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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本报讯 日前，“晨曦花影——段晨光笔下的诗意自然”
展览在七墨美术馆开幕。

此次展览精选了段晨光的一些经典作品，包括《晓窗春
老》《醉倚狂风夜不收》等。这些作品将大自然中的花鸟描绘
得栩栩如生，充满灵性和诗意。通过这些作品，可以让人感
受到大自然的美丽和生命的力量，从而激发人们对生活的
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

据悉，段晨光的画作中，晨曦和花影是两个最重要的主
题。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力，将晨曦中的花朵与影
子描绘得如诗如画，充满诗意和浪漫。在他笔下，晨曦成为
温柔、充满爱意的主角，与花朵相互映衬，形成了一幅幅令
人陶醉的美景。

段晨光笔下的诗意自然
展览开展

植根700年的文化积淀

10 月 25 日上午，岩口湖畔的余车
村，笼罩在明媚的秋色中。跨过起伏的
石梯，路过苍翠，满眼都是桂花香浓柚
满枝。

在 400 多年历史的余大宗祠内，十
余名村民正围在一起，跟着老师学习剪
纸。只见她们一手拿着剪刀，一手捏着红
纸，随着刀口熟练酣畅地游走，纸屑如落
叶般翩翩飘落，“手指生花”的片刻间，一
字一花、一虫一鸟便跃然眼前。

剪纸，又叫刻纸，是一种镂空艺术，
是我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从古至
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剪纸艺术经过不断
完善和丰富，形成了具有时代、地域、民
族、文化特色的多种剪纸形式，极具装饰
性、观赏性、实用性和教化性。

余车剪纸艺术源于元初，迄今已有
700 多年历史，具有深厚的历史沿革和
文化积淀。

“建村以来，我们这里就有剪纸的传
统。若遇上婚丧嫁娶，村民都是自己动
手，剪窗花剪纸钱剪喜字样样都行。”余
车村党支部书记余水法介绍，逢年过节，
村民们还不忘在门窗门板上贴几个剪的

“福”字。
“从小就看到奶奶和妈妈在家里剪

鞋样、剪扇面，邻里之间还经常会谈论心
得，交流剪纸技法。”余车村青年委员余
诚俊说。

在余大宗祠的墙上，迎面就能看到
巨幅剪纸作品《义乌绣湖的变迁》，这是
余车剪纸“领头人”余军进剪纸画的代表
作之一。“我竟然以为是水墨画呢！”文友

“红海蜃楼”惊叹道。
“这幅作品脱胎于一张1937年拍的

老照片，为了凸显层次感和水墨效果，采
用了白、灰白、灰和黑四层剪纸叠加。”余
军进介绍，为了展示绣湖的变迁，他还创
作了另一幅彩色剪纸作品《今日绣湖》。

在 2023 年“百村争鸣”十大系列文
化艺术村的申报材料中，总结道：余车剪
纸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新颖独特，具有鲜
明的艺术特征及民俗性，普及度较高，有
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在当今的发展中，余
车的民间剪纸融入了国画的神韵，以大
气、真实而见长。

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文化

其实，在义乌剪纸界，乃至整个中国
剪纸行业，余军进早已身负盛名。作为土
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家，他深耕剪纸工艺
整整28载，获得了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义乌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华市工艺
美术大师等诸多荣誉和称号。

时针回拨到1991年，余军进随同学
去天津经商。为了寻找商机，他不断地逛
大胡同批发市场。不久，他就爱上了年
画、古玩、剪纸。

“当年觉得剪纸窗花好看，于是决定
学剪纸。然而，剪纸艺术易学难精。”余军
进介绍，为了提高技艺，此后十余年，他
走遍大半个中国，考察了各个地方的剪
纸风格、剪纸流派及制作工艺，拜访了全
国各地有名望的剪纸艺人，探讨剪纸的
发展和传承等问题。

通过不断学习，余军进逐步确立了
自己的剪纸风格，先后创作了一大批民
俗味浓厚、生动活泼的剪纸作品。

《馒头的制作技艺》将上溪镇一带农
民制作馒头的技艺用剪纸艺术予以展
示，28 个人物形态各异，跃然纸上；《古
宅》让人一睹便进入深深的巷子，白与灰
的视觉“气”自风雅……在余大宗祠二楼
的余军进工作室内，展示着20多幅剪纸
作品，许多代表性作品让人移不开目光。

采访时，余军进现场展示了自己精
心创作的两幅鸿篇巨作：作品《清明上河
图》长9米，1:1复刻了北宋风俗名画《清
明上河图》，耗时7个月制作完成；最长的

作品《奥运福娃》长25米，精心创作了52
个福娃样式，完成后被浙江电视台收藏。

回望漫漫剪纸路，余军进认为，一是
源自传统文化的浸润，再者是执着于自
己的兴趣爱好。

余军进爱琢磨，也爱创新和研发。在
传承剪纸艺术过程中，他融入了时代元
素，采用平面多层次3D立体表现手法，
让纸画有了光影效果，呈现立体感。通过
长期的摸索和改进，他发明了“立体剪
纸”“有胶层剪纸”“彩色点染剪纸”等技

艺，前两项获得了国家专利。为使民间剪纸
艺术萌发新的生命力，他还制作了一套专
供剪纸的“蜡板工具”，深受剪纸人喜爱。

2012年7月，余军进应邀参加在德国
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
使得中国剪纸艺术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
彩。多年来，他的作品连获中国工艺美术精
品博览会特等奖和金奖等几十个奖项。

毫不夸张地说，在余军进的引领下，余
车剪纸既有高超的技艺，又兼具深厚的绘
画功底，还融合了传统技艺与现代文化，在
剪纸艺术流派中独树一帜。

打造文化品牌蜚声海内外

不同于其他剪纸艺人，余军进还拥
有义乌人灵敏的生意头脑，他是进驻义
乌国际商贸城开展剪纸产品批发生意的

“第一人”。
面对广阔的市场前景，余军进很有品

牌意识。1999 年，他用自己的笔名“古艺
堂”作为商铺名称，并注册成商标。“古艺
堂”成为剪纸行业最早的品牌之一，所有的
产品均由余军进原创设计，内容和形式根
据不同地区的文化和市场的需求变化不断
更新迭代。

2001年9月，余军进大胆将剪纸艺术
从余车村延伸至河北阜城，引领两地剪纸
艺人走出了剪纸产业化道路。“我在当地设
立了批量加工点，义乌和阜城两地有一两
千人为我们制作剪纸产品，生产量一天就
达到了2万多张。”余军进说。

经过不断推广、试销，余军进的剪纸生
意越做越顺，越做越大。“生意好的时候，年
销量几千万张，光用掉的纸质材料就超过
20吨。”余军进说，“古艺堂”剪纸产品曾销
往全国各大批发市场、古玩市场及1000多
个超市，并远销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国家。

如今，义乌剪纸市场从最开始的“古艺
堂”一家，发展成为全国剪纸市场聚集地，
来自不同地区的四五十个摊位在此经营剪
纸产品，整个行业的年销售额超过2亿元。

“余军进开创了中国剪纸行业在世界
手工艺术品的一个全新领域。”有专家这样
评价。

“越投入剪纸，就越觉得这门艺术亟待
保护。”余军进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愿
意把精力放在剪纸艺术的传播上。为此，他
集结身边更多的民间艺人“走出去”，开展
文化走亲等活动。

平时，除了办展、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余军进把重点放在非遗剪纸“进校园”“进
研学基地”等活动上。每隔一段时间，他就
会给孩子们、剪纸爱好者们上剪纸艺术课。
如今，塘李小学、毛店小学、上溪二小和第
六中学等学校，还有众多研学基地都开设
了剪纸艺术课程，学习剪纸艺术已在义乌
多地蔚然成风。

“不但要走出去，还要引进来。”余水法
介绍，2022 年，余车村积极开展剪纸艺术
文化传承研学活动，累计吸引游客1万余
人次，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10万余元。

此次，获评“百村争鸣”十大系列文化
艺术村，为余车村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我们村正在积极谋划，计划将剪纸艺术与
农耕文化相结合，乘势打造研学基地、写生
基地等，化知名度为人流量，变山水优势为
发展优势，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余水法信心满满地说。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图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本报讯 日前，“艺展风采”义乌市青少年书画大赛圆
满落幕。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浓厚的文
化艺术氛围，今年5月开始，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面向
全市征集“艺展风采”义乌市青少年书画作品。作品以“艺展
风采”为主题，按年龄分幼儿组（3-6周岁）、儿童A组（7-12
周岁）、儿童B组（13-18周岁）三组。

据悉，本次大赛共计收到作品892件，其中，美术作品
307件、书法作品585件。经过专家组认真评选，大赛共评出
获奖作者85人，其中一等奖15名、二等奖26名、三等奖44
名，优秀指导教师8名，优秀组织单位10家。

据悉，本次比赛获奖作品展将于11月初在义乌市文化
广场一楼七墨美术馆举行。

“艺展风采”义乌市青少年
书画大赛落幕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本报讯 为倡导未成年人多读书、读好书的文明风尚，
营造全民读书、终身读书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赤岸镇神
坛村文化礼堂开展了以“文化传承 经典诵读”为主题的阅
读活动。

活动开始前，农家书屋管理员冯小花给孩子们讲解了
冯雪峰的生平事迹，鼓励他们传承革命精神，并引导孩子们
选取自己喜欢的读物，开启沉浸式阅读。大家围坐在桌前以
接龙发言的形式分享书本中的有趣故事，交流读书心得，体
会读书乐趣。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从“阅读”到“悦读”，既享受了读书
的欢乐，又培养了良好的阅读习惯。

近年来，赤岸镇十分注重发挥文化引领作用，通过建设
农家书屋、悦读吧等文化阵地，创新农家书屋的管理和使用
模式，发挥农家书屋作为农村思想文化主阵地的作用，让农
家书屋成为促进乡风文明的“加油站”、精神共富的“发动
机”，打造全民阅读、终身学习的“书香赤岸”。

神坛村开展
经典诵读阅读活动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本报讯 近日，宋韵传声之——“湖山烟霞”当代中国山
水画五人展在七墨美术馆开展。

本次展览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美术家协会
指导，浙江省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上城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
育局、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共同主办，展出徐丽
延、陶文杰、黄建华、沙正鑫、陈建锋等五位艺术家的中国山
水画作品共五十幅，为浙江画坛提供了五份独特的“美学样
本”。著名书画家梁平波为展览题名。

纵观五人作品，虽风格各异，但对中国山水画守正创新
的方向和目标同出一辙，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孜孜不倦地探
索，艺术风格各具特色。正是这种鲜明的特色，让这场展览
更加丰富多彩，让市民从或细腻或粗犷或写意或工笔等不
同笔墨中，从淡秀雅致、四季轮转的设色中，从空灵旷远的
意境晕染中，去欣赏五位画家的湖山烟霞之美，去品味山水
画静中有动的千般意境，去感受世俗之外的情趣和诗意。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30日。

“湖山烟霞”中国山水画
五人展开展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本报讯 10月22日起，市婺剧保护传承中心在义乌剧
院开展惠民演出。

“从22日到26日，我们有《吕布与貂蝉》《鸳鸯剑》《三打
白骨精》《三请梨花》《红丝错》五场大戏轮番登场。”市婺剧
保护传承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演员们献上了群众耳熟能
详、喜闻乐见的经典婺剧作品，为市民营造了欢乐、暖心、热
闹的氛围，让大家在“家门口”尽享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

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进
一步推进“文艺星火赋美”工程，加大优秀剧目创作、送戏下
乡、文艺展演等工作力度，助力更多喜闻乐见的优秀传统文
化和艺术精品走进“寻常百姓家”，进一步拉近艺术与大众
的距离，让市民共享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

市婺剧保护传承中心
开展惠民演出

一刀一剪闯天下 传承文化促振兴
——记2023年“百村争鸣”十大系列文化艺术村余车村

近日，省乡村振兴局认定 100 个村为

2023 年“百村争鸣”十大系列文化艺术村，

上溪镇余车村凭借剪纸艺术成功上榜。目

前，这是义乌首个，也是唯一一个获此殊荣

的乡村。

余车村究竟是何许村也？它古称“余寀”

或“余采”，位于金东义西丘陵地区，三面青山

环抱，一面紧靠岩口水库。村子虽不大，但环

境优美，风格各异的楼房错落有致。全村有农

户709户、人口1487人，耕地面积442亩。

明明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村，缘何能

在全省数万个村庄中脱颖而出？一拨又一拨

文学爱好者、艺术工作者慕名前来一探究竟。

参观学习后，上溪文学社会员贾良友即兴而

作《观剪纸有感》：“一纸一艺闯天下，一刀一

剪出古今。一带一路誉全球，义乌义商思贸

兴。民间非遗遍神州，阡陌文化似繁星。”

剪纸作品《义乌绣湖的变迁》挂在余大宗祠的墙上。

剪纸作品《新丝路 中国梦》。

剪纸作品《馒头的制作技艺》。

鸿篇巨作《奥运福娃》。

剪纸作品《古宅》。

剪纸作品《佛堂电影院》。

剪纸爱好者跟着余军进学习“立体剪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