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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迪，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内蒙古民间文艺
家协会会员、北京东城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会
员。国家级非遗剪纸项目“包头剪纸”自治区级传承人。生于剪纸世家，师从于母亲
郑蝴蝶，其作品继承了母亲不描不画的特点，题材广泛，寓意饱满，生活气息浓郁。

对那时候的她们来说，
剪纸是个精神寄托。

比如说，
做一个吉祥如意或是五谷丰登的剪纸，

她就觉得一定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我的姥姥和妈妈在教我剪纸的时候，同时也在
教我做人。我觉得，这是民间传统艺术的一个精华
所在。”

对于刘晓迪来说，剪纸好比生活，生活好比剪
纸。在她的艺术世界里，剪纸是一个媒介，连通着记
忆里的故乡、母亲，还有一路走来的人生感悟。

“蕙心兰质，玉指剪春”。传统的民间艺术魅力
何在？古老的中国文化在当下如何接续传承？站在
国家非遗文化项目传承人的角度，刘晓迪给出了自
己的答案。

以下是她的自述。

剪纸是母亲文化

我来自内蒙古包头，是典型的北方人。剪纸艺
术在我们家是家传，姥姥也会剪，妈妈也会剪。

我母亲是 1956 年生人，小的时候生活过得苦。
姥姥养了很多孩子，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住姥姥家，睡
的是大炕。在很多个冬天的深夜，我隐隐约约听见
姥姥还在干活，在院子拐角的灶台上哗啦哗啦洗
碗。那个时代，姥姥们、母亲们过的日子都特别苦，
但她们心里面的精神力量特别足。她们就觉得，不
管现在如何，将来的日子一定是好的。

对那时候的她们来说，剪纸是个精神寄托。比
如说，做一个吉祥如意或是五谷丰登的剪纸，她就觉
得一定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她们就觉得，我累一点
没关系，只要自己坚持下来，就能把事做好。包括用
纸剪出一个吉祥的图样，就能够帮我顺遂心意，让我
能够平平安安度过这一段，它是一个精神的支撑。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那个时候的母亲们给我的
精神财富。就是无论到什么艰难的时刻，都保持一
个乐观积极的心态。比如我在疫情期间给居家的残
疾人、老年人上课的时候，他们都学得特别认真。我
们现在都相信科学，相信疫情是一定可以被战胜
的。但通过剪纸，大家收获的是一种精神力量。

你看，我们把剪纸叫吉祥剪纸，包括剪纸的起源
也和巫术有关，有很多信仰文化的寓意在里边。包
括剪纸在内很多民间的艺术形式，都蕴含着普通人
的一个信念、一个朴素信仰。我觉得任何人其实都
需要有一个信仰，它会给灰暗的生活带来希望。

姥姥和母亲在教我剪纸的时候，同时也在教我
做人。而且很多时候，她们不是通过说教的形式，而
是自己的言传身教，让我自己领会。

我的母亲现在都是这样。她要做一件事，就付
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做好，她就觉得“我就不相信我
做不成”。我妈妈真的是一个字都不认识，但是她能
把剪纸传承做得这么好，后来自己一个人去美国讲
课，是很有聪明才智的女人。所以我觉得，像我妈妈
这样的民间艺人，更多传承的是一种生活智慧，不是
艺术本身有多么博大精深。

这种智慧和哲理，也是我现在去教授剪纸技艺、
传播剪纸文化源源不断的动力。

我跟孩子们常说，我一定要把你教得越来越聪
明，你的情商一定要高。比如遇到困难了怎么办，是
不是要一直“认死理儿”，还是学会换个角度思考问
题。其实剪纸也是一样，朝着一个方向剪不过去，我
们就得想办法换另外一个方向。我就经常跟孩子们
做这种类比。

我们这种剪纸，讲究“不描不画”。意思就是全
靠眼睛去度量。你心里有没有数，用眼睛看一眼就
知道。时间长了，拿纸闭着眼睛“咔咔”就能剪出来
了。我们现在做东西讲究精确，一定要拿尺子去量，
但艺术往往是没有标尺的。心手合一、手随心动，这
也是生活智慧。

这里也包括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道理。比如
我们小时候，妈妈们都不许我们去随便跟别人要东
西。我现在会和孩子们说，要有付出才会有收获。
我会问他们，今天学完以后你是不是可以打扫卫生，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小志愿者。劳动之后，刘老师的
剪纸就可以送给你，但是不能轻易跟人家去要东西。

这些点点滴滴的琐事背后都是我们需要传承和
普及的优良传统。所以你看，现在传统文化普及，就
是要把这些智慧和哲理一点点挖掘出来，而不只是
简单地学一个剪纸的技巧。

艺术的家乡就是手艺人的家乡

以前，在我们那个地方，剪纸是个社会需求。结
婚要贴喜字，过年要贴窗花，大门上贴、水杯上贴，到
处都可以看到。甚至评价一个女人巧不巧、聪不聪
明的标准，就看她会不会剪纸，剪得怎么样。

现在，剪纸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
传承项目了，这几年也比较受重视。剪纸课进了学
校，也培养出了一批喜欢做、同时做得比较好的手艺
人。像我母亲在内蒙古老家，也会去学校教课。生
活里，谁家结婚了也会让她帮忙剪个花样贴。但是
肯定没有以前那么流行了。

类似剪纸这种民间手工艺术，在全国各地都有，
只是体现的形式不一样。以前我们去广西培训，他
们那个地方就是做绣球；苗族的传统是做刺绣，用剪
纸做刺绣样子，用刺绣的花样和图案讲故事。这都
和我们剪纸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我姥姥那一辈传承下来的剪纸，属于黄河流
域的艺术形式，同样带有很强的地域印记。比如以
前黄河经常发洪水，到了雨季，人们就会剪一个“扫
天婆”的形象，祈求这个神仙把天“扫”干净，不要再
下雨了；半夜孩子啼哭，大人就剪一个“张果老倒骑
毛驴”的形象辟邪……像这样的作品有很多。

所以一谈到剪纸，就不得不谈我的家乡。我生
在包头，我母亲的出生地是鄂尔多斯，中间就隔着一
条黄河。我们包头是在北边，鄂尔多斯在南边，但是
当地人不说河北河南，而是叫河东河西。从东到西，
其实距离上很近，现在开车也就半个小时。但我们
小时候隔一个河还得坐个渡船，有时候我姥爷赶小
毛驴车带我回家，从早上走到下午才能到，我就坐在
毛驴车上嘎哒嘎达地走。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包头的九原区，隶属一个国
营农场。我母亲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天天在地里

干活儿，手上身上也是脏兮兮的。
真正走出家乡是在 1995 年的时候，我们接到农

场的通知，要为“首届中华巧女手工艺品大奖赛”征
集一些剪纸作品。我母亲就把自己平时做的剪纸弄
了一捆，让我父亲跑到邮局给她寄到了北京。

这一寄就得了一个优秀奖。母亲被邀请到北京
颐和园、美术馆做展览，后来还上了当时的中央电视
台。一个农村妇女第一次来北京，也是第一次见世
面。母亲拿起剪刀就剪，随手就是一个花样，把我们
家乡的这种剪纸表演得出神入化，在当时一下就轰
动了。

一赛成名之后，母亲觉得这是一条路子，就经常
往返于北京参加活动，卖剪纸，后来就留在了北京。
到了2003年左右，我也跟着来了北京，我们就在当时
的工美大厦一边剪纸、一边经营、一边讲课。开始那
会儿特别困难，没有导购，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一
天得在柜台上讲十几个小时。一天24小时，可能只能
睡六七个小时，一般是早上九点开门，晚上十点下班。

那时候虽然辛苦，但母亲干得格外起劲儿。甚

至经常为了省一两块钱的车费，晚上一个人走回
家。但是她从来不抱怨，永远的乐观知足，心态比我
都年轻。有时候在外边讲课，一讲就要一天，我都累
得坚持不下去了，能偷懒就偷点懒，她还鼓励我说，

“这比种地轻松吧！”母亲自己是很勤劳的，那也是她
们那一辈人最大的品质之一，手总是闲不下来。

有一次，一个东北的顾客过来说特别喜欢我母亲
的剪纸，想要一张“马上封侯”，篇幅又大又繁复。母亲
就一个晚上不睡觉，给他剪完了。第二天那个人就特
别满意，之后的好几年还联系我们、记得我们。

我觉得，母亲后来能在北京扎根立足，很大程度
是得益于我们当地这种朴实厚重的品格，就是人家
敬我一尺，我一定还他一丈，从来不欠人情，实实在
在，不会弄虚作假。这一点上，无论从家乡走到哪
儿，母亲都没有改变。

愿意尝试一些自己没做过的事

一路走来，一直到2012年左右，这段在工美大厦

经营的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也
为我后来的传播传承工作奠定了基础。

卖剪纸的时候，我和母亲都没想那么远，就是每
天把眼下的事情干好。时间一长，我心里就慢慢有
了一个计划——把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提炼总结起
来，出版成书，让更多的人看见。

其实在 2008 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经营剪纸的
收入已经比较稳定了，工美大厦的一小节柜台也变
成一长溜了。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们这一脉的剪纸
艺术，一直都是口传心授，很少有手艺人能够做系统
性的总结和提炼。但我觉得，出版成书是让艺术形
式得以广泛传播、接续流传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也是
我心里一直向往的事业。

那个期间，在工美大厦附近有一个左宗棠故居，
后来改成了女青年会培训学校。因为离得近，我经
常去给孩子们教课。学校里有其他老师做的那种小
册子，我看了就很受启发。到了后来去清华国际附
中教学的时候，我就逐渐有了档案意识，平时会把自
己教学的内容都记录保留下来，包括一些图片、总结

的方法，都归档整理好，为出书做准备。
到今天为止我出过两本书，一本是《会讲故事

的吉祥剪纸 中国剪纸艺术的教育性传承》，第二本
是《不描不画学剪纸》。以我的经验来看，把自己的
经验和技艺形成文字，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总结
和提炼，我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

后来有了疫情，出国交流的活动都停了，有很长
一段时间学校也没办法开课。但那段时间里我的工
作没停下，反而比以前还忙：上午做小视频，中午开
始准备直播，下午就给学生上网课，这样的节奏，我
坚持了几个月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我能做得了这么多事，不是因为我
多有本事，而是继承了我母亲和姥姥的那种坚持。
从我内心的信念来说，我想做好一件事情，我就一定
会在这件事情上下功夫。塌下心来把时间和精力投
入进去，这件事情才可能做好。

你看，我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到后来自己学着
剪片，在抖音上的粉丝也蹭蹭涨了几千个，剪辑软件
也基本都会用了；一开始直播，感觉露脸都不好意
思，只录手的动作。后来出镜了，一讲也能讲几个小
时。你看我现在手机上有很多上网课的软件，腾讯
视频、钉钉、企业微信，我都用了个遍。只要工作需
要，我都会去学，一点儿都马虎不得、懒不得。

我是愿意尝试一些自己没做过的事。你看，咱们
做一件新事情的时候，其实都会害怕和胆怯。特别是
有一些挑战性的工作，甚至还要抛头露面。自己能不
能行，我也经常在心里打个问号。但我觉得最后都能
做下去的原因，很大程度也是因为继承了我姥姥和母
亲她们身上的那股劲儿，就是敢闯、敢干。

到了今天，我也常常教育我女儿。我会跟她讲，
一件事情只要你愿意去做，你就去尝试一下，如果经
过了一番努力你就做成了，说明你是这块料；但假如
你费了半天劲儿快把老命都搭上了，这件事还做不
成，你就放弃，说明你不是那块料。但只要是尝试
过，无论做没做成，你肯定会有所收获。

我现在做的工作就像是广撒种子

说起传承的问题，我觉得我的想法是比较开
放的。

像我女儿正在读大学，学的是金融专业。从小
也是看着我和母亲剪纸长大的，我在清华国际附中
教课的时候，她刚好正在放假，跟我系统地学了一
段时间。经常是我在讲课的时候，她写完了作业就
跟着我剪。女儿大二的时候，学校有剪纸的比赛，
她挺着急地让我给她寄剪刀和纸，我也给了她一些
指导方法，结果还得了个二等奖，奖品是一个电动
牙刷。

虽然因为我们家传的关系，女儿在这方面接触
的挺多，但我并没有要求她必须专门去学，也不必专
门去从事这项事业。

其实对于任何来学剪纸的孩子，我的态度都是
这样的。传统文化给人带来的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
升，是一种熏陶，不是非要变成一项主业。包括我对
青年、中老年学生都会这样说：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兴趣爱好来学习，在你工作或生活压力大的时候，你
可以用它来解压，能做到这个程度就够了。

我觉得艺术和文化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很多都
是潜移默化的。就像我的姥姥、母亲对我的言传身
教一样，我教课、出书，这些事情本身对我女儿都影
响很大。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大课堂，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生活方式。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我更多的是
让她自己去琢磨、去碰壁，不去给她太多方法上的
东西。

很多人可能会提出一个家族技艺怎么延续的问
题，我自己这一两年也常常在想。站在大局上看，这
也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民族的瑰宝怎么传承下去
的课题。

我觉得，我们中国剪纸是个内涵特别丰富的
艺术形式，本身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我现在做
的工作就像是广撒种子，而且在我过去每个时期
都在做。回头看看，我在不同的年龄段讲出来的
东西是不一样的，讲的内容也都是我自己对于过
去生活的积累和感悟。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进
步的过程。

像我在 10 年前教的东西和现在教的肯定是完
全不同的。这和当时我的人生阅历、思想感悟关
系很大。而且你会发现，不同的剪纸老师带出来
的学生，他们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学到最后，学
生的为人处世和他的老师都很像，这是个挺有意
思的现象。

比如像我们包头剪纸，其实我们的名录下面人
很多，有些可能风格大致相近，但细分起来还是有
很多区别。包括不同时代的民间手艺人，他在理解
生活、理解剪纸上面有差异，做出来的作品也会不
一样。

所以我觉得，民间艺术传承和文物器物的留传
不一样。它永远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过程。因
而传承不能局限在手艺人非得让自己孩子学，好像
要继承一个“王位”似的。我和母亲现在做的工作，
包括去学校授课、总结成文字、形成视频让它去流
传，目的都是培养一批真正喜欢这种文化、这项艺术
的人，继续往下传递就好了。

你看今天我们上课的时候，有些学生就会拿手
机录屏。原来我们不允许录，怕有些珍贵的资料外
流了。但是到后来就觉得，网络时代嘛，传播就传
播。因为艺术本身在不断进步，过去的东西也不是
永恒的，传播出去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价值。

包括在收徒的问题上，母亲和我从来没有正式
收徒弟。因为我们觉得收徒是很重大的一件事，你
要对徒弟负责。所以我们在教课的过程中，一直明
确的是师生关系。在学生来学习的这段时间里，我
们给过他一些方法或启发，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
至于他在我这里打下根基之后，又有了怎样的提升
或成就，最后他可能忘了我是他老师了，我觉得也没
有关系。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陈艺娇整理 本文采
写得到中国文联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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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迪和母亲合影。 小学教学。

“玉兔捣药”“金玉满堂” “悬壶济世 众志成城”

教学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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