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家
拍

20 2 3

年9

月25

日

星
期
一

责
任
编
辑

马

倩

责
任
校
对

朱

静

技
术
编
辑

崔

敏

热
线
电
话
：31 55 7 7 1

15

剪纸是中国民间艺术的瑰宝，一把
剪刀、一张红纸，就能剪出各种寓意美
好的作品。

59岁的摄影爱好者赵吉东拍摄的
这张《传承》在“我的家园 大美沧州”摄
影大赛中获得了三等奖。照片中，渤海
渔村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韩宝
菊正在剪纸，四个孩子围在她的身边，
出神地望着剪刀上下飞舞。

赵吉东爱好摄影已经30来年了，他
用镜头捕捉生活中惊鸿一瞥，展示自己
眼中的美好瞬间。今年5月，他来到韩宝
菊剪纸艺术中心，有几个小学生正在学
习剪纸。

赵吉东说：“这几个孩子对剪纸充
满了好奇，普通的剪刀在韩老师手中，
好像有了魔法，一会儿变出一条大鱼，
一会儿变出一朵小花。”韩宝菊耐心地
教，孩子们认真地学。赵吉东用镜头记
录下这一美好的瞬间，并把这幅作品命
名为“传承”。

透过那些古老而美好的技艺，我们
可以看到老艺人对于传统手艺的执着，
他们用匠心回报时光和岁月，也让我们

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点滴。
今年 66 岁的韩宝菊 7 岁起跟着姥

姥学习剪纸。每当看到栩栩如生的图
案时，她自己也会拿着小剪刀，试着剪
出一样的花式。她以剪刀为笔，给一张
张平凡无奇的红纸赋予了生命与精
神。

“剪纸在渤海湾一带流传很广。过
去，在沿海渔村，家家户户以打渔为生，
人们会贴上红色窗花，希望出海的亲人
平平安安，满载而归，于是当地有了很
多剪纸高手。”韩宝菊说。

留住手艺，不单单是留住记忆和乡
愁，更是留下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韩
宝菊说，她经常领着儿女、孙子孙女一
起剪纸。传下去不仅仅是一把剪刀、一
份手艺，更是对传统文化、家乡文化的
热爱。

今年 5 月，韩宝菊和儿子白金磊
带领团队通力合作，历时 500 余天创
作完成一幅长达 9 米的巨幅渤海渔村
剪纸作品《运河古郡》。这幅作品以沧
州古运河为素材，描绘了运河沿岸繁
茂的景象，同时将沧州地标性建筑物

清风楼、铁狮子以及沧州杂技、沧州武
术等特色文化用剪纸的形式呈现出
来。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一双巧手，一

番剪裁。最质朴的材料，被赋予生活的
灵气。把热爱当成生活，再平凡的日子
也会浸透着幸福美满、团圆吉祥的美好
祝福。

“我的家园 大美沧州”摄影作品背后的 故事故事

传 承
本报记者 马艳

传承传承 赵吉东赵吉东 摄摄

行走在老街里
的国风少女，灵动而
美好。

风雨兼程 摄于
南川老街

站在火车大大的车轮前，小男孩张
开双臂，丈量着车轮的大小。 申林 摄这么大

“大家拍”欢迎普通读者参与，更欢迎摄影“大家”和“大咖”的作品。
用心体会，平凡的生活中总有让您感动的瞬间、幸福的画面、

惊艳的场景……人人都可以是摄影师，快拿起您的手机、相机，拍摄身边
有趣的事，和大家分享您的美丽心情吧。

投稿方式:邮箱：czwbpk@sina.com

“大家拍”常年征稿
（注意事项：来

稿请附图片说明文
字、拍摄时间地点、
作者姓名、联系方
式以及通讯地址。）

国风少女

98岁的老人，天天早晨出来活动。两个年近80岁的儿子徒步伴随
左右，一起陪着老父亲遛弯儿，真是幸福的父子三人。行舟大海 摄父子 小姑娘在夜市上买到了喜欢的气球，开心得像怒放的

花朵。 岳盼盼 摄于孟村开心一刻

报
眉
广
告

1
3
9
3
0
7
5
8
4
9
6

成人
高考

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