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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唐进文在全县多个学
校开展社团活动，以阅读、讲座为切入点，将传统技艺代入到学
生的生活、学习中，极大地宣传、普及了剪纸技艺的常识，让“非
遗”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种子。唐进文还通过剪纸创作，积极传播
生态保护理念，动员更多社会公众更加重视湿地保护工作。他
积极推广用“小手拉大手”形式带动家庭，进而提高全社会公众
保护湿地、保护野生动物、爱护自然的意识，呼吁大家一起守护
鸟类天堂，共建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的家园。

在今年世界自然遗产日期间，他走进学校，开展“‘候鸟飞
翔’非遗文化剪纸”活动。活动中，他为学生讲述了非遗剪纸项
目、黄海湿地和鸟类保护知识。他将非遗文化剪纸艺术与现代
生态环保理念有机结合，用灵巧的双手剪出了美丽的鸟儿，让保
护湿地和鸟儿的理念在师生之间传播。

不仅如此，他还积极鼓励、组织中小学美术教师学习剪纸技
艺，结合他们的专业优势和职业特性成为剪纸艺人，并为优秀艺
人申报非遗项目传承人，鼓励他们进一步参与到非遗项目的宣
传和普及中去，以文化振兴带动人才振兴，探索“冈西剪纸”的发
展方向，为传统非遗发展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在他的奔走下，2022年，建湖中等专业学校组织的剪纸社团
获得江苏省教育厅授予的“江苏省职业教育非遗剪纸技艺技能
传承创新平台”称号。社团旨在培养在非遗剪纸方面学有专长、
术有专攻的“双师型”教师团队，吸引更多学生对非遗剪纸产生
兴趣，让非遗传承后继有人，实现学校非遗技艺、技能传承和现
代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之路。

一张薄薄的纸片，展现出绚烂多彩的可能；
一把平凡的剪刀，裁剪出千姿百态的世界。
作为江苏省级非遗项目“冈西剪纸”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一路走来，唐进文
始终坚持初心，他用自己满腔的热
情，神奇的双手，质朴的剪刀，剪出
家乡故事，剪出人间真情，剪出了
一片天地。路漫漫其修远兮，他
常说：非遗传承是责任也是使
命。为此，他将持之以恒地剪下
去，剪出自己的美妙人生，剪出“非
遗”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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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剪一刻绘人生百态，

一虚一实展鸟类天堂。

一把剪刀，一张宣纸，心随意动，纸落纷飞，不一会，一张质朴生动、神气活现的

鸟类题材剪纸作品便展现在大众面前，这就是江苏省级非遗项目“冈西剪纸”盐城市

级代表性传承人唐进文的绝活。

剪纸是一种镂空艺术，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在视觉上给人以透空的

感觉和艺术享受。作为我国最普及的民间传统装饰艺术之一，剪纸已有3000多年的

历史。建湖县“冈西剪纸”始于晚清时期，历经百年经营，从一家之技演变为百姓艺

术，与人民生活习俗密切结合。在冈西剪纸中，主要是以单色剪纸为主，以红色使用

得最为广泛，那若断若连的线条和细如蚊足的毛刺，往往叫人拍案叫绝。

2007年12月，冈西剪纸被确定入选建湖县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8

年6月升列盐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23年11月3日，省政府公布第五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建湖县“冈西剪纸”被列入省级非遗扩展项目

名录。以唐进文为代表的冈西剪纸市级“非遗”代表传承人，一边传承剪纸技艺，一

边持续推陈出新……

唐进文 2008 年进入建
湖县文化系统，对剪纸艺

术一见倾心，在对非遗
项目和技艺的传承现
状分析后，毅然决然
地开启了他的“冈西
剪 纸 ”创 作 之 旅 。
他开始自学剪纸技
艺，将专业绘画技能
与剪纸相结合，设计

制作的作品让人耳目
一新。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
只顾风雨兼程。工作之余，

他常常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刻到废
寝忘食，为创作出有特色的剪纸作品，常起早贪黑，查
阅资料，设计草图……满地的稿纸，让他的工作间几无
插足之地。

在建湖县图书馆唐进文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大大小
小各种精美的剪纸作品。“剪纸里有说不完的故事。”唐
进文说，他是用一把剪刀在讲故事，讲鸟类天堂的故事，
讲黄海湿地的故事。他的作品灵感也都来自日常生活，
平日里只要遇到好的事情，他就会收集起来当素材，然
后加上自己的构思，尽量把事物的特征呈现在纸上。

一张薄薄的红纸，一把普通的刻刀，经他折叠、剪
切、刻划、展开，一幅幅气势恢宏的作品就诞生了，每
一张剪纸都是那么精美，造型自然大方，寓意自然
深刻，乡土气息浓厚。

为了在传统剪纸的基础上思考如何将非遗
剪纸与世界自然遗产——黄海湿地保护相结
合，唐进文以其细腻的性格，结合冈西传统剪纸
独有风格，将装饰与实用作为特色，让传统与
时尚相结合，让“非遗”和“世遗”碰撞出火花。

作品《吉祥三宝》将盐城具吸引力的城市
IP——勺嘴鹬、丹顶鹤和麋鹿勾勒得栩栩如生；
作品《只此青绿》展现的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高
度自信；作品《生态水乡》描绘的是家乡建湖的湿
地风情……

一幅幅别具匠心的鸟类剪纸作品，将古老民间剪纸
艺术与黄海湿地元素相结合，以镂空之姿显现出自然本
色，展现大自然的独特魅力，给人以视觉的冲击和享受。

最好的传承是让非遗活起来，焕发适应时代审美的光彩，重
新走进大众。近年来，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唐进文组建文
创团队，研发剪纸文创作品，第一件文创作品就获得了盐城市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铜奖。在黄海湿地申遗成功一周年之际，他开
发了“东方湿地”系列文创作品；2021年以淮剧为元素，开发了

“建湖有戏”系列文创作品。2022年以冬奥会为元素，开发了“吉
祥三宝”文创产品……

与时俱进才能发扬光大。紧扣世界遗产重大主题，唐进文
创作多幅现代题材作品，深受群众喜爱；助力文旅融合发展，设
计开发了湿地、淮剧、杂技等系列文创产品，引入当地特产店、景
区、银行商超等场所。冈西剪纸持续“跨界”，这项从历史与民间

走来的古老“非遗”，正愈加展现出跨越时空的魅力。
目前，该团队设计系列文创作品实现产品化，每年剪纸

作品、文创产品销售额近10万元。“建湖县冈西剪纸现拥有
市级非遗传承人唐进文、施君君2人，县级非遗传承人彭广
萍、陶学齐、王云、王根发4人。他们致力于挖掘、保护和传
承剪纸文化，坚持传统与创新相结合，让群众乐于接受，吸
引了更多单位在职人员加入其中。每年开展主题鲜明的系
列剪纸活动数百场次，年受众超万人。”建湖县冈西镇宣传委

员徐晶说。
在从事技艺学习与创新的过程中，唐进文先后获评江苏省

乡土人才“三带”能手、江苏省群众文化“百千万”工程优秀文艺
骨干、江苏省级非遗项目“冈西剪纸”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大运河
文化带城市非遗展传统工艺竞赛“技艺能手奖”、乡村振兴技艺
师、中级工艺美术师等。

刀耕不辍 纸间生花 “非遗+文创”擦出火花

艺术传承 手艺“出圈”

剪纸创作剪纸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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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家园 王晶晶王晶晶 画画

东方湿地 生态水乡之抱枕——震旦鸦雀

东方湿地 生态水乡之水杯——勺嘴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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