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郑树林的剪纸社区活动有声有色

    “上海花样经”是 2006 年首

批上海市非遗，多年来，得到了杨
浦区文旅局、区文化馆的大力扶

持。郑树林重传承，周一到周六
都不休息。从 2008年 4月开始，

他便在长海路街道开设了免费
的线下培训班，每周定时开课，坚

持整整 12年。

朱兰萍是从开班一直学到现
在的学员。在成为郑树林的学生

之前，她便喜欢剪纸。学了十多
年，她偶然在报纸上知道了郑
树林，便赶来求学。“跟着郑老

师，才算是‘打开了剪纸艺术
的大门’。”

因为之前握

剪刀的姿势不对，朱兰萍的手上

还留着几个老茧，她说：“之前还
要厚呢！在这里学了十二年，反倒

消下去了一些。”郑树林还告诉
她，剪“团花”是比较讨巧的方法，

要想踏实地磨炼剪纸技巧，创作
更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就要一刀

一刀、一转一折，自己剪出来，正

所谓“小转折，大乾坤”。
有了几位像朱兰萍这样的学

生之后，郑树林将目光放得更远，
在更大范围、尤其是年轻群体中开

展艺术普及活动。他让学生们去小
学、少年宫开课，自己在旁指导，一

方面在孩子心中种下兴趣的种子，

培养剪纸传承的后备力量，一方面
也提高学生的教学能力，让他们成

为剪纸传承的“星星之火”。
郑树林总说自己只是一名手

艺人，“以前做手艺，就是师傅传
徒弟、徒弟传徒孙，既要把剪纸的

花样、方法传下去，也要把艺术的

文脉、根源传下去，这一直是手艺
人该做的。直播是个特别好的东

西，它让我的声音传到千里之外，
也让很多有心学手艺的人找到入

门的机会。”
本报记者 吴旭颖

手记记 者

    和大多数老师不同，郑树

林教剪纸的第一堂课是从握
剪刀的手法教起。 剪刀要“打

松”到可以晃动的程度，剪起
来才不费劲；大拇指指腹扣在

剪刀握把上，微微一用力就能
打开剪刀；剪的时候剪刀不能

垂直，而要向外倾斜，剪出来

的纸才不会露出切口，更显饱
满……剪了 40多年的纸，郑

树林手上一个茧都没有，全仰
仗传统剪纸的“老规矩”。

老规矩，一点没错。但是，

要想让剪纸这门老艺术生出
新活力，光有旧时的规矩还不

够。好在，郑树林够潮。 “剪纸
本来就来自民间，是大家生活
中的东西，怎么能不随着生活

的变化而变化呢？技法上是传
统的，但是题材一定要‘潮’。

只有年轻人喜欢了，才能‘活’

起来，才能被传承下去。 ”潮，

不仅仅是开拓剪纸可剪的素

材， 还在于把剪纸带到更广

阔的天地里去。 郑树林还在
上海体育学院绿瓦书店举办

普及讲座， 吸引大学生了解
剪纸、 爱上剪纸。 听完第一

讲， 就有学生跑来告诉郑树
林，想要买一把自己的剪刀，

潜心学习剪纸。

“练摊”本来就是郑树林

日常活动的项目，如今也被加

到抖音直播中。 他说：“我一
直认为， 手艺人就得 ‘接地

气’，不能只做展厅里、赛场
上的‘艺术家’，要走到普通

人生活中‘卖艺’，让更多人
看到，传统艺术是活着的，是

有市场的。 ” 吴旭颖

    一面守住传统，一面拥抱时

尚。年过六十的郑树林讲起年轻
人喜欢的动漫、游戏来，竟也如数

家珍。“像《剑网三》《王者荣耀》这

些中国风游戏很适合剪纸创作。”
郑树林的粉丝当中，就有一

批年轻的《剑网三》玩家。几年前，
郑树林与游戏制作公司西山居达

成了固定合作，每回《剑网三》有

活动，郑树林都会为玩家表演剪
纸。他的剪纸在这群国风游戏爱

好者中相当抢手，很多游戏知识，

也是玩家告诉他的。郑树林工作
室里保留了一套《剑网三》游戏门

派标志的剪纸作品：“苍云”的云
纹上立着一面盾牌，“藏剑”则是

三把宝剑交叉……郑树林将门派
的名称与标志剪在一起，它们通

过剪纸的呈现变得古色古香。
抖音直播也是郑树林拥抱时

尚的重要一步。今年 5月起，“郑
老师”每晚八点开播，短短 6个月

的时间已经拥有了 400多位固定

的学生。他们中有的加了“郑老

师”微信，每天都要交几张作业，
有的已经“出师”，在当地社区做

起剪纸老师。最近，随着教学难度
的增加，有人反映跟不上进度，郑

树林便将课程调整为一、三、五晚
上，空出练习时间。

除了教学，郑树林还决定跟

紧潮流，在直播中加入“带货”。

“带货”最开始是应观众要求———
郑树林每次随手剪的花样，大家

都希望能买下来收藏。“既然如
此，不如做几个更好的作品给大

家。直播带货如此火爆，别人带
货，我们就‘带作品’吧！”

潮了 就活了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Culture & sports

首席编辑 /华心怡
视觉设计 /竹建英

2020 年 11月 18日 /星期三

13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郑树林的抖音直播间，剪纸不仅能
剪花鸟鱼虫，还能剪王者荣耀———

里的花样经
上海剪纸以前叫作“花样”。一把

剪刀，在“上海花样经”非遗传承人郑
树林的手里比笔还要灵活。短则几十
秒，长则两分钟，一件精巧的剪纸作品
便能从他的手中诞生。剪着剪着，郑树
林还唱了起来，婉转的沪语小调和手
上功夫相得益彰，一心二用也不受影
响，令围观者啧啧称奇。这便是近日
“郑树林剪纸”抖音直播间里的场景。
边唱边剪的上海“花样经剪纸”，吸引
了全国各地的传统手工艺爱好者效
仿，带起了一股“剪纸热”。

    走进郑树林（见上右图）位于

杨浦区长海路街道的工作室，满满

两墙的古籍映入眼帘，让人觉得仿
佛来到了一座剪纸博物馆。随手

拿起一本，就是出版于清朝或者
民国时期的“古董”。这是郑树林

40年从业生涯中一点一滴收集而
来的。平时，他会联系各档案馆、

高校，查找资料。每年春节，剪纸

艺人出门摆摊的时候，他就跑到
各地寻找剪纸大师，打听口口相传

的故事。今年疫情出不了门，他便

开始系统地整理这些资料，准备把
上海剪纸的文脉整理出来。

“上海剪纸以前叫作‘花样’，
因为最开始就是剪出来做鞋和衣

服上的花样的。剪好的纸铺在布
上照样子绣，绣好一碰水纸就化

掉了。”“一次剪出两个花来的方

法被很多人叫做‘阴阳剪纸’，但
‘阴阳剪纸’指的是巫术用的剪

纸。这种剪法有个更好听的名字，

叫‘一剪双花不着地’。”无论线上

线下，郑树林剪纸时总会穿插介
绍许多传统剪纸的“冷知识”，一

来避免观众觉得枯燥，二来也展
现他剪纸创作的理念———传统的

根，便是创作的魂。
传统是前人的智慧。郑树林

说：“剪纸的花样有无穷的奥妙和

变化，正确的方法又能让我们剪
多久都不累。这样，大家自然能保

持兴趣，长久地剪下去。”

花样

扫码看“花样经”

传统的根 创作的魂

拥抱时尚 活在当下

千里之外 也能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