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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在守正创新中传承非遗剪纸艺术
——记土默特剪纸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还秀

●本报实习记者 刘艳霞

一纸一世界，一刀一乾坤。剪纸在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已经流传了1500多年，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大家
的喜爱。民间剪纸艺术家以剪刀为笔，记录时代，为时代讴歌，为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土默特剪纸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还秀介绍，剪纸工艺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风格和特色，也正是因为这种地域文化差异，才让剪纸这一非遗项目在各
地有着广泛的传承和发展。土默特剪纸艺术可以说是粗犷豪放中透露着技巧、厚重深沉中蕴藏着灵动，充分展示出北方人民淳朴、率直的性格特征。
2019年2月，土默特剪纸被评为呼和浩特市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随着剪刀翻飞，巧手拨动，一幅幅
精美生动、风格迥异的剪纸作品便映入眼帘。这是记者在土
左旗毕克齐镇土默特剪纸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还秀家中看
到的场景。作为土默特剪纸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还秀在继
承前人剪纸传统技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她的剪纸作品《农
民画》融入了剪纸和绘画技艺，受到了民俗专家的一致好评，
并成功入选中国农业博物馆的馆藏行列。李还秀在满心喜
悦的同时，也坚定了将剪纸技艺传承下去的信心。

“我六七岁的时候，村子里都是那种传统的纸糊的窗户，
逢年过节或家有喜事，看她们拿一把剪刀，不用样板，也没有

画稿，就像变魔术似的，一张张纸转眼间就变成了一幅幅充
满喜气、活灵活现的剪纸作品。看得多了，我也开始动手跟
着学，不知不觉中就喜爱上了剪纸，投入到了剪纸艺术的传
承与创新中。”李还秀说。

设计、勾镐、剪、刻、撕、贴……李还秀一边说着一边熟练
地剪着手中的作品，她告诉记者，剪纸已经成了她生活的一
部分，她的剪纸作品 2011年获得全市民间剪纸大赛一等奖，
她也先后荣获“国家级技能大师”“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优秀
文艺志愿者”“土左旗首届道德模范”“草原英才”“土左旗三
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李还秀的剪纸作品没有现成的图样，全靠自己在生活中
留心捕捉创作题材，反复构思，她随手就可以将事物活灵活现
地呈现在红纸上，除了传统的剪纸题材，她也顺应时代的发
展，创作出一批贴近生活、适应新时代、新时期的新作品，深受
群众的喜爱。

记者采访时，李还秀正在教大家创作剪纸作品《石榴花
开，籽籽同心》，只见她端坐桌前，以剪代笔，纸随剪转，动作十
分娴熟。片刻之间，一张张如石榴般鲜红的宣纸就在她的手
下呈现出精巧细致、多姿多彩的精美图案，将民族文化与剪纸
艺术生动融合，表达了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美
好愿景，描绘出在党的领导下，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守望相助，共同富裕。

从窗花小品、地方民俗，到山水人文、地域风情……随着
时间推移，剪纸还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多年来，李还秀先

后创作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民族团结、农民百年、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喜迎二十大等多个系列近千
幅剪纸作品，用剪纸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正能
量，以剪纸作品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美好祝福。

李还秀说：“剪纸不仅是一项技艺，更蕴含着一种土生土
长的文化自信。作为一名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普通党
员，深知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我看来，手中的剪纸红
就是最亮丽的、令人骄傲的‘中国红’。”

李还秀经常参加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努力推进非遗文化进
课堂、进乡村、进社区，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及学
生的文化生活，又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感受非遗的艺术魅力，
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她说：“希望有更多有传承
能力的年轻人加入到剪纸艺术的发扬和传承中来，让这颗民间
技艺的璀璨明珠在未来能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指尖乾坤，剪纸传情

创新题材，匠心传承

李还秀不仅注重传统剪纸民间艺术的传承，还积极探索如
何让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她自发组织周边近百名农村妇女开展
剪纸培训，带动她们把剪纸作为一项事业来发展，并将剪纸作品
演变为产品，既传承了非遗文化也给大家创造了收益点。

“随着我的剪纸作品受到欢迎，想学习剪纸的村民也越
来越多，在上级领导帮助下我在兵州亥村委会成立了‘李还
秀讲堂’，加上几位村里原来就会剪纸的老师傅，我们一起为
有兴趣、想学习剪纸的村民教学。”李还秀说。

2020年，毕克齐镇依托李还秀的剪纸技艺，成立了土左
旗红秀剪纸艺术合作社，形成了“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
产业发展模式，推动剪纸文化走上文创产业发展道路，既让

非遗技艺真正“活”起来，也助力了乡村振兴，推动了当地文
化产业发展。

村民邢爱生便是红秀剪纸艺术合作社的成员之一。“和
李还秀老师学剪纸后，我的剪纸手艺越来越好，有不少顾客
喜欢我的剪纸，我也能靠着卖剪纸作品贴补家用了！”每每讲
起自己和剪纸的“情缘”，邢爱生脸上总会有藏不住的骄傲和
笑意。

李还秀一直在用自己的激情与智慧传承、创新、发展着
剪纸这项民间传统技艺，她告诉记者，她现在觉得特别有干
劲儿，希望自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推广上能再
出一份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走近非物质化遗产。

非遗作为独特的文化传
承方式，不仅需要保护，更应
融入百姓生活，展现其真实
面貌，让非遗“见人、见物、见
生活”。如何让非遗“活”起
来、“动”起来、“用”起来？我
们需要不断探索保护与传承
的新路径，借助“非遗+”，可
以串联起散布的“非遗珍
珠”，为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首先，探索“非遗+旅
游”模式，将非遗引入景区，
向游客展示技艺，强调互动
体验，让文化传承更加生动
有力。当然，非遗不应成为
廉价的“万金油”，应通过提
升技艺价值、增加成本投入、
扩大非遗展示区域面积等措
施，确保非遗的品质和价
值。同时，要警惕非遗产品
过度泛滥，确保游客体验质
量，共同维护非遗市场的健
康发展。

其次，推动“非遗+乡村”
发展，为乡村文旅注入新活
力。游客可以在乡村中品尝
地道的非遗美食，在茶余饭后
体验非遗手艺，感受乡村的多
元魅力，让特色非遗文化“说
话”，让传统村落“出圈”。特
色非遗文化不仅能提升乡村
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也能为村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
益。乡村文旅为非遗的传承
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让更多非遗文化在乡村

“火”起来“火”下去，在双向奔赴中实现双
赢。

最后，尝试“非遗+文创”融合，让非遗
焕发年轻活力。非遗传承人需立足实际，
结合时尚创意设计和市场需求，将传统

“老”手艺转化成为炙手可热的时尚“潮
品”，推动文旅商产业融合发展。这不仅
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为群众
提供了更多的“家门口”就业机会和增收
渠道。 （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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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还秀正在创作

剪纸作品《人才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