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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责任

据考证，南沟村是一个具有
数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早在夏朝
便建有村庄。“当时南沟村有人在
朝里做官，所以南沟村原来称夏
官村。后来，这个人触犯了朝廷
遭满门抄斩，夏官村也就不复存
在了。但村西的小官村，到现在
还有。”南沟村支书任明理说。

古谚云：“夏尚黑，商尚白，周
尚赤。”据清朝光绪年间续修的

《陕州南沟任氏族谱》记载：“剪纸
难考，喜事布黑花，源于夏官村。”
史学家考证，夏朝以黑色为“国
色”，这一崇黑风俗至今仍在南沟
剪纸中得以传承。

任更厚介绍，南沟村剪纸除
了传男不传女、边唱边剪以及家

家户户忙剪纸等特点外，还有一
个特点就是剪纸为黑色。“世世代
代流传黑色剪纸，直到近些年，为
了更好地发展剪纸，村里才开始用
红纸和染色纸剪。但到一些需要
贴剪纸的传统场合，还是用黑色。”

“ 喜 事 布 黑 花 ，渊 于 夏 文
化”。红色固然喜庆，而南沟村人
却崇尚黑色，尤其是喜庆的场合，
比如洞房喜宅，都会贴满黑色剪
纸，这种习俗在国内极为罕见。

“黑色雄壮、庄重大方，耐晒，
不易褪色，经久耐用，易于保存。
只要纸不破，颜色就不变。红色
剪纸两三个月就会出现不同程度
的褪色，所以喜事用黑色，寓意天
长地久。”任更厚解释。

美丽乡愁——河南传统村落
大型系列报道之二十三

南沟村：
地坑窑里剪天下

三门峡市陕县西张村镇南沟村，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老村落，早在夏朝便建有村庄，至
今仍保留着“尚黑”的夏朝遗风。“喜事布黑花，渊于夏文化”。 红色固然喜庆，而南沟村却崇尚
黑色，尤其是喜庆的场合，比如洞房喜宅都会贴满黑色剪纸，这种习俗在国内极为罕见。
南沟村以剪纸闻名，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剪纸第一村”，有600多人从事剪
纸。南沟村剪纸丝丝相绕，纤毫毕现，栩栩如生，登上过北京奥运会，作品远销至美国。
郑州晚报记者 路文兵 文/图 三门峡报道

1月14日上午，刚进“中国
剪纸第一村”南沟村，便被一
阵咿咿呀呀的唱腔吸引。

“正月里来无有花儿采，
唯有迎春花儿开。奴有心采
一枝头上戴，猛想起月季花月
月开。二月里来龙抬头，王三
姐梳妆上彩楼。手把楼门向
下望，紫金花儿开路旁……”

歌声袅袅，闻声却不见
人。一路寻去，一个地下四合
院赫然出现在眼前，地坑深约
6 米，一位老人在院子里边唱
着曲儿边剪着纸。古老的地
坑窑院里，婉转悠扬的民间小
调，一把三寸剪刀起起落落，
瞬间把人带到一种赏心悦目
的厚重文化感里。

“纸随剪动，剪落曲终。
边剪边唱是南沟村剪纸的独
到之处。一曲《十二月花》从

‘正月迎春’唱到‘腊月寒梅’，

唱到哪个月就剪哪个花。”南
沟村剪纸协会会长任更厚介
绍，这老人叫任孟仓，是南沟
村的名人儿，他的剪纸作品带
到 北 京 奥 运 会 和 亚 运 会 上
过。他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剪纸项目传承人，剪纸技
艺国内一绝。

任孟仓老人听到说话声，
抬起头来热情地朝上喊，“来
了啊，下来吧！”

坑院旁便是入口，沿着台
阶一路向下，便来到老人的院
里。院内每个窑口都用土坯
或砖砌成窑隔，一些木制的方
格窗上糊着白纸，贴有红色或
黑色的窗花。据了解，建造一
座普通的地坑院需要两三年
时间，规模大的需要六七年。

老人今年 78 岁，他说这地
坑院建了 100 多年了，自己在
这里住了一辈子，剪纸剪了一

辈子。“我们家剪纸传了5代人
啦，现在我们一家八口，包括
我儿子、孙女个个都会剪。”

走进窑洞，一幅幅剪纸作
品琳琅满目地摆放，“三羊开
泰”、“八骏图”、“天女散花”、

“孔雀开屏”、“春牡丹”，枝枝相
连、丝丝相绕，纤毫毕现，栩栩
如生。墙上则贴满了黑色的

“喜字”剪纸。“这是我们的婚
房，我们这边的传统，婚房都要
贴满寓意幸福美满的剪纸。”

任更厚介绍，剪纸创作是
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慢活不
能急。简单的剪纸自然可以
一挥而就，但造型繁复的剪
纸往往要费一番力气。首先
要构图，然后根据画好的图纸
动剪，每一剪下去都要稳而
巧，心急的话，往往会一刀毁
了整张剪纸。“他一幅《兰亭集
序》，足足剪了两月有余。”

南沟村呈东西走向，西高东
低，村民沿沟挖建地坑院居住。
据陕县住建局2012年的一项调查
显示，南沟村的地坑院形成于明
朝，建筑总规模达10万平方米，属
于县级文物保护的地坑院有 100
处，传统建筑占村庄总建筑面积
的40%。

村里老人说，村里的古庙、古
祠、戏楼均于上世纪中后期被毁，
如今古迹难寻。只有地坑院和黑
色剪纸仍在见证着南沟村的历
史。自改革开放以来，南沟村民
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
人走到地上，盖起了可以停放农
用车的平房。如今，地坑院里住

的多数是老人，还有不少地坑院
已经被废弃。

相对于地坑院，任更厚更担
心剪纸这一手艺的传承。“目前来
看，全村剪纸一片兴旺，传承似乎
没什么问题。但是你想，等2~3代
人后，南沟村剪纸很可能就会因
失传而灭亡。首先是高科技的影
响，3D打印出来的剪纸，只有你想
不到没有做不到，比手工剪纸精
致一百倍。其次，经济发展的主
导地位在将来怕会对剪纸传承造
成一定的影响。第三，年轻人的
兴趣爱好多极化，娱乐方式多
元。作为将来的传承主体，必须
解决他们对传统手艺的认同感。”

■专家观点 手艺传承要解决年轻人的认同感

地坑窑里绽“窗花”

喜事布黑花

“剪纸是一门古老的手艺，传统
的必须要留住，同时也必须与时俱
进，融入现代时尚的元素才能让这门
手艺世代流传下去。”任更厚说，现在
南沟村有了自己的剪纸钢印，成为防
伪标识，保护版权所有，这样做就是
让文化更好地延续和传承。

南沟村剪纸有“传男不传女”
的传统，在其他地方，从事剪纸的多
是女人，而南沟村则全是大老爷们
剪纸。村里唯一一位非遗文化传承
人也是男的。“为了更好地发展剪
纸，这个传统已经被打破，如今是家
家户户男女老少都剪纸。很多女性
剪纸技术也不输于男人了。”

在南沟村剪纸展览馆，不但
有丰富的鸟兽鱼虫等传统剪纸，
还有“伟人照”、“东方红”、“中国
梦”、“十二生肖”，倡导清正廉洁
的“刚正不阿”、“公仆楷模”等散
发着时代气息的剪纸，以及“兰亭
集序”、“岳阳楼记”等书法剪纸。

另外，“马上有福”，“马上有
对象”等网络流行文化在剪纸上
也有所体现，“很多来玩的年轻人
都喜欢这一类的剪纸，销量不
错。”70岁的王雪妮老人说。

“村里人，有的一幅作品能卖
上千元，有的能卖百元，全村一年
剪纸收入超过百万元。像任孟仓
老人，普通作品每幅能卖到60块，
一个冬天的收入就有五六万元。
这些剪纸不仅销往陕县、三门峡及
其他各省市，而且还远销美国。”

任更厚说，南沟剪纸已成为
该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村里
剪纸艺人中国家级艺人35名，300
多人常年以剪纸为业，并成立有
剪纸专业合作社、剪纸艺术中心、
剪纸工作室等，剪纸的表现形式
也更加丰富多彩。2010 年，该村
村民创作的一幅 7 米长的剪纸作
品《天井窑院忙乐图》就卖出了
7000元的价格。

男女老少齐上阵

任孟仓和他的老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