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件茶文化作品制作团队中，徐女士就曾是向亮晶在剪

纸非遗培训班的学生。她说：“我们都挺佩服向老师身上的那

股劲，就是执著。”正是这股执著，促使向亮晶不断探索、精

益求精。

2002 年，跟很多手艺人一样，向亮晶也感受到了传

统手工艺逐渐衰落的现状，不禁有些迷惘：自己多年来

坚守和传承的民间文化，要如何保持活力和新鲜感？带

着这些疑惑，40岁的向亮晶来到清华美院进修平面设计。

果然，她在这里找到了答案——好的传承就是既传承又

发展。于是，向亮晶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创立了“立体

剪纸”的概念，成功创作了《雄鸡》、《紫荆花球》等立体、

半立体剪纸，并在国际国内重大赛事中屡获大奖。

此后十几年，向亮晶创作的劲头和热情没有半点懈

怠，她的作品获得省级以上奖项三十余项，其中不乏

金奖、一等奖，但向亮晶最为看重的，却是一次银奖

的获奖经历。

“湖南的雕刻和湘绣尤为出名，剪纸相对来说是弱项，

而西北地区又以剪纸艺术见长，所以湖南的剪纸作品要想在

全国拿奖是极不容易的。”向亮晶说，2009 年，国内举办了首

届中国旅游产品设计大赛，省市级筛选程序中，她的剪纸作

品受到忽视，险些被撤。幸运的是，当时益阳市旅游局局长

袁凤丽十分看好她的作品，坚持推选，向亮晶的《鲤鱼跃龙门》

剪纸作品才成功入选省级推荐作品。

向亮晶回忆，那次大赛是无类别的集体评奖，评选的过

程十分严苛和迅速：评委严格保密，从评选到获奖名单公布，

只用了6 个小时。在义乌主会场的获奖名单榜上，向亮晶看到

自己作品的名字，排在第 20 名，银奖，也是湖南省 1760 件

推送作品中唯一获奖的参赛作品。那一刻，向亮晶作为剪纸

手艺人的骄傲是不须细说的。凭借这样过硬的实力，向亮晶

在 2010 年评上了湖南省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湖南安化地区的风貌，依然完整保留

着古梅山的文化样态，“地足鱼樵而人乐业”，向亮晶就在这里

长大。

向亮晶的家靠近码头，两岸街道都是手工艺店铺，单是一

条街道就有十几种手工艺存在。成长在“百工坊”中的向亮晶

从小耳濡目染，手艺人一丝不苟的匠人精神和梅山质朴的民风

一起，几乎融入了她的血液。

母亲的作坊就在家楼下，靠给人织布、制衣维持生计。

向亮晶说，母亲是方圆十几里最好的剪花高手，十里八乡的

乡亲都慕名而来，将活儿交给母亲来做。在向亮晶的记忆中，

母亲剪花的时候，她也蹲在一旁，用裁衣剩余的边角布料剪

花玩。

5 岁那年，向亮晶的二姐生小孩，根据民俗，要剪鸡蛋花

寄予祝福。向亮晶看母亲忙不过来，便也帮忙剪了几个鸡蛋

花贴在鸡蛋上。“母亲看到的时候很惊讶，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学会的。”向亮晶说，从小她就发现自己在剪纸上有超越常人

的天赋。

向亮晶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因此也最受宠爱。向亮晶向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回忆：“我有单独的房间，便常常把自己关在

房子里剪纸，一剪就是一整天。哥哥姐姐们看我这么痴迷，家

务活也都帮我做了，大哥偶尔出差时，还会给我带剪纸有关的

书籍回来。”

有天赋又勤奋的向亮晶很快在剪纸艺术上崭露头角。1976

年，县文化馆举办了庆祝“七一”建党节的美术作品

展览，向亮晶以一幅《百花争艳》花鸟剪纸作品荣获

二等奖，并得到 20 元钱的奖金。

对于一个14 岁的小女孩来说，比奖金更为珍贵

和意想不到的，是第一次感受到剪纸给自己带来的极

大骄傲和自信。高中毕业后，向亮晶考入安化县花鼓

戏剧团，在学习和工作的间隙，只要有机会，她就拿

出报纸练习剪纸。

1985 年，向亮晶离开花鼓戏剧团，在安化县的一

所小学任教美术课程。此后二十余年，向亮晶诲人不

倦，不少学生都因她的这份艺术追求而喜爱上剪纸艺

术。2016 年，向亮晶受邀为国家文化部、教育部在

湖南省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举办的剪纸非遗艺术班授

课。今年，湖南师范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聘请向亮

晶为研究生校外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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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梅山剪纸传承人向亮晶——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
者 莫雪霈  视频：莫雪霈

“这幅作品早在十几年前就
开始设计构思，今年 5 月 13
日正式开工，制作完成估计需
要 4 个 月 时 间。”5 月 19 日，
益阳赫山区，向亮晶的工作室，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见到了向
亮晶所说的这幅构思了十余年
的《安化茶香飘万里》，这也
是她为今年的第四届中国湖南
· 安化黑茶文化节设计的大尺
幅剪纸连环画作品。

作为唯一的安化梅山剪纸
传承人，向亮晶对剪纸艺术热
爱且执着，就像内心永远燃烧
着一团火——正是因为这股执
着，她不仅自己在剪纸技艺上
不断精进，也带动着身边越来
越多的人去了解、学习、传承、
发展梅山剪纸文化。

作品一幅        刀耕十年
虽然还是个正在赶制的半成品，但当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见到《安化茶香飘万里》时，仍感觉它气势夺人：一米宽的

作品从屋子最里面一直纵向往门外延伸，全长近 40 米，以

30 幅剪纸作品连贯拼贴而成……这是向亮晶为今年的第四届

中国湖南·安化黑茶文化节设计的大尺幅剪纸连环

画作品。

此刻，向亮晶和她的团队一共 8人正在紧锣密

鼓地制作这件作品。尽管前一天晚上工作到凌晨 3

点，向亮晶的脸上还带着深深的倦容，但谈起自己

的作品时，她瞬间精神十足：“为了这个作品，我多

次到安化县茶业协会查阅资料，跟各路专家探讨取

经。每天晚上睡觉前总要反复琢磨，一有灵感就剪

个小样出来。就这样一点一滴日积月累，组成了今

日这幅作品。”

为了全面准确而又形象生动地表现安化博大精

深的茶文化，向亮晶把画卷分为《安化茶香序》、《黑

茶的霸气》、《红茶的洋气》、《绿茶的仙气》、《擂茶

的客气》、《茶香飘万里》等 6 个章节，用精炼的文字配上精

美的剪纸，述说安化茶的传奇故事。作品从文案撰写、设计

图案到剪出小样、电脑扫描修改等刻剪前的所有工序，几乎

都靠向亮晶一个人完成。

向亮晶今年 56 岁，熟识她的人都说，她对剪纸艺术热爱

且执着，就像内心永远燃烧着一团火——这绚丽蓬勃的火苗

从何而来呢？还得从向亮晶的童年说起。

二十元奖金        一辈子骄傲

刀光“剪”影，且看她的江湖手艺

“剪纸贯穿着梅山人的一生。”向亮晶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在梅山的民俗文化中，不仅是传统节日，从人的出生、

结婚、生子到各种祭祀，都有不同的剪纸习俗。

“就拿结婚来说吧，过去说‘无鹅不成婚’，所以传统梅山

剪纸中，‘双鹅’的形象是十分常见的。”向亮晶说，但是后来

大家都去商店买现成的彩纸，渐渐地忽略了手工剪双鹅这些

传统技艺了，现在大抵只有奶奶辈的人还记得这个习惯。

但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没有影响向亮晶的追求，

相反，她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在梅山文化的熏陶下长大，这

是何等幸福！因此，如今自己也有义务将正在被人们遗忘的梅

山民俗文化给传承下去，“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在母亲去世后

更加明显了”。

2012 年，向亮晶克服重重困难，将梅山剪纸申报成为湖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对于当时已经退休

的向亮晶来说，申报非遗的材料和程序是十分复杂的，何况仅

申报非遗的文本材料制作就需要3万多元，无奈之下，向亮晶

决定自己动手整理材料、做设计。

这个过程中的苦和累旁人无法体会——先是做剪纸

史料调查，完成分镜头文案写作。7月酷暑，向亮晶又

找人帮忙去仙溪镇做宣传片镜头的拍摄。直到提交申报

材料的前几日，向亮晶还在没日没夜地剪辑视频，最后

虽然延长了两天时间交稿，也总算在短时间内和拮据的

经济条件下高质量地完成了非遗材料的制作。

如今，在网络上搜索“梅山剪纸”，词条介绍中，

向亮晶是唯一的梅山剪纸传承人。显然，在手工艺这

个竞争激烈的大行当里，她凭着一把闪亮的剪刀，凭

着经年累月的坚守，成功地奠定了属于自己独特的江

湖地位。向亮晶告诉记者，这份坚守的动力来源于自

己对梅山文化深厚的感情和热爱，也来源于对母亲的

牵挂，“我没有忘记母亲，也不想她的手艺被遗忘。”

向亮晶动情地说。

鱼跃龙门        苦乐自知

一把剪刀        满纸传奇

《鲤鱼跃龙门》
立体剪纸作品。

向亮晶展示设计小样。图 / 莫雪霈

扫 一 扫，
看她的江
湖手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