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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里逃生后，养伤时爱上剪纸
一“剪”就是半世纪，她用感恩之心传承剪纸艺术

公益速递

10月 16日，无锡市优恩

户外运动指导中心，将在无锡

公益创新创业园四楼开展志

愿者急救培训活动。

10月16日，无锡市便民

服务中心，将在无锡公益创新

创业园 601室开展新入职员

工培训活动。

10月17日，无锡市木子书

香阅读馆，将在阳光城市花园C

区22-2开展公益绘本阅读，欢

迎0-6岁小朋友报名参加。

10月17日，滨湖区金邻

居社工事务所，将在太康社区

开展健康直通车护理大讲堂

活动。

10月17日，梁溪区手牵

手家庭支持中心，将开展闪耀

“星妈”艺术团———美术团活

动，地点待定。

10月18日，滨湖区星辰社

区发展创新中心，将在板桥社区

开展“精通———镜头下的‘大国

记忆’”专业软件处理教学三。

10月19日，滨湖区爱牵

手服务社，将在溪南社区开展

环境PARTY创意大赛。

10月20日，无锡市清莲

传统文化艺术中心，将在梁溪

书院开展少儿曲艺快板活动。

10月20日，惠山区慧读

俱乐部，将在西园社区开展未

来之星科学实验活动。

（黄孝萍整理）

南桥社区服务中心二楼有一间剪纸工作室，墙上挂有数十

幅工艺精巧、简洁流畅的剪纸作品。这间工作室的主人叫姜全

娣，是一位民间剪纸艺人，爱上剪纸已五十多年。

记者来到姜全娣的工作室时，姜
阿姨正手握剪刀剪着花篮图案。工
作室的两面墙上挂满了人物、动物、
花篮、文字等种类繁多的剪纸作品。

姜全娣今年 71 岁，被问及为何会
喜欢上剪纸，还一剪就是这么多年
时，她说，这要从 51 年前的一场严重
车祸说起。当年 20 岁的她去火车站买
车票，意外被一辆长途汽车撞倒，造
成粉碎性骨盆骨折，肚子上缝了 35
针。经历过反复烂疮的折磨，辗转各
家医院治疗，才从死神手中逃脱。养

病百般无聊，受邻居家女儿嫁妆上的
大红喜字启发，一时兴起，就拿起剪
刀依样画葫芦开始了剪纸。小时候她
常会去老图书馆门口看一位老人剪
纸，加上母亲也会简单剪剪，从小耳
濡目染，没想到自己有点天赋，一试
便成功了。她剪出的“囍”字被不少人
要了去结婚用，获得大家一致夸赞，
这给了她极大的鼓舞。于是，她从一
开始的剪着玩，到渐渐喜欢上，再到
深入学习更高难度的图案。那时的她
无法仰卧，只能趴在病床上练剪纸，

因为太入迷，她一趴就是几个小时，
常把双肘磨破。

出于感恩和对生活的热爱，她
迷上了剪纸。凭着一股子韧劲，姜
阿姨的剪纸水平越来越高。到退
休时她的剪纸作品《春》《祖国万
岁》《奔月》《和声》《幸福来》《竹叶
喜鹊》《仿古诗词》《放哨》等作品曾
多次获得市级、省级乃至国家级奖
项，还入编全国多部诗文书画印精品
集，她还是多个艺术协会的会员、指导
老师。

“我苦练剪纸艺木，就是为了回报
社会、回报那些救助我的人。”姜全娣
说，没有医生的救助就没有现在的她，
如今她有女儿、有外孙，有自己的爱
好，生活得很幸福。这一切都是“捡来”
的，她很满足，所以想用自己擅长的剪
纸来做一点事情回报社会。

每逢春节社区搞活动，姜全娣都会
大方地拿出自己的作品送给有需要的
家庭。有很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向她
要剪纸作品，她也从不收报酬，这些作
品被带到南京、上海等地。有朋友的孩
子要嫁到国外，专程赶来请姜全娣剪各
式作品，说是要给外国人看看中国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前阵子，有位朋友
来看望她，说至今保存着 20 多年前姜
阿姨为她结婚时剪的剪纸，每每看到都
是美好的回忆。

不少人想送子女去她那里学剪纸，
她深感这是回报社会的好机会。可是
因为家里地方有限，每次只能接待两
三人，她便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上门辅
导。社区只要组织活动，她总是积极响
应前去上课，教社区里的老人和小孩
剪纸。2010 年起，社区聘请她为校外
辅导员，让她教社区的青少年剪纸艺
术。她不但提前备课，还自己掏钱准备
工具和材料给孩子们练习。

退休后，姜全娣设立了自己的工作
室。南桥社区得知后，主动腾出社区 2
楼两间总计 60 多平方米的办公室，请她
把设在家的剪纸工作室搬到社区。姜全
娣深受鼓舞，决心做好这项工作。后来，
她办起了太湖红领巾剪纸书画艺术园，
敞开大门免费教人学艺。“我们的艺术
园无门槛，只要有兴趣学，我就教。”姜
全娣一周的时间排得满满的，不比退休
前轻松。除了不定期的活动外，她每月
固定时间会去南禅寺雷锋岗、金星街道
文化站、惠山古镇乐善堂、老年大学等
地授课。姜阿姨说，她每天回家还会备课
或剪纸，有时候甚至要剪到凌晨一两点。

不求名利，培养出不少剪纸小能手

姜全娣有一幅“嫦娥奔月”的剪纸
在一次比赛中得过二等奖，但姜全娣
总觉得细节处理得不够好，还想进一
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水平和修养。于
是，她专门去老年大学学习国画和书法，
在老师指导下，姜阿姨融书画艺术于剪
纸艺术中，又创作出了更精致的作品。

为了更系统地教授学生，姜全娣

把多年积累的剪纸经验，编写成了图文
并茂约 20 万字的《中国民间剪纸传授教
材》。教材由浅入深，从剪纸的意义、入
门、工具说起，介绍了规律剪纸法和不
规则剪纸法，涵盖了常见花卉、动物等
图案，并展示了一些精选作品。姜阿姨
还特意编了简单好记的口诀以辅助学
习者剪纸。 （晚报记者 潘凡 /文、摄）

死里逃生，从剪“囍”字爱上剪纸

满怀感激，创建工作室回报社会

精益求精，不断学习致力传承

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姜全娣采用
“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广纳学生、无偿
教学。每周五下午，风雨无阻、寒暑不辍，
姜全娣会去南湖小学、东绛实验小学给孩
子们上课，她是这两所学校聘请的校外辅
导员。每周六，她总是在艺术园里热情辅
导自己的学生，她的学生来自南湖小学、

南长小学、锡师附小、东绛实验学校……
多年来，姜全娣举办了许多剪纸培

训班，培养出了几十名剪纸小能手，有
20 多人次分获市、省级乃至全国级剪纸
大赛奖项，陈优是他们中的佼佼者。说
起“得意门生”，姜阿姨掩饰不住的骄傲
和喜欢，陈优的剪纸作品《春》在“相约

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中荣获二等
奖，入选《金海鹭艺集》，还有一些作品
曾刊登在《江南晚报》上。姜阿姨也因为
无私奉献、公益教学，获得了荣誉无数，
“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百家优秀文
化老人”“最美志愿者”等奖状填满了工
作室的一面荣誉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