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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展厅，众多刻纸作品映入
眼帘，包括传统和现代主题。在杨
兆群大师的指导下，我们开始了刻
纸体验。我小心地使用刻刀，但刻
到“福”字时失误了，紧张之下，我
意识到这项技艺的难度。尽管如
此，我还是坚持完成了作品，开心

极了。这次刻纸体验让我学会了
这项技艺，并激发了我对传统文化
的热爱。我深信，未来我会继续关
注和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保护
和传承这一文化遗产做出贡献。

华罗庚实验学校新城分校
五（8）班 葛顶傲 指导老师 吕燕

活动开始，杨大师介绍了金坛
刻纸的历史，并通过视频展示刻纸
技巧。随后，我们开始练习，我仔
细测量并果断下刀，刻出月牙形纸
片。我挑战了作品中最复杂的

“福”字部分，注意每个细节以确保

完美。完成“福”字后，我继续刻制
相对简单的月牙和锯齿纹。最终，
我专注于刻制蛇的图案，因为明年
是蛇年。

华罗庚实验学校新城分校
五（4）班 朱安哲 指导老师 谢辉

杨兆群大师展示了22位艺术
家的刻纸作品，每件都生动逼真，
让我们大开眼界。剪纸课堂中，他
特别强调了《从雅典到北京》这幅
作品，它描绘了奥运圣火传递的场
景。他还展示了《大运河》创作的
视频，这幅作品由多位艺术家合作
完成，长达一百多米，无缝连接。

体验环节开始了，我拿着刻刀

无从下手。一位老师走过来，手把
手地教我。她示范了如何刻制，并
在刻制了几个图形后让我尝试。
课程结束时，工作人员帮我们将作
品装裱。杨老师看到我的作品后
称赞道：“刻得不错。”听到这样的
评价，我感到非常开心。

东城实验小学
五（8）班 张可涵 指导老师 谢辉

杨大师向我们展示了金坛刻
纸艺术，这种精细的工艺可以应用
于化妆品包装、灯笼、月饼盒以及
对联等多种物品。最令人震撼的
是那幅长达百米的《大运河》作品，
它巧妙地避免了任何接缝，仿佛是

一气呵成的杰作，令人赞叹不已。
我们必须致力于传承刻纸文化，让
更多人了解并欣赏金坛刻纸的独
特魅力。

华城实验小学河头分校
三（2）班 沈季岩 指导老师 夏蓓

一张红纸，一把刻刀，在
纸间舞动，纸屑飘扬，便能“雕
刻”出世间万象，这便是金坛
刻纸艺术。杨兆群大师领衔
创作的百米长卷《大运河》缓
缓展开，大运河的壮丽风光随
之铺陈开来。真是巧夺天工、

妙不可言！
我也迫不及待地拿起工

具，沉浸在自己的刻纸世界
里。当时的我自信满满，然
而，我很快便意识到自己的天
真，因为我发现刻制的边缘粗
糙不平、角落的纸张未能完全

剔除。于是，我开始静下心
来，细心地雕刻。就这样，我
连续工作了一个小时，终于完
成了我的作品。

华罗庚实验学校新城分校
三（11）班 李舜承
指导老师 何益民

大厅里摆放着许多精美的刻纸
作品，我尤其喜欢那些描绘鱼的作
品，这些鱼看起来栩栩如生。杨大
师向我们展示了金坛刻纸的文创产
品，包括折叠灯、“永恒笔”、精美的
丝巾等，种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

杨大师介绍了金坛刻纸的历

史和多样性，包括鞋花、灯花、窗花
等。我们体验了刻纸，尽管需要非
常小心，但最终我成功完成了刻有
天安门图案和“爱我中国”字样的
作品。

华罗庚实验学校新城分校
四（13）班 孙珮夏 指导老师 陶静

金坛刻纸，拥有悠久的历史文
化背景，起源于隋唐。作为剪纸艺
术的一种，它体现了先人的智慧和
努力。在杨兆群先生的指导下，我
完成了一幅细致的刻纸作品。创
作时，我小心翼翼地雕刻，每一步

都全神贯注。在先生的耐心帮助
下，作品逐渐呈现。看到生动的

“蛇”在红纸上栩栩如生，我感到无
比骄傲和自豪。

华城实验小学河头分校
四（1）班 尚宇杰 指导老师 夏蓓

一进入展厅，我就被艺术
品吸引，这里陈列着一些带有
刻纸元素的文创，如折叠灯、
丝巾等。

杨兆群大师的介绍里，我
对百米剪纸长卷《大运河》印
象深刻，这是杨大师联合 10

多位剪纸艺术家，历时4个多
月完成的匠心之作，2021年被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收藏，
并获得吉尼斯世界记录。杨
大师介绍了金坛剪纸的历史
和技艺，并示范了刻纸过程。
随后，在杨大师的指导下我尝

试制作，虽然起初觉得困难，
但最终在努力后完成了自己
的第一件作品——一条生肖

“蛇”，成就感满满。
华城实验小学河头分校

四（3）班 范登明
指导老师 夏蓓

进入展厅，我被精美的刻纸作
品所震撼。一幅名为《大运河》的
作品长达一百多米，创下了吉尼斯
世界纪录。上楼后，一幅彩色刻纸
作品特别吸引人，刻画了一个可爱
的小娃娃和一只栩栩如生的小猴
子，展现了匠人的高超技艺。

在杨大师的指导下，我们学习
了刻纸技巧并开始实践。实际操作
比预期困难，需精确掌握角度，一刀
完成，耐心和规范的握笔姿势是必
需的。经过努力，我完成了作品。

华城实验小学河头分校
四（3）班 王淑琪 指导老师 夏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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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刀一纸，镂出乾坤。”11
月30日，小记者协会联合常州市
非遗促进会开展金坛刻纸初体
验活动，来自华罗庚实验学校新
城分校、东城实验小学、华城实
验小学河头分校的常报小记者，
来到金坛刻纸艺术中心，踏上非
遗艺术研学之旅。

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兆群
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金坛刻纸代表
性传承人。艺术中心内的展品和
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巧夺天工的
匠心之作令小记者们眼界大开。

刻纸课堂上，小记者在杨大
师指导下开始了刻纸体验，他们
用刻刀沿着图案的边缘小心地
切割，由内到外、由小到大，小心
雕刻，精心创作，一幅幅精美的
图案跃然纸上。在实践体验的
过程中，小记者们深刻体会到，
一幅刻纸作品的诞生不仅需要
高超的技艺，还需要匠人超乎寻
常的耐心和意志力。

本次活动，小记者们既学习
了传统文化的匠心技巧，又体验
了动手创作的趣味横生。为让
青少年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意识，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常州少
年新闻学院）计划推出“匠人匠
心 童心同行”系列，携手常州
市非遗促进会带领小记者了解
非遗、体验项目、对话传承人，体
会非遗技艺的文化内涵和独特
魅力。

■陶林娜 文 夏晨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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