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9月，贺彩莲的作品《姐妹三人
绣牡丹》在北京博物馆展出，同时还在上海
展出，并在法国美术展览会上荣获金奖。
2010年，贺彩莲被陕西省文物局授予延川
县碾畔民俗文化博物馆讲解员，将陕北优
秀的民俗文化讲解给国内外游客，并数次
为西安美院、中央美院等院校的大学生进
行剪纸培训。

自 2012年起，贺彩莲开始担任东关小
学少年宫的剪纸老师。“除了正常授课外，
每到礼拜天或者假期，我就会和剪纸爱好
者给喜欢剪纸的孩子传授剪纸技艺。”看
着孩子们学得开心，贺彩莲也打心眼里高

兴，“以前我们条件苦，想学也没地方学，
现在条件好了，我就想将自己会的都交给
他们。”贺彩莲说，不只是学生和剪纸爱好
者，儿媳妇还有孙女现在也都跟着她学习
剪纸。

为了更好地传承与宣传延川剪纸文
化，2020年，贺彩莲又在延川县文化和旅
游局、延川县非遗保护中心的支持和帮助
下，成立了非物质文化展室。

“从过年的窗花、结婚的窗花，到给老
人剪的鞋底上的花花，剪纸有很多类别、符
号和寓意，这都是老一辈人留给我们的宝
贵智慧和艺术，我们不能弄丢了，遗忘了！”

贺彩莲激动地说，“我要好好做好这个非遗
传承人，首先让我们延川的孩子们知道、学
会，还要让更多国内甚至国外的人了解剪
纸、爱上剪纸！”

延川剪纸凝聚着延川劳动人民无穷的
智慧和艺术创造，它“民味”十足、生动有
趣，像一颗璀璨的明珠，点缀着环境，美化
着生活，散发着无穷尽的艺术魅力！为更
好地保护传承这一传统文化，2019年 11
月，延川县专门成立了非遗保护中心，致力
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设、传承、传播和
发展上狠下功夫，并专门为“延川剪纸”这
项非遗文化建立了全新的保护策略，在全

力推进延川剪纸国家级传承人申报工作的
同时，不断加强延川剪纸人才队伍培育，坚
持每年举办至少两次的剪纸培训班，确保
延川剪纸传承有序；建立健全延川剪纸项
目数据库，不断充实项目文献、图片、视频
资料，撰写延川剪纸专题论文，谋划出版延
川剪纸书籍。

“我们还将突出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
转化，将延川剪纸这一传统技艺与现代工
艺结合，研发剪纸类非遗文创产品，延伸剪
纸产品产业链，让从事延川剪纸的民间艺
人不仅有技能，还能有收益。”延川县非遗
保护中心主任马向军说。

“好好做好非遗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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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想，我丈夫说了，二爸也
受累几十年了，好好地给二爸养老送
终……”

“对于我一个女人来说，我丈夫说的
我做到就行了。”

…………
流着热泪，56岁的子长市杨家园则

镇蜜蜂峪村村民孙红梅哽咽地说。
一身朴实无华的打扮，藏不住一个

美丽高贵的灵魂；丈夫一句语重心长的
嘱托，让她在丈夫去世后 8年多的时光
里，把自己从媳妇变成女儿，用矮瘦的
身板给婆婆、二爸和女儿们撑起了一个
家。这份爱的坚守，40年的虔诚孝心，
如红梅花迎雪绽放吐芬芳，深深沁润人
心，打动人心。

“我们这个儿媳妇，自从结婚过一
直对我好，对我们掌柜的也好，对二爸
的才好。”88 岁的婆婆高志英激动地
说。17岁，年少的孙红梅嫁到了高志英
家。自从嫁过来第一天孙红梅就知道，
自己家和别家不同，自己要走和别人不
一样的路。

原来，公公婆婆一直带着患有先天
性间歇性精神病的二弟，也就是丈夫的二
爸一起生活。二爸的病情很不稳定，正常
的时候可以跟人交流，犯病时谁都不认
识，打人、骂人是常有的事。孙红梅嫁过
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外出寻找未回
家的二爸。后来，公公因病去世，婆婆日
益年老，孙红梅和丈夫不仅需要照顾母亲
和3个年幼的女儿，还从父母手中接过了
照顾二爸的接力棒。

孙红梅的二女儿郝东艳回忆，自己
很小的时候，爸妈就把二爷接到家里，
早上第一眼看见二爷，妈妈就像对待
她的亲生父亲一样，给他洗脸、招呼他
吃饭。

高志英对孙红梅这个儿媳很满意，
她们之间没有红过脸。都说婆媳关系
难相处，但她们从来没有吵吵嚷嚷，关
系一直很好。儿媳妇的体贴周到高志
英看在了眼里，她说，都在一个家里吃
喝，儿媳妇对谁都好，不偏不倚。有时
候她二爸生气不吃饭，她会叫过来吃，
不过来的时候会端过去哄着让他吃，从
来不让他受气。

蜜蜂峪村家家种大棚，孙红梅和丈夫
依靠辛勤种大棚，日子过得幸福安稳。
2014年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打碎了原
本的美满。有一次，她的丈夫由于操作卷
帘机失误，身体被卷进了卷帘机，失去了
生命。丈夫的怆然离世让孙红梅久久缓
不过劲来。悲痛过后，她决定把更多爱给
身边的亲人们。

可是，现实有时候却是一座座翻不
到尽头的大山。二爸的病总是反复，他
还是想骂就骂，说不吃饭就不吃饭，没有
好转的迹象，管这个“任性”的老人，孙红
梅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以前，有丈夫一
起共同面对和时时安慰，乐观坚强的孙
红梅不害怕、有动力。如今，失去丈夫的
孙红梅不仅需要独自面对养家压力，心
情郁闷的她还要时时顾忌二爸的情绪，
心累的时候，她也盘算离开，可是想到丈
夫的话，始终不曾离开，一直照顾着年迈
的婆婆和二爸。

这8年以来，孙红梅每天做的第一碗
饭都会盛给二爸。二爸精神不好，有时候
出去会忘记回家。一次次，发现二爸外出
没回来，想到二爸一个人没人照顾，她都
会想方设法把他找回来。她和婆婆、二爸
一起生活了8年，如今，婆婆已经88岁，二
爸已经 85岁。“现在，我也没有放弃。给
二爸好好养老送终，对于我一个女人来
说，我丈夫说的我做到就行了。”孙红梅感
慨地说。

失去丈夫后，上有老，她像女儿一样
对婆婆、二爸尽心尽孝；下有小，她对3个
女儿疼爱教导尽心养育。如今，孩子们都
已成家立业，对母亲充满感激。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孝顺、善良的人，
尤其是对奶奶爷爷非常孝顺。”郝东艳
说，以后也要向妈妈学习，好好孝顺公婆，
好好教育孩子，让孩子长大以后也做善
良、孝顺的人。

孙红梅虽然上学时间不长，但她却
深谙为人处世道理，经常教育女儿们生
活要勤俭节约、对人要和善真诚、对长辈
要尊敬孝顺，孩子们在母亲的影响下，她
们做到了善良、孝顺、真诚，家庭都幸福
美满。

“她的举动，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蜜
蜂峪村党支部书记郭顺红说，作为一名
党员，孙红梅用孝老爱亲的行动示范引
领，深深感染着村民们。我们要向她学
习，对自己的家庭努力付出，收获幸福美
满；用自己的行动感染更多人，让生活更
幸福美好。

时值寒冬，忙碌了一整年的人们开始着手迎
接新年，整个陕北大地沉浸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中，
而在延川县大禹街道马家店村幸福家园却有另一
番火热景象，大禹街道办副主任高艳和驻村工作
队员、村民们正有条不紊地对红薯进行分拣、装
袋、上秤、封盒……踏着新年的脚步,丰收的喜悦
给大家增添了别样的幸福。

“我种了两亩红薯，能产2500公斤左右，从去
年秋天开始到现在已经卖了 1500公斤左右。这
次村上联系的又能卖 500公斤，大概能卖 3000元
左右。”村民王天云高兴地说，“今年两亩红薯一共
能卖1万多元，确实能过个好年了。”

伴随着汽车启动的声音，一箱箱包装好的白
玉红薯开始送往买家手中……在帮助村民装车的
同时，高艳还要对红薯的质量进行把关。她告诉
记者，马家店村今年种的红薯主要以白玉品种为
主，产量大约有62万公斤，通过驻村队员宣传、村
民自卖以及微信、朋友圈、网络直播平台等方式，
已经收入30万元左右。近期，她又相继联系到延
长石油集团管道公司等企业为村民销售红薯 1.5

万公斤左右。
“截至目前，马家店村的红薯已经销售了

70%左右，有效带动了农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
村民们都非常有信心来年能把红薯产业做好。”
高艳说。

近年来，马家店村立足自身实际，大力发展特
色种植，全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田地里结出
越来越多丰硕的果实，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菜篮
子”，也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

凭借着优质品质和良好口碑，马家店村的红
薯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都很受欢迎。2022年
以来，延川县大禹街道办通过网络直播平台，线上
把分拣精包装的红薯销售到全国各地，线下更是
积极联系相关企业，切实帮助农民解决红薯销售
问题。

红薯丰收迎新年，红红火火致富路。记者了
解到，马家店村将进一步拓展发展思路，深谋细研
发展规划、合作模式，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大力推
进红薯产业发展，以产业振兴推动全面乡村振兴，
进一步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红薯销售旺 映红甜日子
通讯员 干轩 宋妮 记者 刘小艳

● 薯农在院中分拣包箱

蜜蜂峪村红梅开
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陈延鹏 左敏杰巧手妙剪 纸上“花”开

——记延川县非遗传承人贺彩莲
通讯员 高诚 辛嘉颖 记者 刘小艳

每逢春节，在延川县，一幅幅红红绿绿、
形式多样的剪纸就会被家家户户贴到窗户
上。

鲜艳的色彩、吉祥的纹样、奇特的构思、
祈福驱祸的寓意，不仅透出了浓浓的年味，
更是给寒冷的冬季增添了些许暖意。

一直以来，根植于生活的剪纸技艺，凭
着一把把剪刀，将老百姓内心的温情和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跃然纸面。

还未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贺
彩莲的剪纸工作室，耳畔已传来悠远的民
歌声和爽朗的笑声……剪纸的标配定然
是民歌！一方红纸、一把剪刀、一曲民歌，
不仅渲染出了浓浓的年味，勾勒出了陕北
的生活画面，更流露出了陕北人的真挚情
感。

“马上就到春节了，我正在和儿媳妇、
邻居及学生们剪一些窗花，我的小孙女也

来了，别看她年龄小，可会剪了。”正在剪纸
的贺彩莲不时地说道。

只见剪刀在红纸上下快速娴熟地游
走，一幅象征着年年有余的剪纸就展现了
出来。作品完成后，轻轻抖落红色纸屑，显
现出的一道道纹路百转千回，鱼儿便活灵
活现、栩栩如生，好看极了。

“鱼代表了男性，莲花代表了女性，这
幅作品叫‘鱼戏莲花’，象征着年年有余，这

就是我给过年剪的窗花。”贺彩莲一边展示
着手中的作品，一边将寓意娓娓道来。

贺彩莲的工作室挂满了各种样式的剪
纸，人物惟妙惟肖、动物憨态可掬，尤其是
一幅长3米有余的《乾坤湾》剪纸图更是叫
人大开眼界。

“这幅作品中有羊皮筏子、鸳鸯、木船，
还有许多我们延川老一辈儿人的日常生活
场景，你看这是在织布、这是在锄地、这是

在赶毛驴和放羊，都是代表了黄河两岸的
生活。”贺彩莲介绍道。

贺彩莲的作品精美而不失灵动、粗犷
而不失细腻，不仅反映着农村生活的现状，
更反映着时代的变化。

“剪纸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民歌，民歌
就是剪纸。所以说从我奶奶和妈妈给我教
的时候到现在，我就永远不想放下剪刀。”
贺彩莲说着便又唱了起来。

“我永远不想放下剪刀”

贺彩莲出生于延川县延水关镇苏亚河
村，自小便在奶奶和母亲的熏陶下钟情剪
纸、热爱民歌，从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
剪纸，每逢过年的时候，邻里邻居就会拿着
红纸，来让贺彩莲的母亲和奶奶帮忙剪窗
花，贺彩莲也会拿着树叶和玉米叶，在旁边
学着剪。

“后来，我就拿着剪好的窗花给妈妈和
奶奶看，她们就说，我家娃的手可真巧哩，
以后过年时候的剪纸都交给你了。”贺彩莲
回忆道。

19岁那年，贺彩莲嫁到了离家不远的
碾畔村。成家后的贺彩莲在照顾孩子、忙

于家务、干农活的同时，依然执着于自己所
钟爱的剪纸。无数个深夜，她都盘腿而坐，
肆意挥洒着手中的剪与纸，用心记录着一
方水土一方人。

有一次，贺彩莲正在家门口的碾子上
碾压玉米，被恰巧来碾畔村写生的延川著
名版画艺术家、剪纸艺术家、布堆画艺术家
冯山云和中央美院教授靳之林看到，随之
便跟她聊了起来。冯山云问她会剪纸不，
贺彩莲就说：“会，当然会！”说罢，便回家取
来剪刀和纸，不一会工夫就剪出了一只蝴
蝶，她还拿出之前剪好的十二生肖、窗花、
门神等作品，冯山云看后连连称赞。

从那以后，贺彩莲便在冯山云和靳之
林老师的建议下，在碾畔民宿博物馆创办了
工作室，将自己的剪纸作品全部展示其中，
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剪纸爱好者。在这期间，
贺彩莲与两位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虚心学
习手艺、积极交流心得，不断创新作品，而且
不管在延安、西安还是更远的江苏等地，只
要有剪纸培训的机会，贺彩莲都会去参加。
此时的贺彩莲已然将“爱好”变成了“事业”。

“一张红纸不算大，剪刀代笔巧画画！”
延川剪纸虽起源早，但发掘晚，一直埋没于
民间，时至 1985年，方作为一门民间文化
艺术得以渐次发展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

迈入成熟期，进入新世纪后，终于达到鼎盛
期，逐步涌现出剪纸艺术大师高凤莲，剪纸
名家郭如林、高河晓、刘洁琼、刘小娟、袁随
花等 10余位，并逐步形成了 1.5万余人的
剪纸队伍。经过他们的代代相传，使得延
川剪纸这项非遗文化久而不衰。2018年，
陕西省文化厅命名延川县文安驿镇为
2018—2020年度“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2019年年初，延川剪纸被命名2018—
2020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随着延川剪纸艺术不断传承与弘扬，
像贺彩莲这样的民间艺术家及她们的作品
也被更多人所知晓与欣赏。

用心记录一方水土一方人

● 贺彩莲和剪纸爱好者一起剪纸

● 孙红梅和婆婆聊天

● 贺彩莲介绍剪纸作品《乾坤湾》

多彩非遗连接现代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