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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剪花人-刘静兰》

前言

活着的遗产——关于民间文化传承人的调查与认定    冯骥才    人类一边前进，一边把它创造的精神财
富留在遗产里。这种遗产就是文化遗产。文化遗产的存在形态极其丰富和繁复，当代人共同认定的区
分方式是分为两大类，即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是物质性的、静态的、看
得见摸得着的，以物为载体的，它首要的价值是对远去的历史文化作确凿的见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主
要是非物质的、无形的、活态的，以人为载体的；它依靠人的口传心授而世代相传，因此它是活着的
历史，也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自觉地传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就是传承人。他们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主角。在人类尚没有“文化遗产”的概念之时，广大民间各种世代相传的文化中，唱主
角也是这些传承人。他们就是数千年来一直活跃在民间的歌手、乐师、画工、舞者、戏人、武师、绣
娘、说书人、各类高明的工匠以及各种民俗的主持者与祭师。这是一种智慧超群者，才华在身，技艺
高超，担负着民间众生的文化生活和生活文化。黄土地上灿烂的文明集萃般地表现在他们身上，并靠
着他们代代相传。有的一传数百年，有的衍续上千年。这样，他们的身上就承载着大量的历史讯息。
特别是这些传承人自觉而严格地恪守着文化传统的种种规范与程式，所以往往他们的一个姿态、一种
腔调、一些手法直通着远古，常常使我们穿越时光，置身于这一文化古朴的源头里。所以我们称民间
文化为历史的“活化石”。    传承人所传承的不仅是智慧、技艺和审美，更重要的是一代代先人们的
生命情感，它叫我们直接、真切和活生生地感知到古老而未泯的灵魂。这是一种用生命相传的文化，
一种生命文化；它的意义是物质文化遗产不能替代的。    有史以来，中华大地的民间文化就是凭仗着
千千万万、无以数计的传承人的传衍。它们像无数雨丝般的线索，闪闪烁烁，延绵不断。如果其中一
条线索断了，一种文化随即消失：如果它们大批地中断，就会大片地消亡。    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基本上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可是当前人类的文明正由农耕文明向现代的工业和商业文明转型。工业和
商业文明要根本性改变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民间文化是一种生活文化，它必然首当其冲受到j
中击和排斥，一部分被工业文明淘汰掉，一部分被商业文明转化为商品。这是全球性的问题，无论多
么古老迷人的文化也得不到豁免权。我们所面临的这种转型又与急转弯式的社会变革紧密相关。工业
和商业文明几乎是横向地“杀入”农耕社会中来。看上去，它更像一种文明的宰割。随着快速进行的
乡镇农村的城市化、生活的现代化，原先固有的文化便被视为时代的弃物而撇在一边。在人们迟迟没
有把农耕文明的创造当作遗产时，它们就已经支离破碎，大量地飘失与流散了。    其中最令人忧虑的
是传承人的锐减。其原因，或是传承人年事已高甚至离世而去；或是无人承续，后继乏人；或是后人
弃农经商，进城打工，改换身份等等，都致使传承线索的中断。这是今天我们深感中华大地的文化曰
渐稀薄甚至空洞的原故，也是我们要尽快认定和着力保护传承人的根由。    保护传承人的前提是认定
传承人。对传承人全面、细致和快速的普查又是认定的前提。    此次展开的对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民
间文化传承人的普查，得到中宣部的直接支持，定名为“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和命名
”。该项目属于中国民协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一项重要与核心的工作，起始于2005年3
月。项目对象是杰出的民间文学、艺术、手工技艺和民俗技能传承者四大类。这些传承人应是技艺高
超、历史悠久、传承有序，并为某一地区特有的民间文化传承人的优秀代表。    由于这项工作事关对
历史的总结与今后的保护与传承，规范性、程序性、严格的学术鉴定和认定是必须遵循的工作原则。 
  对传承人的调查是在正在进行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性的田野普查中展开的。经过近两年有条不紊的
工作，已产生第一批“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凡4大类164人，都是经过普查发现、申报推荐、
专家鉴定、调查核实和网上公示等严格的程序才最终被认定的。他们是中国民间文化各个领域中杰出
的传人，是活着的历史精华。传承人在得到了国家一级评定标准认定的同时，他们所传承的文化也被
认定。中华文化的家底在他们身上被一件件认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也被具体地锁定。    为
了使这项关乎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工作得到更确凿的延伸，我们对所有认定的传承人生活的文化背景
、地域特征、民俗习惯及其传承史、口述史、技艺过程、艺术特点和代表作，按照统一格式进行进一
步的调查与整理，建立完备的档案和数据库，并以图书方式加以表现。本书即是其中的一种。    四    
必须强调，尽快调查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对传承人之所知十分有限。
对其保护的力度，抵不上它消失的速度。    在这第一批传人的调查中，就多次遇到过闻讯而去，却已
人亡艺绝的憾事！特别是这批传人经过专家鉴定的是166位，但在评定与公示的过程中又有2位辞世，
目前在世的是164位。超过80岁的9位，年纪最大的是纳西族东巴舞者习阿牛(93岁)。    一旦失去传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存在了。传人去后，只有遗存。遗产的非物质性就转化为物质性的了。因此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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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遗产比物质文化遗产脆弱得多。它的关键是传人的脆弱。所以，抢救性的普查、科学认定以
及切实有效地保护传承人，才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我们留给后人多少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看我们查清、认定和保护住多少杰出的传承人。如果失去传人和传承，这些遗产只有一个归宿，那
就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博物馆，并永远沉默着。    这是巨大又细致的工作，是不能绕过又十分艰难的工
作，并且是必须亲临田野第一线的艰苦工作。但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工作。    这桩至关重要的事刚刚
开始，愿更多的人投入其中。    200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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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红川著的《草原剪花人--刘静兰》为《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个人卷）》丛书之一，是为生长
于内蒙古大草原的商都县剪纸杰出传承人刘静兰写的传记。草原剪花人--刘静兰共分为七章，分别是
地域·“水漩”商都，身世·剪纸传人刘静兰、生长的土壤·商都老窗花儿与民俗生活、范本·商都
老窗花花样集粹、传承·商都剪纸艺术的延传与发展、评价·官方与社会的认同、自述·商都剪纸传
人口述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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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地域·“水漩”商都  一、商都县  二、商都县城  三、五台滩上的高家村  四、村人们的生活  
五、土寒窑、老窗户  六、剜窗花的人们第二章：身世·剪纸传人刘静兰  一、从郑油坊到高家村  二、
郭婶婶的一把剪刀  三、骑白马的铁姑娘  四、第二故乡--包头  五、抹不去的哀伤第三章：生长的土壤-
商都老窗花儿与民俗生活  一、老商都的年节风俗  1.腊月二十三扫房糊窗户  2.春节中的窗花旺火  3.正
月十五闹元宵  4.清明节扫墓“蒸寒燕儿”  5.端午节戴符镇五毒  6.十月初一送寒衣  7.传统婚俗之花  8.
葬俗祭奠之花第四章：范本·商都老窗花花样集粹  一、老窗花样子的收集  1.“十”字符号--人类最古
老的复合式纹样  2.羊顶灯  3.老鼠爬杆--草原鹿石太阳崇拜的变体图形  4.鹿回头--连绵重生的吉祥图符 
5.鹰踏兔--来自草原的阴阳相合纹样  6.动物卧盘  7.猫儿卧窗台  8.猴坐登、猴子吹呜儿哇  9.手拉手娃
娃--中华民族胜利的图腾  10.娃骑鸡、鸡*麦穗子  11.狮子踏鼓、狮子滚绣球  12.蒙人骑骆驼、骑马扛枪
、拖拉机  二、商都剪纸的艺术特点  三、商都剪纸--多元文化荟萃的艺术结晶第五章：传承·商都剪
纸艺术的延传与发展  一、口传身授拓老样  1.传统老窗花样的熏拓方法  2.剪窗花方法  3.天圆地方外加
皮裤裆  4.老窗户的粘贴方法  二、剪纸大师的炉炼.  1.商都民间剪纸的传承.  2.包头学艺  3.剪纸艺术家的
成功  三.精湛绝伦的剪纸手工技艺  四.有一些喜悦有一些忧第六章：评价·官方与社会的认同  一、专
家鉴平  1.靳之林教授  2.阿木尔巴图教授  3.冯真教授  4.乔晓光教授  二.荣誉与交流第七章：自述·商都
剪纸传人口述调查  一、刘静兰访谈  二、郭婶婶访谈  三、郑佃吉访谈  四、肖志锐访谈  刘静兰各时期
代表作品及参展获奖情况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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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家村村民吴翠花说：“我们的生活一直就寡，就是种点地，年限好嘞，下点雨，人们就脚踏脚过日
子，这会儿种甜菜，浇芹菜用大量的水，老遭年限，原来这儿不能盖房全是湿卜子，现在都干啦。一
不下雨，就遭年限啦，人们就没办法，七抓八挖的，遭了年限牲口也没草了呀，不养活牲口没钱呀！
打工撅芹菜才几天，赶冬天就没办法就不知道咋过了？没厂矿没地势，没一点儿出路。以前的日子和
这会儿差不多。家合儿(家里)生活不了，就想起个走，外头也就是挤擦(凑合)地活。年轻人们去外头
抓挖点钱，我们这六十来岁了，做营生倒没人热色你啦！没办法就脸皮厚点儿挤擦进个做点营生，不
吃香。可以些儿的人家养下两个女子，我们这养下两个小子难死啦！负担重了！我们不舍得花钱，吃
饭就捏点莜面，蒸点馒头，把这疙瘩白菜(圆白菜)切烂，搁上点儿咸盐，搁上点儿醋。平时甚也不买
，看亲戚花上七八块钱买上袋奶粉。顶多处居的好，亲的，买上两袋奶粉。老了也就靠这两个手，扑
楞的快了有点儿零花钱。”    “笃芹菜”挣钱也很难，芹菜笃烂了老板不会给算工钱的。“笃芹菜”
付的是现钱，笃好了，一年能挣个三百来块。田里的露水使她们全身都是泥，露水里含有农药，一位
聋哑妇女给我比划着说她身上、肚皮上起满了红疹子，很痒痒，挖破后就结了痂。    高家村的男子大
多娶尚义、兴和等地的女子为妻，本村的女子大多远嫁外村或他乡，这已成了一种约定俗成。村里这
会儿都是“一孩儿化”，即独生子女。1982年的时候，村里实行“一对儿夫妇生一对儿”的计划生育
政策，但刚开始实施此政策时很难，甚至要强制拉柜、没收电器、拆房。到了1984年社改乡时，计划
生育政策继续，并提倡“只生一个好”，控制的手段主要是宣传教育与罚款并举。现在人们觉悟了，
想生第二胎的很少，一是不愿意增加生活负担，二是改革开放后年轻人思想更开明，都想出去闯生活
，而且养儿防老的观念日渐淡漠。    《商都事情》记载：“七三二年十二月(时间有误，待查)记载第
三区天主教私立小学，高勿素乡，四年级，十六名学生，教员四名。”而现在，高家村的孩子大多去
商都县城住校读书，离高家村仅一里之遥的郑油房村有一所小学，只有一名老师(有国家编制)，这所
小学原有11名学生，现有7名学生，这位老师一个人承担语文、数学、体育课。    仿佛前后学校教育的
规模区别不大，但其内涵却有很大的差别，民国时期学校少的原因是“商都本蒙荒初辟之下县，风气
蔽塞，文化落后，人民智识薄，对子弟入学，除少数知识阶级稍加注重外，其余大都漫不注意，⋯⋯
民国十五年⋯⋯只有县立高小学校一处，⋯⋯自二十年至二十四年经官绅数年努力之经营，始恢复二
十处，城内添设女子小学校一处⋯⋯”(朱之一编：《商都事情》，第251页，民国25年)而现在农村学
校少的原因是孩子家长太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了，他们几乎都只有一个孩子，都希望孩子能到更广阔的
天地中去发展，因此，他们想尽办法也要把孩子送出去接受更好的教育。    高家村和周边其他的村庄
一样，医疗条件很差，庄户人病了一般不看病，有个头疼脑热的扛一扛就过去了，村里虽有赤脚医生
，但看不了大病。乡里有卫生所，那得走很远的路，条件也很简陋，有重大病症还得到县城去医。从
十八顷嫁过来的一个年轻媳妇，好像得了软骨病，村人们说：“长得肉蛋蛋儿的就是不能做营生，养
了两个娃娃，穷！病了喝不起奶子。”2006年村里有了合作医疗，一人一年交十块钱，县里头补助二
十，中央财政补二十，大病有了保险。有大病去外地治疗报百分之三十，在县城看报百分之四十。无
论怎么不方便，有了这一制度，人们的心中总算是踏实的。    这里的文化生活很贫乏，村里的留守人
员大多是妇孺老幼，下午三四点钟农活就基本干完了，老乡们聚在村口的阴凉地闲坐着，拉闲话。几
个老人偶尔坐在一起摸一摸“毛鱼子”(一种古老的细长型纸牌)。    我们去看望刘静兰的剪纸启蒙师
傅郭婶婶，她家中就老俩口，种着八亩地，今年大旱没收成，年底只有六百块的“一孩化”补贴。郭
大爷说：“下雨漏了，抹房顶抹不行，拉土没劲气，雇四轮车又没力气，有钱的人房上扣瓦，咱们扣
不起蒙上塑料纸也不漏啦。没东西，没办法。”村长说：“我们这个村子，留下八十来口人，七十岁
、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就有二十七个哩。都养活的了。”    村中没有祠堂、庙宇，只在村南头田间路畔
的坡地上有一座3平米大小的小庙堂，内中只供一石头，村人们称这为龙王庙。还有不及鸡窝大的小
庙堂，内供土地神，也只是在木牌上写“土地神”三字了事。听村民说水泉梁村原来盖了一个小的龙
王庙，但盖了庙后天仍然不下雨，后来就把它扒倒了。    村里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摩托、农用
拖拉机，平常村民都不太方便进城，一般日用品都由当地的喇叭车送货上门，这种喇叭车通常是在中
型运货车的后马槽上焊上铁架子，再用白花铁皮包成一个大货房，货房侧面对开两扇门，打开门后，
所有货物都展现在眼前，整齐地码在货房架子上，衣服、调料、烟酒糖茶、洗漱用具应有尽有。这辆
货车每天绕各村转一圈，一到村口，车顶上的两只高音喇叭就不停地播放流行歌曲和叫卖的声音，村
人们都围上来，有需要的就买上些。另外还有一辆私人承包的长途车按时按点到高家村接送人。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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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虽然不太到县城里，但他们一直与县城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秋天，村人将自家产的农产品拿到
县里摆摊出售，又快又能多挣钱；春节时办年货，县城里比村里货全又集中；有办法的人家都将孩子
送到县城读书，县城有医院，医疗条件比村里强，村人患了大病大多到这里医治。县城是乡村的窗口
，是走向更广阔天地的中转站，现在乡村里的年轻人都希望出去闯生活，有的就在县城落脚，希望改
变生活状况。五、土寒窑、老窗户    商都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间布山间盆地、丘间宽谷、波状高原
和冲击平原，海拔在1300一1600米之间。这里气候不是宜人的，几乎是恶劣的。这里属于中温带半干
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在3.1C。春季刮大风，会有沙尘暴天气，当地有句谚语形
容：“光秃秃的山坡不长草，风刮石头遍地跑。”P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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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经过一年半的时间终于结稿了，这本书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写成的。内心的感觉始终不
能轻松自如，原因有两，其一，写作时间紧，但又没有专门的时间从事此项工作；其二，从剪纸传承
人个体的艺术研究出发，去挖掘研究其背后承托着的一个地域的民间剪纸艺术传承与发展变化的理路
及艺术特色，通过对民间剪纸造型符号和其营造的活态文化生活空间的研究与比较，寻找这一地域与
其周边地域相互之间潜在的文化渊源及其内在联系实则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    去乌兰察布市商都县
做实地考察所获资料及有关文献资料极少，尤其在平淡的乡村日常生活中几乎看不到民间剪纸艺术的
存在。当地人大都不再剜窗花了，民间剪纸的使用仅局限在几个特定的年节或婚丧礼俗中，且能够看
到的剪纸也很粗简，远不如刘静兰收集到的老花样精彩。但走进乡村，走近村人们的生活中，心情就
渐渐开朗起来，那里有淘不尽的文化艺术宝藏。听着他们浓重的乡音小调，感受他们独特又自然的生
活方式，我觉得这块朴实的大地能够走出刘静兰这样的民间艺术家绝非偶然。    刘静兰传承了些什么
？其文化价值在哪里？这一问题促使我去认真研究内蒙古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对蒙古族民俗文
化与民间艺术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在比较研究我国南北方各地域民间剪纸的文化艺术特征的过程中
，也涉猎不少国外有关文献及图片资料的研究。    做为传承人，刘静兰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当地濒临失
传的民间剪纸做了全面的收集与整理的工作，并亲自将这些传统老窗花样子反复摹制，继承发扬，形
成具有个人风格的地域性民间剪纸，使当地民间剪纸以个体的形式保存了下来。而且，在此基础上又
不断有了新的创造，她的剪纸艺术从来就是生活需求的一种表达，近期作品已投入市场接受大众需求
的检验，这也是生活需求的另一种形式。    刘静兰作为民间剪纸传承人似乎太年轻了一些，虽然她的
经历与成绩不愧为一名真正的地域民间剪纸艺术的传承人，但本书中并没有将她的艺术特点做断定性
的评述，她的人生及艺术创作的道路很长，变数也许还会很大，如果先入为主过多评价势必会有一种
导向性，这样，对她本人未必是有利的。所以，我将她的剪纸艺术发展过程用分阶段性描述的方法呈
现，这种看似机械性的表达方式主要想让读者能一目了然，又有自己评价思考的空间。    根据《中国
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丛书》的写作要求，本书的写作宗旨是既能体现一定的学术价值又要有可读性，
所以在写作过程中始终以文献资料为史料依据，以实地考察资料为主要参照，注重口述资料的应用。 
  有关商都的史料性书籍很少，《商都事情》是极有参考价值的一本书。作为较详实的地方文献资料
，它对本书所涉及的历史背景的研究及文化流变的比较有很大助益。    本书在写作中引用的资料大部
分都有详细的出处，但有一部分属于常识性的资料但未做详细标注，只在参考书目中有所体现。    学
界对内蒙古广大地域中一个区域的民间剪纸艺术的研究，尚属于阶段性的初浅探讨，有许多问题仍待
续继向纵深处探索。    此书虽已完成，但凭此来体现一个地域完整的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还远远不够
，能够成为全豹之一斑也算是趋其本质之同而不怠了，书中的疏漏之处，恳请大家多多予以指正。    
感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对本书调查和写作工作给予的高度
重视。感谢向云驹秘书长和王锦强主任对写作原则、编撰体例多次的指导与把关。感谢我的导师乔晓
光教授对我始终的学术支持和对本书的具体指导。感谢《阴山学刊》编辑部主任张伟先生对书稿的指
导。感谢商都县各级领导，尤其是商都县文化局高培武局长及乡亲们以及刘静兰本人对田野调查工作
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感谢我的丈夫为我钟爱的事业所付出的真诚与辛劳。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师长、
朋友、学生们。    王红川    2009年2月7日干内蒙古包头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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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草原剪花人--刘静兰》作者王红川在田野调查和钻研相关考古资料、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从其生活
环境——内蒙古商都县的地理位置、文化特色、风俗习惯写起，讲述了刘静兰在当地剪纸风俗的浸润
下，从七八岁时迷上剪纸，跟邻居郭婶婶学剜窗花，到获得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之美誉的曲折经历；介绍了她的代表作品及其艺术特征、民俗内容和含义。此外，还总结了刘静
兰为商都剪纸艺术作出的贡献：收集和整理了商都濒临失传的民间剪纸；通过反复摹制老窗花样子，
继承、传播、完善了商都剪纸的内容和技法，提升了其艺术价值；把传统剪纸特点和现代社会需求相
结合，创作出具有个人风格的地域性民间剪纸；为保留、抢救和传承商都剪纸艺术，不遗余力地传授
和传播剪纸技艺，使之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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