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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雅萍介绍，福州马尾剪纸的由来可以追溯至唐代，距今已有
1100多年的历史。据说，当年闽王王审知在修成马尾闽安古镇邢港
迥龙桥时，跟随闽王的部属用红纸剪了门神、门笺等各类喜花，用来
装点迥龙桥和两头的亭台楼阁。因感激闽王的功德，古镇的乡亲纷
纷仿效。这些喜花是福州最早的剪裁艺术品。随着历史的变迁，到
明清时代形成了马尾剪纸，一直流传至今。

董雅萍今年49岁，她的奶奶是马尾的老艺人，其剪纸技艺在当
地颇受好评。从9岁起，董雅萍便跟在奶奶身边学习剪纸技艺。从
最基本的“喜”字开始，到一只鸡、一只牛，再到一幅幅复杂的剪纸作
品。40年来，经过不断摸索，董雅萍的剪纸技艺变得愈发成熟。现
在，董雅萍每年都还会到北京、陕北、甘肃等地，和当地的剪纸艺术
家们进行交流，丰富自己的创作灵感。

2017年，董雅萍剪纸工作室被授予“福州市首批文艺名家工作
室”称号。2020年，福州剪纸（马尾）被正式列入福州市第六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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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可以变成很多图
案，“默默”讲述着福州故事。这些会“说”
故事的作品，就诞生在董雅萍的巧手下。
作为省剪纸专委会副秘书长、马尾区剪纸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董雅萍凭借一
颗匠心，让剪纸这项传统技艺重新焕发光
彩。董雅萍说，南方剪纸和北方不同，在表
现题材时会更为细腻。剪纸入门容易，但
要想做得精并不容易，整个过程对手艺人
的创作能力、民俗素养要求较高。为了让
更多人知道剪纸这项技艺，这些年，董雅萍
还经常去学校、社区上剪纸课，将“非遗”送
去千家万户。

近日，海都记者走近董雅萍，听她讲述
与剪纸四十载的不解之缘。

招门徒、进社区
传承推广技艺

而为了将剪纸这项技艺
传承下去，这些年来，董雅萍
也做了许多努力。

董雅萍手把手带了15个
徒弟，其中年纪最小的才上
小学一年级。她说，和其他
兴趣补习班不太一样，来拜
师学剪纸的孩子，大都是自
己对剪纸感兴趣。所以，孩
子们在学习剪纸时都很主
动，不用师傅时刻盯着。这
几年，董雅萍的徒弟也收获
了不少奖项。董雅萍说，作
为师父，她感觉很骄傲。

董乙菲是董雅萍的一名
徒弟，今年15岁。董乙菲说，
9岁那年，她在图书馆的剪纸
活动中，第一次接触到剪纸，
感觉特别有趣，便主动找到
董老师要学习。“剪纸的乐
趣，只有亲自拿起剪刀剪起
来后，才可能发现。”董乙菲
说，每周周末，她都会来到董
老师家里练习剪纸，过程中
还能认识其他对剪纸感兴趣
的小伙伴，十分开心。

此外，董雅萍还会进校
园、进社区做一些普及性教
育，传播剪纸文化。董雅萍
说，她要将剪纸文化走出福
州市、走出福建省，走向全国
各地，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传承下去。

“剪纸这门技艺，虽然入门快，但要想做得精，并不容易。”董雅
萍说，剪纸的过程，其实是个创作的过程，这要求手艺人必须要有丰
富的民俗积累和扎实的美学基础。

经过40年的摸索，董雅萍的技法已自成一派，她的剪纸作品糅
合了北方的粗狂和南方的细腻，生动地讲述了福州故事。

记者看到，董雅萍的剪纸作品《有福之州》，将乌塔、白塔、镇海
楼、三坊七巷以及榕树、茉莉花等极具福州特色的元素，融合在了一
个“福”字之中，让人在欣赏剪纸作品之美的同时，也会去揣摩每个元
素背后的故事，思考福在哪里，进而传达出“有福之州、处处是福”的
这一主题。董雅萍说，这幅作品从确定选题，到现场走访，再到构思
制作成作品，耗费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从小生活在马尾的董雅萍，对马尾也有着很深的感情。她的父
亲是马尾造船厂的员工，在其父亲的影响下，董雅萍对船政文化也
颇有研究，因此还创作了许多船政主题作品。

采访过程中，董雅萍向记者展现了名为《千年古港 百年船政》
的剪纸作品。董雅萍说，这幅作品融入了马尾的罗星塔公园、船政
博物馆、琅岐闽江大桥等地理标志性元素，作品下方还有渔民在海
上泛舟，船上装满了水产品，通过丰富的细节展现了马尾人民对美
好幸福生活的向往。这幅作品获得了福建省“福雕奖”银奖。

唐代福州就有剪纸

技法自成一派

剪

《千年古港 百年船政》通过丰富的细节，展现了马尾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世遗大会外宾来到马尾船政参观，董雅萍
（中）现场展示了她的剪纸作品

《有福之州》融合了乌塔、白塔、镇海楼、三坊七巷以及
榕树、茉莉花等极具福州特色的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