而言，传播非遗，是兴趣，
更是一份责任。

破茧
迎接挑战，学习非遗

成为新派非遗手艺人的道
路，远比想象中艰难。最初，陈
玲玲面临诸多困难。熬夜赶进
度是家常便饭，有时为了完成一
个作品，她需要连续几天不休
息。作品做不好需要返工的时
候，那种挫败感让她几乎想放
弃。“每当这时，我会想到这是我

最想做的事，我喜欢且擅长。我
相信自己有能力走到更多人的
面前，所以才能熬过那段时光。
而且做视频博主，也让我接触到
了很多有共同爱好的网友，他们
的支持哪怕只是文字，对我来说
也是动力。”

在制作拍摄剪纸斗篷时，从
前期筹备、走访、练习、到制作拍
摄等，陈玲玲花了20天的时间。
为了制作出满意的作品，她常常
在工作室里一待就是一整天，最
终成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剪纸
斗篷。在设计中，她将剪纸与汉
服服饰结合起来打造斗篷，并将
传统剪纸的艺术魅力与现代时
尚元素完美融合。这件剪纸斗
篷的图案运用了中国传统纹样
凤凰，代表了吉祥喜乐。兜帽部
分设计了金鱼图案，寓意金玉满
堂，年年有余。

为了保证剪纸上身后的镂
空特点，面料选用透光轻薄的纱
料，在光照下可以使剪纸的光影
穿透斗篷。陈玲玲说，“制作时，
最难的点在于把薄如蝉翼的宣
纸做成随身体摆动的服装而不
损坏，同时要保留它镂空这一最
大的特点。这是从来没有人解
决过的痛点，无处取经，所以我
只能拓展思维，反复试验。”

当问及将剪纸与斗篷相结
合的巧思从何而来，陈玲玲表示
喜欢传统文化和国风的人群是
比较重合的，“将传统剪纸融入
现代国风审美，能让它被更多年

轻人看到，也是让工艺品的剪纸
兼具了实用功能，更好地融入年
轻人的生活。”

绽放
挑战自我，拓展技艺边界

陈玲玲制作非遗手工艺品
的视频收获广泛关注，在这份热
度与鼓励之下，她没有停下脚
步，而是不断挑战自我，探索更
多不同类型的非遗，持续挖掘非
遗之美，拓展技艺边界。

在最近一个“火树银花”视频
中，陈玲玲回到了故乡温州，跟着
泰顺药发木偶戏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周尔禄，学做惊艳千年
的非遗烟花——药发木偶。“学传
统文化的第二年，我想复原一次
我爷爷的记忆。”陈玲玲说。

药发木偶上千道工序，却都
是纯手工制作。取竹、制轮、木
偶，每一道工序都极其复杂和
精细。仅是选竹子就十分困
难，为找一根又长又直的竹子，
陈玲玲和周老师跑遍山上，看
遍了成百上千根竹子。花竹竿
做好后，因太过沉重，搬到山上
田里的第二天，她的肩膀就乌
青一片。放竹竿的洞需要一
米，得徒手结合工具挖，挖完后
她的腰都直不起来。正值冬天，
每天熬夜赶进度，陈玲玲的手脚
冻得像冰块。

但这些都不算最大的难题，
对于新手而言，手搓火线才是难

关。手搓火线，就是把火药裹进
棉纸里，这是烟花能否绽放的关
键。陈玲玲回忆道，“手搓火线，
是个眼睛学会了，手却怎么都不
听话的步骤。这没有捷径，只能
反复练习。周老师家里的棉纸
都快被我用完了，才勉强搓出一
根合格的。”

学习药发木偶时，陈玲玲和
周老师约定，要把非遗推广给更
多年轻人。许多观众看了她的
视频后，纷纷留言道，“这些非遗
必须要让更多人看到，因为这些
美刻在骨子里，看过一次便会回
忆无数次。”“感谢这些努力的
人，一直想看‘东风夜放花千树’
的场景。”

收获
亲临实地，用心了解

在陈玲玲的视频中，让人感
受到非遗魅力的，不仅有药发木
偶的“火树银花”，还有彝族民族
银饰“银之花”等视频。山河日
月，花鸟鱼虫，都是纹样的灵感来
源。为了复刻彝族银饰，陈玲玲
前往凉山学习彝族文化，翻阅大
量彝族书籍。在当地的半个月，
她实地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同
时对比其与书籍记载的差异。为
准确传播少数民族的文化，她在
当地银饰坊采风，去博物馆学习，
还与当地人分享和交流。

圆形的太阳纹，点状的星
星，卷曲的牛眼纹，寓意富庶的
羊角纹，这些华美精巧的银饰纹
路，通过陈玲玲用锡纸复刻得以
呈现。“彝族的民族服饰非常符
合我的审美，火把节也比较壮
观，她们的女性被称为月亮的女
儿。”陈玲玲说。

之所以选择用锡纸复刻银
饰，这背后别有一番考量。这是
陈玲玲在第一期视频用锡纸复
刻苗族饰品的时候选定的材料，
当时尝试了很多材料，只有这
种材料最像银的质感，而且不
会氧化褪色又轻便。拍摄和发
布视频时，她也会在小红书粉
丝群里免费分享手工艺作品的
图纸和材料来源，为非美术专
业的观众，降低尝试的门槛。

“锡纸这种接地气的材料，能让
观众有动手尝试的机会，亲手
体验和只是观看完全不同，所
以我想给大家提供接触民族文
化的更多途径。”

在远赴各地学习手工技艺
的过程中，陈玲玲收获了许多温
暖和感动。当地人从最初的怀
疑和好奇，到后来被她的坚持和
诚意打动，纷纷给予她帮助和支
持。“最初当地人会以为我是摆
拍，最终要用他们的成品，因为
银饰要花费很长时间，他们不相
信我愿意花这些时间和心思。
但看到我真的熬夜制作后，他们
被感动了，也更愿意帮我，分享
工具的使用。拍摄时获得当地
人的帮助，发布时获得当地人的
认可，这些都会让我觉得我所做
的一切都值得。”

一次次地亲临实地，向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学习的经历，让陈
玲玲深刻意识到，“只有走过他
们走过的路，才能有心得体会，
才能更真实地传播这项技艺。”

怀揣热爱，复刻中式浪漫
非遗剪纸斗篷、千年前的烟花、彝族银饰在她手下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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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0天制作非遗剪纸斗篷。
▶用锡纸制作的彝族银饰。

非遗烟花药发木偶。

用 20 天制作
非遗剪纸斗篷，展
现“纸上生花”的魅
力；用一个月复原
千年前的“一树烟
花”，再现绚丽的中
式浪漫；用半个月
在凉山潜心学习彝
族银饰，巧手复刻
彝 乡 的“ 银 之
花”……在上海，有
这么一位95后，怀
揣着对非遗的热
爱，四处学艺。她
是新派非遗手艺
人，是现实版的追
梦人，她就是陈玲
玲，也是视频博主

“摇铃啊摇铃儿”。
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