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茌平剪纸继承人吴东青———

“不指望剪纸挣钱，就是喜欢”
本报记者 刘云菲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茌平县剪纸继承人

吴东青的手中，能生成活灵活现的花鸟虫鱼、生
活场景。一生痴迷剪纸，她的作品多次获得国

家、省、市级奖励，被多个国家的博物馆收藏，

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价之宝”。

3 岁跟着父亲学剪纸 退休了每天还“上班”

今年 57 岁的吴东青，曾任

茌平县文化馆副馆长，退休后仍

然每天去单位“上班”，做老本

行——— 剪纸。文化馆刚刚搬进新

的办公楼，吴东青工作室里的东

西算是比较多的，全是她的剪纸

作品，最大的一幅《凤凰续牡丹》

已有“30 岁”了。吴东青笑着说：

“30 年前的纸没有现在好，找不

到这么大的，是拿很多张纸拼起

来的。”

茌平县是有名的“剪纸之

乡”，吴东青小时候生活的村里，

村民几乎个个是剪纸能手，她的

父亲喜爱美术，也会剪纸，3 岁

的她跟着大人慢慢学会了剪纸，

也爱上了剪纸。“家里的兄弟姐

妹都能剪，我的儿女也都会，一

家人都喜欢这个。”

女儿王玉飞大学学习美术，

毕业后在茌平县实验小学当美

术老师。王玉飞说：“姥爷去世得

早，妈妈是家里的老大，既要照

顾兄弟姐妹，还要照看她和弟

弟。我妈妈画国画也很好，选择

剪纸也跟家庭情况有关系，毕竟

剪纸成本低。”

剪纸最难的是创作 她从不在网上抄袭
吴东青不善言谈，即便谈到

剪纸，她也没有夸夸其谈，只是

把她的作品呈现在记者面前。明

年是农历龙年，这几天她创作了

两幅作品，一幅是一只龙，另一
幅由两只龙组成，同是龙，可样

式、神态和线条没有重样的地

方。“那个大的昨晚还差一块，我

用了一晚上和一个早上才完

成。”

吴东青的作品看上去很朴

实，但每个细节显得惟妙惟肖、

精神抖擞。吴东青拿出两把剪
刀，在红纸上随意画出图案，一
分钟后红纸上变出三只活泼的

蝴蝶和三朵漂亮的花。

艺术品复制严重，在网上搜

剪纸图案能搜出上万种样式，吴

东青坚持原创，哪怕剪一片树叶
她都要琢磨上几天，一个物件她

能剪出上百个不同的花样。吴东

青说：“剪纸最难的地方在创作，

剪其实很简单，学上两天就会

了，像那个龙，要创作半个多月，

有的比较大的，图形复杂的要花

上半年时间。我从不抄袭，作品

要有自己的个性，我也没打算指

望这个挣钱，就是喜欢。”

文化馆一位与吴东青共事
20 年的同事说，吴东青话很少，

不喜欢热闹，喜欢一个人在工作
室里创作，同事朋友只要跟她要
作品，她都不会拒绝，几乎是有

求必应。“孩子结婚了，搬新房要
装修了，她都会送作品，她这个

人不喜欢言谈，喜欢实干。”

有时一坐就是一天 一个细节描好多遍
仔细打量吴东青的手会发

现，那是一双纤细但粗糙的手，长

时间剪纸，吴东青不到 50 岁眼睛

就花了，摘下眼镜，她看不清东

西，没法干活；她颈椎病很严重，

坐时间长了就会感到恶心难受。

女儿王玉飞说，小时候她不

觉得妈妈不容易，长大了尤其学

习了艺术后才体会到妈妈的辛
苦和勤奋。“小时候她白天照顾

我俩，晚上剪纸，家里有个房间
专门用来剪纸，有时她一坐就是

一天，能剪到半夜 1 点多。我爸

爸现在退休在家，家里的活他

都包了，妈妈只剪纸。我们剪
个简单的样子剪几次就烦了，

但她能反复琢磨，一个小细节

会描好多遍，还问我哪个花型
好，哪个图案好。”

吴东青说，许多传统艺术

面临失传，“剪纸的传承我不

担心，因为剪纸现在已经走进

课堂，还有专门的教材，小学

生都会剪。”
吴东青创作的剪纸龙活灵活现。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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