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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初，社会公众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度、参与保护的热情，以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有力推进，成为中国文化界乃至中国社会的重要事件。
从大多数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内涵不知所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
，人们普遍对它的具象呈现形态有了一定的认知，并支持或主动参与保护工作，说明人们在现代化进
程的背景下，已经看到，由于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作为传统社会生存环境下人们生活
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急剧消失的现实，而这种现实，一定会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前景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因之，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时代性的课题应当怎样正确解答，人们的答案并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的根源，主要是源自推动经济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成单纯的经济资源，在保护的名义下扭曲其本质特性过度开发，如把民族民间的
原生态歌舞改变为肤浅时尚的刻板表演服务于旅游场所，或把传统手工技艺视作不具经济潜力的项目
而任其式微，等等。
近年来，我们还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在城市特别是农村建设中，以新的建筑或新的环境形态将承载某个
特定区域人们世代相传文化技艺的物质载体（如某些文化空间）彻底改变。
这种不能正确把握和处理社会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系的情况，已经并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带来伤害。
我们应该正视并改变这种现象。
毫无疑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正确的保护不是使它凝固和停止发展。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
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保证其按照自身内在规律去自然衍变，在自然的
衍变中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相并行，我们既不要人为地去中断它自然衍变的进程，也不要人为地去
使它突变。
我想，这应是保护工作最根本的意义，也是保护工作最艰难、最核心的用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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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初，社会公众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度、参与保护的热情，以及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力推进，成为中国文化界乃至中国社会的重要事件。
从大多数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内涵不知所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
，人们普遍对它的具象呈现形态有了一定的认知，并支持或主动参与保护工作，说明人们在现代化进
程的背景下，已经看到，由于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作为传统社会生存环境下人们生活
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急剧消失的现实，而这种现实，一定会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前景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因之，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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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文章，男，1951年3月生，山东寿光人。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化部副部长，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曾发表60余万字艺术理论、评论文章，主编《中国学者眼中的科学与人文》、《京剧大师程
砚秋》、《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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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口述人刘静兰简介
　1955年4月生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商都县高勿素乡高家村，包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是闻名海外的杰出剪纸艺术家。
现在，刘静兰的剪纸艺术已享誉全球，她却只淡淡地说：“认识剪纸的，知道那是好东西，不认识的
也就是一张纸而已。
认真过好今天，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第一章 剜出“窗花花
　传统是什么?传统是自然而生且自然流转的生存状态。
生于此间的刘静兰以自然而然的方式接受传统，又在时代的迁变中渐渐远离传统。
然而，作为一个文化外在形式的“窗花花”，它从兴盛到无人问津的转变历程又说明了什么?
　第一节 村庄里的“窗花花
　　一 村庄
　　二 窗花花
　第二节 我与“窗花花
　　一 学会剜“窗花花”
　　二 离开“窗花花”
第二章 告别村庄
　告别村庄，刘静兰进入一个全新的生存空间，在这里，原有的生活经验不再适用，在这个标榜创新
与个性的时空中，刘静兰将如何转换角色?她又将如何从群体创作传统转入个性创作时代?
　第一节 原来“窗花花”也是艺术
　　一 厂子
　　二 重拾剪子
　第二节 厂子里的生活与剪纸
　　一 感谢厂子
　　二 厂子里的剪纸好友
第三章 再回首
　再回首，刘静兰会以怎样的语境来描绘传统剪纸?她又将以怎样的视角去重新审视那些约定俗成的生
活方式?再回故乡，生产结构和价值观念被瓦解之后的村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剪纸的技艺还在，剪纸
的人还在，然而剪纸赖以存在的土壤却逐渐消失。

　第一节 再看“窗花花
　　一 来自传统的智慧
　　二 我看“窗花花”
　第二节 仪式不再有
　　一 仪式不见了
　　二 会剜窗花的人可多了
第四章 还是那个味道
　作为一个时代转折点上的剪纸艺人，刘静兰的经历和剪纸定位过程将从侧面反映我们现有的传统观
，当传统仪式退场后，剪纸被从中切离出来，变为一种象征符号存在下来。

　第一节 传统味
　　一 品出传统味
　　二 加入传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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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传统之外
　　一 听听专家怎么说
　　二 书上来的灵感
第五章 进入现代生活的剪纸
　刘静兰在艰辛地学习新规则之后，其剪纸走进现代生活。
然而，剪纸的未来是什么?下一代对于传统的漠视又将带来怎样的结果?他们如何看待传统?他们又会如
何将传统继承下去?他们将把传统引向何方?
　第一节 我的剪纸小店
　　一 适应市场的剪纸
　　二 来自朋友的支持
　第二节 女儿的想法
　　一 我的女儿
　　二 女儿擅于把握市场
附录　靳之林访谈
刘静兰参展及获奖情况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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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秋天这里也可好看了，麦子快成熟的时候，黄生生的，风吹过来匀匀地摆动着，很美。
土豆在秋天就可以收获了，从土里拔出来，带着泥土烤着吃，很香，秋天刨土豆是我们的一大乐趣。
我们那里有那个土豆窖，土豆收下来放进去能存一年，土豆窖在沙土地上就可以挖很深的窖，土豆放
在里面到了第二年夏天也不会发芽，可是水源浅的地方就不行了，需要在地上垒一个窑，用那个弧形
的“模子”，作出土坯来，垒起来的就是圆形的窑洞式的，可是这样放的土豆到了第二年夏天就发芽
了，不好吃。
秋天里的最盛大的节日要数中秋节了，中秋节是要吃月饼的，在八月十五之前的初八九就开始打月饼
了，是晚上，月亮很亮，大家你家一盆面我家一盆面聚在一起揉面，只记得当时月亮地里人们的影子
，还有那时热闹的气氛。
我们的月饼和别的地方的不一样，我们这里没有那个月饼模模，就是十斤面三斤糖三斤油和在一起。
村子里只有一家会打月饼，打月饼用的上下火，平底锅，下面烧着炭火，锅盖上也放着烧好的炭火，
用泥巴固定了，隔一段时间用木棒撑起锅盖，把饼子抹上油翻一下。
打月饼的时候大家就都集中到她家，拿上面和炭，我们小孩，着看，可红火了，白天打晚上也打，只
记得那月亮亮亮的。
小时候我最好的伙伴是金娥，金娥和我在家里都是一个，都没有兄弟姐妹，我们两个就玩的最好。
当时我们高家村那边柴很少，我和金娥就到新村这边搂柴，哎呀，这边的柴那么多，我们一人捡一堆
，一边捡一边往前挪，到最后我们一人搂了那么一大堆！
天渐渐黑了，我们就躺在柴垛上等父亲用车过来拉柴，四周黑洞洞地，天上的星星特别亮，我们就躺
在那里数着天上的星星。
听到叮当叮当赶马车的声音，就知道父亲来了。
现在就记得那时候的星星咋那么亮，要不是说，来城市这么长时间还是不喜欢住楼房，总感觉高高地
架在空中，接不着地气，也看不到星星和月亮，我习惯了睡觉前跟月亮打个招呼，这样才睡得香。
说到冬天吧，老记得是白茫茫的一片雪。
听老人家说1950年冬天的雪很大，把房门都堵上了，小框框窗户不严实的连炕上被子上都吹进来那么
厚一层雪，那时候的日子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可是下大雪对于孩子们来说，有趣的事情可多了，一到大雪天，天上的雀儿看不到地面，在厚厚的雪
上又没法停落，这时候人们就扫出一片土地来，在上面放上一些粮食，还有自制的套雀的绳子呢！
雀儿一踩上就套住了，能套到很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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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刘静兰所在的内蒙古商都县剪纸有着典型的黄河流域剪纸的共性，此书在撰写过程中面临着写作方向
定位的问题，刚开始的方向定位为挖掘传统民俗与传统剪纸寓意，但在采访过程中，我逐渐将此书的
定位改为时代变迁中的中国剪纸艺人创作现状。
刘静兰的艺术经历具有普遍性，极具研究价值。
从本书约稿到完成，前后两年时间，但是在临近交稿的前一个月，在最后的材料整合中，我毅然放弃
了前一种定位，重新确定了全书的定位，换一种角度去思考时，处于凌乱的口述材料，顿时有了活力
，问题也更加清楚。
只是遗憾时间短不能更深入的挖掘，由于对社会历史以及整个民间美术研究历史没有深入的把握，因
此，此书在文化转型的分析上，在对各时期民间美术研究方法的分析上，不敢重笔着墨，实属遗憾。
在本书历经两年的写作中，首先感谢刘静兰老师毫无怨言的支持和帮助，她不断的鼓励给了我信心，
她恬静大气的气质使我深深感受到来自于精美剪纸艺术背后的个人魅力。
没有那种淡然，如何有如此雅致、沉静的艺术；没有那种踏实勤奋，又如何有今天的成就；没有那种
敏锐的视角，又如何能够有如此灵动而富有生命力的创作。
同时，要感谢我的导师王海霞，她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教授方式令我受益匪浅！
同样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郑工研究员，在口述史的最后整合定位中，他花费很长时间为我作了精辟的
指点，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感谢我的学长段运冬同学，室友孟潇同学，在最后的论点提炼和语言精炼过程中，他们给了我慷慨的
帮助。
特别要感谢刘静兰老师及其亲友，以及高家村、水泉梁村、韩家村、三号地、高勿素乡的乡亲们对我
的支持与帮助。
谨向他们致以最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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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剪出来的大师:剪纸大师刘静兰口述史》：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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