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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广告热线：：05950595--2256799022567990

1350500422213505004222
招租热线:0595-27551111
地址：泉州台商投资区滨湖南路中熙产业园（离高速出口约3公里）

租厂房，找中熙产业园
60万㎡精装标准厂房出租，专业化、规模化、产业聚集

（酒店、KTV同步招租）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分类广告
咨询服务热线：

22567990
泉州市江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铜质圆形的公章一枚，印章

编号：3505030012038，现声明作废。

剪宋元入霓裳 裁星光暖人间
将非遗传承与辅助孤独症孩子就业结合，一位剪纸手艺人，如何让泉州古老技艺

照见城市的温度？
见过棉布做的衣服，丝绸做的衣服，你见过剪纸剪

出来的衣服吗？近日，泉州非遗剪纸手艺人周婷婷创
新推出的宋元华服盛世异彩系列作品，先后在泉州中
国闽台缘博物馆、南益广场等地惊艳亮相，一袭袭精美
的剪纸华服，以其独特的泉州韵味，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驻足观赏，连连称赞。

这位来自哈尔滨的“新泉州人”，不仅用剪刀复刻
世遗名城的风骨，更以剪纸为纽带温暖特殊群体。八
年前，她因一位孤独症孩子的母亲的恳求开启公益之
路，通过开展百余场公益活动，将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
带到孤独症小孩的身边。去年，她创立“星工坊”，将非
遗传承与辅助就业结合，教孤独症孩子剪纸、簪花，让
古老技艺成为照亮“星星的孩子”生计与尊严的光。

来泉州这些年，周婷
婷共收了 10位徒弟，其中
有 6位是孤独症小孩。“有
一位江西的男孩，很有天
赋，后来不知为什么回江
西了。”说到这，她有些失
落，她想起，2021年，莆田
一所康复学校的老师，托
人找到了她，想让这个男
孩跟着她学剪纸。

周婷婷第一次见到这
孩子剪纸时，就觉得他很
有天赋，之后两个月时间
里，除了线上上课，周婷婷
还亲自跑了四趟莆田，到
学校里教孩子剪纸，孩子
剪出的作品很出色。

“剪纸手艺的门路窄，
像他这样的小孩有很多，
年纪大了，需要找工作，就
放弃剪纸了。”周婷婷说。
因此，从去年开始，周婷婷
在探索孤独症孩子辅助就
业渠道。

位于北清东路泉州体
育旅游文创园内的星工
坊，是周婷婷去年 9 月自
掏腰包，租下的一处专用
于辅助孤独症群体就业的
空间。小小的房间内，装
修简单，却格外温馨。柜
子上，摆放的都是孤独症
家庭创作的作品，不仅有
剪纸，还有妆糕人、簪花等
非遗文创产品。

“我把他们教会后，就
开通预约报名的方式，有
人报名了，就让这些孤独
症孩子和家长，在这里教
他们，可以学剪纸、捏糖
人、簪花、做香水等。”周婷
婷说。星工坊刚刚起步，
今年她的重心会在这里，
让孤独症家庭有挣钱能力
的同时，也能跟着她继续
剪纸。

“听说剪纸很疗愈人，
我的孩子能跟着你一起学
习吗？”八年前的一个活动
上，一位孤独症孩子的母
亲来到她跟前询问。“可以
啊。”周婷婷没有半点犹
豫，当场就应下来了。

这个消息传开后，又
有五组孤独症家庭也报名
学习，周婷婷一一答应
了。那段时日，在那位孤
独症孩子母亲的出租屋
里，每周日下午，周婷婷都
会准时到达，耐心教孩子

们剪纸技艺。“到现在，其
中的几个孩子还跟着我一
起剪纸。”周婷婷说。

“孤独症的孩子，存在
语言障碍，想独立完成学
习是很困难的事。”周婷婷
慢慢察觉到了。另外，剪
纸需要用到剪刀、小刀这
类工具，这对小孩来说是
件危险的事，她索性把家
长也一起教了，教会了家
长，回家后家长就能慢慢
带动孩子学会。

有了第一次接触孤独

症群体的经历，之后她在
剪纸艺术传承与弘扬路上
的重心，逐步转移到这个
特殊群体身上，通过开展
百余场公益活动，将这一
古老的艺术形式带到孤独
症孩子的身边。“那次之
后，有越来越多的孤独症
家庭找到我，我把他们拉
到群里，现在已经有 200
多组家庭，只要有公益活
动，我就在群里发布，大家
自愿报名，不收费。”周婷
婷说。

11年前，周婷婷告别
家乡，来到泉州工作，从事
活动策划工作。

有一次，为了排解心
中烦闷的情绪，周婷婷走
进古城街巷中，惊喜地发
现这里的巷子都很有故
事，每走一小段就能遇到
一处历史景点。这激起了
她的创作欲望，一发不可
收拾，开始用剪纸的方式
创作各个历史景点和古
迹，东西塔、府文庙、清净
寺……都是她创作的素
材。

在朋友的推荐下，她
加入泉州市剪纸艺术研究
会，成为首届秘书长，负责
招纳会员，开展剪纸公益
培训活动。在这里，她认
识了泉州剪纸非遗传承人
杨民兴，时常与他切磋交
流剪纸技艺。

这些年里，周婷婷十

分关注泉州题材剪纸创
作，泉州十八景、鲤城十二
景，泉州二十二个世遗点，
还有惠安女、蟳埔女、提线
木偶戏、梨园戏、福船、南
少林武术……每件作品都
创作得栩栩如生。她的剪
纸作品《海丝之路》入选中
国文化遗产大数据中心博
物馆展览并被永久收藏，
而由周婷婷剪纸艺术工作

室出品的《海丝泉州 纸
上奇遇》十米长卷，还被称
为泉州版《清明上河图》。

“泉州真是个宝藏城
市，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慢
慢爱上了泉州。”周婷婷
说。作为一名新泉州人，
她非常喜欢泉州这座布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城市，
这些文化力量，让她的作
品更丰富、更有吸引力。周婷婷是黑龙江哈尔滨

人，在泉州生活已有 11 年。
谈及怎样与剪纸结缘时，周
婷婷说是缘于她的姥姥。“在
我们北方，家家户户都会剪
纸，我姥姥就有这么一双巧
手。”周婷婷回忆，小时候她
最喜欢跟在姥姥身边了，到
了晚上，姥姥会给家里几个
小孩表演“魔术”。“她会用报
纸剪出小猫、小鸡、小老虎
等各种可爱的动物造型，在
烛光的照射下，这些小动物
会被放大，投射在墙壁上，外
婆摇着手里的剪纸，小动物
就动起来了，像在看皮影戏，
我们都乐得哈哈大笑。”周婷
婷回忆起对剪纸最初记忆的

那段时光，不禁笑了。
上小学二年级时，美术

老师教学生剪纸，周婷婷才
真正接触到剪纸技艺，掌握
了手剪多边窗花等剪纸手
艺，闲暇之余，就自己在家动
手剪纸。

而真正系统性学习剪纸
技艺，是在 20 岁那年，在朋
友的介绍下，周婷婷认识了
当地较有名气的剪纸艺术大
师翟文秀，并拜他为师。“翟
老师一直坚守在非遗传承路
上，对我们都是不收费，在他
身上，我感受到了艺术家的
情怀，他的品质也影响到了
我之后的剪纸道路。”周婷婷
说。

周婷婷创作的剪纸宋元
“华服”共 4件，由龙凤之娇
和花开富贵两套服饰组成，
其中两件铺展开来，是长 3
米的红色大型剪纸汉服，精
美的图案，造型各异，长长的
拖尾，气势恢宏，细节感满
满。“做好这样一件剪纸汉
服，需要经过打版、设计、剪、
刻、熨、褙布等多个过程，每
个环节都费时费力。”周婷婷
说，其中，剪刻过程极为考验
制作者的耐心和匠心，别看
只剪出 4件，这是她和工作
室的 3个小伙伴一起用了足
足八个月时间才完成的。

上周，周婷婷和朋友穿
着做好的剪纸汉服，来到中
国闽台缘博物馆前展示，喜
庆有活力的中国红，加上镂
空的剪纸艺术，使得剪纸汉
服独具风韵，一下子就吸引
了来往游客的目光。

“我们看到其他城市的
艺术创作者，以各自擅长的
艺术创作形式，为自己生活

的城市创作服饰，就想到了
我们也可以用剪纸做汉服。”
周婷婷说。

要把剪纸艺术与服饰相
结合，就得将平面的剪纸作
品呈现得更立体化、具象化，
他们选用传统吉祥的纹路，
选取了不同的材质植绒布，
这种布料比布硬，比纸有韧
劲，适合做剪纸服装。之后
用粘贴、缝纫的技术，将这幅
剪纸作品完美地呈现，经过
多次的试验改良才将它很好
地融合。

“通过古老的剪纸技艺，
展现泉州剪纸艺术的独特魅
力。”周婷婷向记者解释。在
这些服饰的图案设计上，还
能看到泉州文化元素，比如
泉州古厝燕尾脊。而每一个
图案线条流畅细腻，充分体
现了泉州剪纸的特色。为充
分展现泉州剪纸精细秀丽、
线条优美的特点，每一道工
序都格外严谨，确保每一处
细节都雕琢到极致。

泉州的文化力量 让作品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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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栩如生的蟳埔女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