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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大安黎族剪纸艺术馆

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素有“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
的美称，当地群众历来有剪纸的传统，并以此闻名中外。作
为一门民间艺术，大安剪纸无论是创作手法还是表现内容，
都烙印着深深的黎族传统印记，这项艺术更是口口相授、代
代相传，成为当地引以为豪的一大民间特色文化。今年 6 月
入选海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扩展名
录。6 月 29 日，三亚日报记者驱车来到乐东县大安镇采访大
安剪纸技艺省级传承人林文生。采访名人并不是件容易的
事，记者到达大安镇大安中学时，林文生称正在休息不见记
者。下午联系时林文生称采访要经过县宣传部门批准他才
接受采访。几番周折后记者终于在大安中学里的大安黎族
剪纸艺术馆见到了林文生。

今年 52 岁的林文生是本地的黎族人，个头不高，皮肤黝
黑，眼睛机灵，谈及大安剪纸艺术，他的眼神闪耀着执着的光
芒。

大安镇有着自己独特的民间剪纸艺术。相传在汉代之
前，当地的黎族先民就已经产生了“口咬”和“镂刻”的技艺，
即口牙咬和刀刻，其中“口咬”就是运用芭蕉叶做材料，经过
牙齿反复咬出各种图案，“镂刻”就是运用树皮、树叶、木板、
竹片等做材料，用刀镂空雕刻成各种图案，如生活生产用具、
玩具、记事牌、定情物等。

在大安黎族剪纸艺术馆二楼内，陈列着众多大安黎族剪
纸的优秀作品。乍一看，同人们一般看到的民间剪纸有着相
似的“中国红”色彩。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其构图的丰富多
样：从生活起居到农事季节，从传统习俗到现代生活，如人物
活动、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民间故事传说等都是大安剪纸所
涵括的题材。

在创作方式上，大安剪纸也不讲究几何、比例、透视，而
是注重意境和神态。形式上多采用方斗、条屏等，以阳刻为
主，线条处理中并不像北方剪纸那般精确细腻，而是略显粗
犷。

“黎族剪纸的线条多数十分粗犷，这也赋予了作品一种
真实朴素的美感。”大安剪纸技艺传承人林文生说。的确，当
你细细欣赏和琢磨这些剪纸作品的线条时，这种看似粗犷的
线条反而给人一种特有的“野性”，让作品不受条框的约束、
情趣盎然。每一个纸上的符号都像灵动的舞者，洋溢在红色
的海洋中。

在大安黎族剪纸艺术馆一楼工作室内，林文生和大安剪
纸艺人韦德义、卢德雷等人正在制作一幅长 27 米、宽 2 米的
剪纸作品，取名《和谐乐东》。记者看到，图纸最上层已经用
铅笔细描出了黎家纺织、犁田、收割、舂米、牧牛、椰树、蕉林、
木棉、茅屋、对歌、喝酒、婚嫁等具有浓郁黎族生活的画卷。

“我们用剪纸的艺术形式展现近年来乐东经济建设的成
果，以黎族风情、名胜风景等展现乐东的和谐之美。”林文生
说，该作品由乐东县政协负责策划，大安黎族剪纸艺术馆负
责创作，计划用半年时间来完成，现在已完成工作量的一半，
作品完成后第一站将到华二黄流中学展出。

林文生与他的剪纸艺术

据林文生介绍，大安剪纸在过去与当地的宗教信仰有着
密切的关系。人们会将剪纸艺术品在丧葬上大量使用，如灵
桥、纸房子、纸灯笼、冥衣、纸马、纸羊、纸猪、纸牛、纸鸡等十
二生肖，必须以剪纸的形式制作成祭品。

林文生是早期研究琢磨黎族剪纸的老艺人之一，其作品
多次在省、国家、国际各类剪纸大赛中获奖，所创作的作品
中，都透露着浓厚的黎族生活气息。剪纸作品《打鞭舞》是林
文生早期的代表作，1990 年 11 月在首届中国民族民间剪纸大
奖赛上获奖。“该作品内容丰富，极具民族特色。”林文生说，

该作品以黎族娃娃亲为题材，刻画了两黎族青年为了得到心
爱的女人而决斗的故事。

最让林文生得意的是剪纸作品《黎族风情》，该作品在
2016 年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荣获国际级铜
奖。“博览会在山东济南举办，有 40 多个国家参与，在 2000 多
幅作品中胜出实属不易。”林文生得意的介绍说。据悉，林文
生的剪纸作品《赛鞭舞》、《祭》、《远古》、《收获》于 1995 年至
2005 年分别在《海南黎族现代民间剪纸》、《中国民间剪纸史》
画册出版发表。

据介绍，在林文生的带动下，大安镇的民间剪纸创作技
巧日臻成熟，创作队伍不断壮大，现有骨干 200 多人，遍布村
村寨寨。创作的剪纸作品一千多幅，有 50 多幅入选参加全国
首届民族民间剪纸大奖赛、中国民间艺术一绝大展、全国“艺
术之乡”艺术精品展示等国家级国际级展览，还有近 100 幅剪
纸作品被海南群众艺术馆编纂成《海南黎族现代民间剪纸》
画集。

从小出生在乐东志仲镇的林文生，7 岁那时，便开始模仿
村里的老人剪纸，那时也就是捡一张废纸自己刻着玩。随后
的他便跟着父亲学习剪纸。“我父亲在村里就是民间剪纸艺
人，村里的红白事所用的剪纸，都是我父亲剪的。”林文生说。

现如今，大安剪纸的内容开始艺术化。1986 年，林文生
参加了第一期乐东黎族剪纸技艺培训班，当年与他一起培训
学习剪纸的 28 个同伴，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黎族剪纸创作队
伍，韦德义、卢德雷、吉雄、韦勤等都是这批黎族剪纸艺术队
伍中的杰出代表。大安剪纸虽然是海南所特有的黎族剪纸
艺术，但是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剪纸技艺的传承也面临着
巨大的挑战。“当年与我一起培训学习剪纸的 28 人，现在只剩
下 3 个人还在坚持剪纸创作，大部分人已放下剪刀为了生计
从事了其他行业了，十分令人遗憾。”林文生感叹道。

为了保护大安剪纸这一技艺，林文生让他的孩子林崇靖
也学习剪纸。今年 25 岁的林崇靖从琼台师范美术系毕业后
就来到大安黎族剪纸艺术馆跟随父亲一起工作了。“从小的
时候起，我有意传授剪纸技术给他，他在上学时就喜欢美术，
他在去年参加的全国性的剪纸比赛中，凭借着一幅《牛酒日》
获得了达人奖……”林文生指着林崇靖当时的获奖剪纸作品
向记者介绍说。

剪纸培训班传承民间艺术

6 月 29 日下午，三亚日报记者走进乐东县黎族剪纸艺术
培训基地。在学生作品创作室和展示室里，记者看到墙壁上
挂着满满当当、五颜六色的学生剪纸作品，其构图的丰富多
样：有黎家茅屋、婚庆喜宴的特色场景，有采种山兰、插秧收
蕉的劳动喜悦，男女欢歌、共庆节日的民俗画面……这都是
林文生的成果。1995 年 10 月，该剪纸艺术培训基地成立，县
文化馆配备林文生为专职剪纸老师，担任该培训基地的负责
人，给大安中学的学生教授剪纸艺术。

林文生苦心培养他的学生搞剪纸创作，他手把手地教，
把自己的剪纸艺技毫不保留传授给他的学生。因现在的孩
子对黎寨过去的生活不了解，有的孩子连黎族的茅草屋都没
见过，对于黎族历史知道的更少，为了让学生创作出好的黎
族剪纸作品，林文生经常带着学生深入到黎寨体验生活，拿
着工具到田地里干活。在他精心的传授下，他的学生剪纸水
平进步很快。

2011 年以来，乐东黎族自治县黎族剪纸艺术培训基地获
国家级、国际级奖励的剪纸作品就有 30 多件。其中，金奖 2
个，银奖 3 个，铜奖 8 个，达人奖 3 个优秀奖 30 个等等。林文
生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不能让大安剪纸失传，他要培养更
多孩子学习大安剪纸，使这一独特的黎族剪纸艺术能传承下
去。

刀尖上的民间艺术瑰宝

大安剪纸艺术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渊源久远。据
史料记载，明朝万历 44 年（1616 年）在抱由峒瑞仙芝山营建乐
安城以后，这块靠近山城的黎峒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沿
海汉族民间艺人的精心指导下刻苦学习绘画和剪纸艺术，距
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

在清光绪年版的《崖州志》中记载黎族的丧葬之制时就
曾写道：“贫曰吃茶，富曰作八、诸戚必以牛羊纸灯鼓吹来奠，
虽当身鬻子，不悔。”这表明用剪纸艺术制作丧葬品的风俗当
时就已流传于黎族民间。而乐东古代为崖州属地，从古代到
新中国成立后的 1960 年，乐东一直是海南黎族政治、经济、文
化的中心，所以也可证明大安黎族民间剪纸从历史沿革而
来，世代相传。

大安剪纸题材广泛，意寓深长，生活气息浓郁，体现了民
间艺人高超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加上疏密有致的造型设
计、细致入微的精湛剪工，进一步提高了剪纸艺术的观赏性，
收藏性和实用性。

今年 6 月，“大安剪纸技艺”入选海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扩展名录，成为刀尖上的民间艺术瑰
宝。

大安剪纸艺术具有强烈的民俗色彩，受到越来越多收藏
爱好者的青睐，收藏前景十分看好。但并非所有的剪纸作品
都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如何收藏剪纸作品呢？首先必须
是手工制作的，现在有些机制的剪纸作品仅可用于张贴，不
具备收藏价值。收藏剪纸要分门别类，有计划成系列地收
藏，可以按照地域不同、内容不同、时代不同进行收藏。

此外，还必须挑选名家作品，只有那些富于个性创造和
地域特点、生动鲜活的名家剪纸作品才具有收藏和保存价
值。因此收藏民间剪纸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审美
能力，处处留心，去粗藏精，才能使自己的收藏精益求精日趋
丰富。

剪纸，是我国一种优秀的民间艺
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中华民族独
具特色的民间工艺，剪纸艺术在我国对
外国际文化交流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
许多外国友人视为收藏佳品，尤其是每
逢春节和元宵，一些充满喜庆气氛的剪
纸作品更是受到普通老百姓的喜爱。6
月 10 日是全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当天，海南省公布了第五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黎族民
间艺术——“大安剪纸技艺”入选海南
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扩展名录。6 月 29 日，三亚日报记
者走进大安黎族剪纸艺术馆，近距离接
触大安剪纸技艺省级传承人林文生与
他的剪纸艺术，真切感受并领略了刀尖
上的民间艺术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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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生的剪纸作品《《打鞭舞》

林文生的剪纸作品《纹身》

林文生在手把手地教学生剪纸技艺

林文生向学生教授剪纸技艺 林文生的剪纸作品《槟榔情》

林文生向记者介绍他的剪纸作品《打鞭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