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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张锦权结束
了 自 己 的 公 司 ，开 始 全 身 心
投 入 到 剪 纸 这 门 艺 术 当 中 。
虽 然 是 重 操 旧 业 ，但 心 境 已
经完全不同。“以前是为了生
计 而 剪 ，现 在 却 是 一 种 娱 乐
方 式 ，甚 至 是 一 种 精 神 的 寄
托，”张锦权说道：“刚从公司
出 来 很 不 习 惯 ，整 天 觉 得 很
闲 ，幸 好 自 己 有 剪 纸 这 门 手
艺 ，可 以 让 自 己 每 天 过 得 很
充实！”

在剪纸工作现场，笔者看
见 许 多 精 致 美 观 的 剪 纸 作
品，那繁琐 的 剪 纸 图 案 都 是
张 锦 权 的 心 血 。 据 了 解 ，普
通的一幅作品需要三四天才
能 完 成 ，而 复 杂 一 些 的 如 八
仙过海之类的却要花上十来
天 的 时 间 。“ 剪 纸 是 非 常 考
量 一 个 人 的 耐 力 的 ，如过你
没 有 耐 性 ，那 么 学 得 再 好 也
是发挥不出水平的。”张锦权
表示。

几代剪纸世家苦找传承人

张南村的第四代剪纸传承人张锦权，儿
时靠剪纸维持生计，六岁学剪纸至今已有 50
年。如今已经一把年纪的他，因为苦于找不
到传承人，所以始终觉得很遗憾。不甘心的
张锦权开始向各方求助，并通过高边居委找
到了笔者。本期就随笔者一起听听剪纸传承
人张锦权的故事吧。

受 家 庭 的 影 响 与 熏 陶 ，
张 锦 权 六 岁 就 开 始 跟 家 里
人 学 剪 纸 ，后 来 到 七 八 岁
时 ，开 始 有 简 单 的 作 品 出
手 。 据 张 锦 权 回 忆 ，在 他
那 个 年 代 ，剪 纸 的 款 式 比
较 单 一 ，多 以 莲 花 灯 托 、神
像 、背 带 等 花 式 为 主 。 他
记 得 当 时 第 一 幅 剪 纸 作 品
就 是 莲 花 灯 托 ，当 时 卖 了
5 分 钱 ，可 以 买 一 块 白 糖
糕 吃 。

有了第一幅作品后，就有
第二幅、第三幅 ......两幅作品
可以换一包饼干，三幅作品就
可以吃上一碗云吞面，这在当
时是非常难得的。

张 锦 权 告 诉 笔 者 ，当 时
家 里 生 活 非 常 困 难 ，全 家 人
都 是 靠 剪 纸 维 持 生 计 ，所 以
自己自然而然的也就走上了
这 条 路 。 当 然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小 时 候 比 较 贪 吃 ，也 可
能 饿 怕 了 ，所 以 当 自 己 的 作
品 可 以 卖 到 钱 ，换 来 一 些 吃
的 填 饱 肚 子 时 ，觉 得 非 常 开
心 ，也 是 学 剪 纸 最 大 的 动
力。

就这样，张锦权在这条路
上越走越远，剪纸的技艺也在
不断的提升。在这期间，他除
了跟家里的长辈学，还经常翻
阅相关的书籍，比便于不断的
创新。

1978 年 至 1992 年 ，张 锦
权 在 村 里 的 学 校 教 书 ，一 教
就是 14 年。在这 14 年里，他
除了教授书本里的知识外，还
将自己剪纸的技艺传授给学
生。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
多一门手艺之外，能够通过剪
纸修身养性、锻炼学生身身的
耐性与毅力，同时也可以让更
多的人接触与认识，使剪纸这
门艺术薪火相传。

那时没有教具，张锦权自
己准备材料发放给学生，手把
手从简单地画样、到工具的使
用，再到动手剪纸。每天都抽
出自己业余的时间去传授这
门技艺。但事与愿违，在 100
多名学生中，到头来没有一个
是 真 正 摸 到 门 路 的 ，张 锦 权
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
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没有兴
趣与耐性，能够坚持下来的几

乎没有。”
1992 年 张 锦 权 辞 去 了 教

师 的 职 务 ，来 到 一 家 企 业 任
职。2002 年，张锦权自己创办
公司，这期间一直利用业余时
间坚持剪纸。当时，除了自己
跟家里学的功底之外，他还利
用网络，在网上搜集各种新的
学习方法与花样，并自己设计
图案，剪纸技艺达到了炉火纯
青的境界。

剪 纸 在 中 华 民 族 民 俗 文
化 中 有 着 重 要 地 位 ，无 论 岁
时 节 日 、婚 丧 嫁 娶 、寿 辰 祭
祀、交际礼仪，以至人们日常
生活用品，儿童玩具都喜欢用
剪纸作装饰。可以说，剪纸多
数为当地人的生活，尤其是为
各种民俗活动服务的。

这 么 珍 贵 的 剪 纸 传 统 文
化 ，到 张 锦 权 这 里 ，却 无 人
继 承 ，这 是 目 前 张 锦 权 最 担
心 的 问 题 。 自 己 有 一 门 好
手 艺 ，子 女 却 都 不 愿 意 学 。
而 且 自 己 的 后 辈 也 没 有 人
学 这 个 东 西 。 传 承 了 几 代
人 ，没 想 到 自 己 这 代 却 要 面
临断代的问题，空有手艺，却
后继无人。

也有朋友劝说，让他开班
多 招 收 些 徒 弟 ，那 样 总 有 一
两个适合的。但已经 56 岁的
张 锦 权 表 示 精 力 有 限 ，自 己

只想找两三个对这方面感兴
趣且悟性高的来培养。

“现在的年轻人，看不起
这些传统的手艺。易学难精
不 说 ，还 要 投 入 大 量 的 时 间
得到的回报却很少。而且现
在 手 工 剪 纸 也 不 是 很 畅 销 ，
如 果 靠 它 维 持 生 计 ，不 太 实
际。”张锦权神情有些黯然，
他表示现在市面上很多电脑
机器打印出来的已经代替了
手工剪纸，款式多而好看，关
键是批量大价格更便宜。这
是对手工剪纸这门传统艺术
最 大 的 冲 击 ，也 是 很 多 人 不
愿意学的最关键的因素。

最后张锦权表示，希望能
够 结 合 社 会 力 量 ，将 传 了 几
代 的 剪 纸 手 艺 继 续 传 承 下
去 ，让 大 家 都 意 识 到 剪 纸 传
统文化的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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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家庭影响熏陶，6岁开始学习剪纸

在学校传授剪纸技艺

剪纸演变成一种娱乐方式

空有手艺却后继无人

张锦权开始向笔者现场演示剪纸

张锦权开始向笔者现场演示剪纸。。

张锦权在刻刀刻印图案张锦权在刻刀刻印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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