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将迎来 70周年国庆， 奚小
琴已在构思， 要创作一个大型作品来
歌颂新中国的成就和改革开放给人民
带来的幸福。 是用传统剪纸、 立体剪
纸，还是镂空剪纸等新型剪纸，她还没
想好。 但以一纸一剪来表现对共和国
的深情是一定的。 奚小琴曾说：“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一个历史流传下
来的技艺操作过程的传承， 这个一旦
失传，也许就永远没了。 所以，我们要
薪火相传。但另一方面，传统艺术的生
命贵在创新。 ” 这是她对传承的新诠
释。我想，非遗文化项目同时有着无穷
的市场活力和开发潜力， 能否让它在
装点城市文明生活的美丽中， 转化成
一种崭新的表现力。我们真的很期待。

一纸一剪总是情

采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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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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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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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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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大师慧眼识“金”

奚小琴的父亲曾是军人，对琴棋书

画十分爱好，他成了奚小琴走上艺术之

路的启蒙老师。父亲让女儿拜水彩画家

李咏森和冉熙为师学习绘画。

机会给了有准备的人。1973年，上

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为培养年轻人，来到

共青中学挑选学生，老师一眼相中了奚

小琴。第二轮考试，奚小琴画了一幅“养

鸡”人物画。于是，她被剪纸组留了下

了，看中她的正是有“江南神剪”之称的

特级大师王子淦。1933年，王子淦从南

通来到上海，从剪制女子绣鞋花的“花

样”开始，将民间实用艺术转化为装饰

艺术。他博采众长、不断创新，成为海派

剪纸的代表人物。因上海剪纸源于鞋

花，故以花鸟走兽为主要题材。王子淦

看中奚小琴，意在发展上海的人物剪

纸。正是这位大师的慧眼识金，使后来

奚小琴在这个艺术门类脱颖而出，并成

为今日的掌门人之一。

吃三年萝卜干饭，甘坐冷板凳，奚

小琴苦练基本功，她说，她现在有“一眼

准”的功夫，全是那时练下的。十年后，奚

小琴终于成才。她不仅融会贯通，更努力

地实践了王大师“求新求变求发展”的

创新理念。她的剪纸慢慢走向成熟。

对于自己的高足，王大师在为奚小

琴参加 1992年日本长野展出的推荐信

中这样写道：（她的剪纸）“既有民间传

统，又有时代气息。特色是取题有趣味

性，富有生活气息，造型活泼，构图匀称

美观，用色和谐，为我学生中佼佼者。”

为有源头活水常来

生活是奚小琴创作的源泉。大自然

的日月星辰、江河湖海、飞禽走兽、瓜果

菜蔬；申城的大厦高楼、大街小巷、车来

人往，甚至农贸市场，都入了她的剪纸。

其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技艺精湛，

在上海及全国会展中连连夺冠。很快，

她的作品走出国门，在海外赢得荣誉。

1981年，上海市外办组团到美国参

加“休斯敦艺术节”。上海剪纸表演在休

斯敦、旧金山、新奥尔良等六个城市大

获成功。2004年夏天，奚小琴随上海群

艺馆赴巴黎参加“中法文化年上海周”

展演活动。在都日丽公园，观看表演的

观众排起了长龙，大家都等着奚小琴给

自己现场剪个人像。

奚小琴善于学习借鉴。2010年上海

世博会让她大开眼界：整个波兰馆就是

个立体的波兰剪纸；瑞士馆礼品店里的

剪纸花纹水笔、墨西哥馆里的剪纸明信

片让她喜爱不已；安徒生也会剪纸，丹麦

馆的徽章就是按照安徒生的剪纸设计

的。当然，这样的大舞台她不会错过，她

也要尽情展示上海剪纸的风采。

石库门里上海风情

上海的石库门建筑在中国近代建筑

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在奚小琴工作

室的墙上，挂着一组上海地标建筑的剪纸

作品，其实这组作品萌发于二十多年前。

上世纪八十年代，华亭宾馆的建成

令人瞩目。受邀为这座五星级宾馆设计

剪纸纪念品的奚小琴创作了一组六幅的

上海建筑，“石库门”就是其中之一。2010

年，世博会在上海举办，奚小琴为此设计

了一套上海风情剪纸。她按交通、文化、

历史等类别从上海优秀建筑中选了三十

座加以设计创作，将浓浓上海情倾注于

剪纸中。经相关部门审核，其中十八幅被

定为世博特许产品。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地是一座典型的石库门建筑。中共一大

会址也成了作为海派剪纸传承人的奚小

琴创作的题材之一。2010年 7月 1日，

世博上海馆举行了隆重纪念仪式，并发

放纪念品———由奚小琴设计和制作的剪

纸《上海风情》。作品以中共一大会址为

原形，简洁的线条将古朴内敛的石库门

勾勒得清晰而庄重，中国共产党诞生的

厚重感跃然纸上。

创意不停创新不止

奚小琴告诉我，曾多次有这样的趣

事，来参观的老外在地上搜集剪下的“残

骸”，还如获至宝似的收藏起来。原来剪纸

时连续不断剪法形成的一个阴刻外形也

很形象。后来，奚小琴与师兄赵子平将剪

下的外形贴到作品上，由此“阴阳剪纸”应

运而生。电视中云南傣族姑娘在河边洗

完头发后旋转起舞，秀发随之飘飞。这样

的动感美也触动了奚小琴的灵感，但平

面剪纸是不善表达的。咦，剪纸通过折叠

不也能让她站立起来吗？就这样，立体剪

纸《舞》诞生了。“镂空摆放剪纸”———一

个名为《富贵龙》的新作在我的面前：剪纸

的图形已被镂空，镂出的图形放中间，镂

掉的图形随机放在周边，镂掉形与镂出

形同展现于画面，热闹丰富感由此而生。

奚小琴的探索和创新没有停息。

2009年 6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

奚小琴被授予“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称

号。同时，她也成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海派剪纸艺术代表性传承人”。

奚小琴说，传承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没有退休可言。所以，传授技艺成为她

近年来最主要的任务。上海视觉艺术学

院、上海工艺美术学院、上海农林职业技

术学院等是她经常授课的院校。而徐汇、

静安、奉贤等区又是她与社区百姓互动

的区域。发挥余热的她，忙得不亦乐乎。

剪纸，是一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

特别是海派剪纸，更有海纳百川、与时俱

进的特点。2018年初，应徐汇区非遗办

的邀请，奚小琴创作了大型剪纸《繁荣昌

盛》，她以飞鸟、鲜花、天平等为素材，将

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硕果累

累巧妙地表现，将一派大气谦和与繁荣

昌盛的景象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生肖是剪纸的常用题材，在送别狗

年迎接猪年之际，奚小琴把正在制作的

《福猪拱门》向我展示：头戴蝙蝠的肥头

大耳的福猪，拱开了“喜鹊临门”，象征开

门大吉。传统的吉祥图案中融入了一派

喜气洋洋的新意。她高兴地说，它已被定

为在朱屺瞻艺术馆展出。

老老琐言

    我有个年已古稀的朋友， 一年

中，不是请人吃饭，就是请人看戏，相

当频繁。

一次，我实在憋不住，问他：“干

吗这样？是不是钞票太多了？”他不假

思索地回答：“钱倒不见得多，但我明

白：赚钱就是用的。有钱不用，何必赚

钱？ ”这是一层道理；接着他又说：“我

请人家吃饭、看戏，不是让人家记我

情、感谢我，而是让自己高兴。 你想，

现在谁稀罕吃你一顿饭看你一出戏？

人家肯来，说明对你认可，于是我就

觉得很体面，很有成就感。”过了一会

儿，他顿了顿，认真地说道：“其实，开

心，有时是要花钱买的……”这又是

一层道理。

关于老年人怎么合理地花费辛辛

苦苦积攒的钱，众说纷纭，像这位朋友

的说法，我却很少听到。 毋庸讳言，一

个基本的事实是：那些过于节俭、舍不

得花钱的老人，往往朋友很少，生活

枯燥乏味，幸福指数不高。 也许他们

从来没有想明白过我朋友说的道理。

世上有没有不花钱而能获得快

乐的？ 当然有！ 只是，我们要承认，很

多时候，获得快乐也是需要花钱的。

上海，汾阳路太原路交界处，一座被

老上海人称作“小白宫”的建筑令人瞩目，

这就是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所在地,如

今这里又多了个名称：上海工艺美术博物

馆。我要访问的上海工艺美术大师奚小琴

此刻就在那间挂着“剪纸”标牌的工作室

里。戴着花镜的奚小琴操弄着剪子，纸旋

刀转，剪子在镂空的花纹上翻穿，顷刻间，

一阴一阳两只小狗“脱颖而出”。她拿出衬

纸粘上，一对栩栩如生的双狗应运而生。

1956年生的奚小琴已退休，作为非遗

项目“上海剪纸”的传承人，研究所返聘了

她，为传承和弘

扬这门艺术，也为

了培养接班人。谁

知这一剪，六年过

去了，她笑言，我

一刻也停不下来。

▲ 王子淦大师（中）指导奚小琴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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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奚小琴制作《福猪拱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