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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周是个“非典型80后”。看生日，公历
1980年初、农历1979年末，刚好处于70后与80后
的交界点。看模样，脸上褶子小有规模，比那
些养尊处优的80后多了几分沧桑。看爱好，剪
纸、木版年画、文物鉴定，似乎哪一个都跟自
认还年轻的80后扯不上什么关系。

然而，潘周却是一个令人心生敬佩的80
后。他16岁就走遍乳山的乡村，搜集剪纸老纹
样，20多年来将自己全部的心力精力财力都投
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之中。12
月17日，潘周在工作室汇艺轩中接受本报记者
专访，这里也是威海市剪纸学会创作实习基
地。

对剪纸的喜爱

源于一个纸笸箩

潘周的工作室，在乳山老城区的一幢旧宿
舍楼里，房子没有装修，墙上、桌上、柜上、
灯上、门上、椅子上、窗台上，到处都是他的
作品或他的收藏。

“鼠年快到了，我最近创作了一幅《鼠年
平安》剪纸。你看这个老鼠有念佛的感觉，它
点了一炷香，在袅袅香烟上面出来一个蝙蝠，
是‘福从天降’的意思。香炉和老鼠之间的连
接,我一般都用铜钱，但是感觉心静了以后，钱
财就看淡了，所以这里用花生连接，正好老鼠
也爱吃花生。老鼠腿上是莲花，代表出淤泥而
不染，莲蓬里的莲子成熟后又重回水里，繁衍
生息，寓意子孙繁盛。老鼠尾巴设计成了一个如
意形。”初会面时，潘周还有些拘谨，说起自己的
剪纸作品，他顿时来了精神，滔滔不绝。

潘周对于剪纸的喜爱，源于他未能见面的
外祖母。“外祖母去世早，当时留下了一个纸
笸箩。纸笸箩上贴的剪纸，我从小就非常喜
欢，觉得很新奇。”潘周介绍，纸笸箩是胶东
地区一种独特的纸制容器，多用纸浆来做出形
状，再用剪纸做装饰。他递给记者一个清代的
纸笸箩，说：“纸笸箩有圆形的、方形的，各
式各样，大的用来盛粮食、衣物，小的用来放
针头线脑、首饰之类。这是以前胶东妇女结婚
时必备的一个嫁妆。婆家看看媳妇手巧不巧，
得先看看纸笸箩糊得怎么样，纸笸箩上的剪纸
剪得怎么样。我收集的纸笸箩现在有1 3 0多
个。”

8岁那年，潘周拜著名画家胡翘然为师学习
写意画，但对剪纸情有独钟的他，总想拿起剪
子来临摹一下。过去家里条件有限，家里的剪
刀都不舍得让用，潘周就趁大人不在家的时候
偷着剪。“那时候纸张也有限，小孩去买张红

纸回来瞎剪，大人根本就不支持，觉得你就应
该好好学习书本知识。我看谁家有喜事，办完
喜事了就去揭人家的喜字，回来整理好，用书
夹平了，用没字的地方剪，就觉得很奢侈。”

14岁那年，上初中二年级的潘周展示了在
剪纸艺术上的天赋。一天，为迎接检查，全校
18个教室的墙报需要配插图，时间却非常有
限。老师找到了有美术特长的潘周，他灵机一
动，找来大红纸，操起剪刀，一次剪出了6幅
画。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他就把18张牡丹、
月季和荷花插图贴在了教室后面的墙上。

潘周从小学习的写意画法与传统剪纸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但跟绘画比较起来，剪纸创作
更讲究素材积累。潘周在学习生活中处处留
心。在同学家吃饭，地上的暖瓶被打碎，热水
在地上弥漫开来，就像一只雄鸡。同学起身找
笤帚要打扫，潘周一边阻止，一边找来纸，立
刻画了下来。当天晚上，他就创作了一幅神气
十足的雄鸡剪纸。

走遍乳山乡村

收集老纹样

乳山剪纸，细腻圆润有文化有内涵，具有
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海文化特色。据考证，乳山
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早在明朝甚至更早就已经
成熟。潘周一次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张残缺的
明代老剪纸，剪纸内容是万历登基，剪得惟妙
惟肖。乳山剪纸区域性强、艺术性高、有较为
清晰的发展史以及大量的作品遗存，这对民间
习俗、民间美术、民间工艺等都具有可靠的史
料性价值。

“剪纸是百艺之宗，木刻、绣品，都以剪
纸为基础。在过去，房子窗户都是用木头钉成
的木格段，用纸糊上遮风挡寒。过年过节或遇
有喜事时就再糊一次纸，贴上一些剪纸图案。
红白相映，寄托喜庆、祈福等寓意。从某种意
义上说，剪纸是贴近生活的，是最能反映当地
文化的符号。但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剪纸
的用处不像过去那么多了。用得少了，传承得
也就少了，一般只是村里的老人会剪。”潘周
说。

15岁那年，潘周到城北的六甲庄村去找一
位老大妈学艺。一路打听着找到老大妈的家，
她正躺在炕上，蒙在小被子里。看有人来了，
她才坐起来，身子干瘦，精神头儿挺足。“大
妈问我干吗？我说我喜欢剪纸。她说你年轻，

弄这个干吗，有什么用？我拿剪刀给她剪了一
个纹样给她看，她来了劲了，把一个笸箩拿过
来，里面有很多她以前剪纸的纹样，就剪给我
看。”老大妈剪的纹样，是一个男人打着小
伞，旁边有一个女人。“我问大妈，这是什么
意思？她说：‘你年轻，我年轻，好比张生戏
莺莺’。”

老大妈说，潘周就记。临走时，老大妈把
纹样都给了潘周，说：“你喜欢就拿着，我留
着也没有什么用。”潘周过意不去，去买了饼
干和一瓶老白干酒给老人送了过去。

两周后，潘周再去拜访，老大妈已经去世
了。遗憾之余，潘周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应
该早点把它挖掘出来。“所以16岁的时候，只
要一有时间，我就走街串巷，把我们本土的剪
纸文化来挖掘、重现。”

只要有假期，潘周就骑上自行车，往村子
里跑，去寻访会剪纸的老人。“我那时候还上
学，没有什么财力，把自己储蓄罐里的钱都拿
了出来，买点东西提了上老人家去。这些老人
也很淳朴，一看我是真心喜欢，就让我把老纹
样拿上，也不要钱。我就把它们夹在书里，回
家用电熨斗熨平，整理好，收藏起来。慢慢
的，这些老艺人去世了，我觉得很惋惜，同时
又感到非常欣慰，在他们谢世之前，至少我把
一部分民间艺术保留下来了，让这古老的乳山
剪纸艺术永远地活在世上。”

如今，潘周挖掘收集明清、民国、近现代
剪纸老纹样已有3000余件。除了老纹样，只要
有图案尤其是工笔图案的东西，潘周都很在
意。瓷器、连环画、书画、挂历、烟纸盒都是
他收集的素材。冬天，潘周不喜欢睡有暖气的
房子，因为玻璃窗凝结不出冰窗花。冬天早
晨，潘周醒来的第一件事情是看窗花，看到中
意的马上找纸画下来。走在路上，看到婆娑多
姿的树影，他也会立刻画下来。

在认真汲取民间剪纸艺术营养的同时，潘
周不断创新，让“套色剪纸”“打细毛”“阴
阳剪”等剪纸门类、技法融合进更多的现代元
素，并尝试用书画装裱技术装裱剪纸作品，使
古老的剪纸艺术登堂入室，弘扬光大。其剪纸
“打细毛”手法堪称一绝，可以在一厘米的纸
上剪出38颗细毛。凭借精湛的剪纸技艺，潘周
的作品屡获大奖，其剪纸作品深受广大剪纸艺
术爱好者和国内外收藏者的青睐。

剪纸传承文化

比技法更重要

潘周收集老纹样，喜欢刨根问底，想知道
纹样到底是什么意思，里面有什么故事。

一次，他收藏了一个肚兜画，左面是一个
龙不像龙鱼不像鱼的东西，右面是一个猫不像
猫虎不像虎的东西，顶上一个鸟类形状的东
西，底下有一个小孩。“一个老太太拿出来，
我问她是什么意思，她说：‘身边有鱼万事
顺，猫儿相伴守粮仓，飞鸟在空喜事来，不缺
吃来不愁穿。’虽然也是顺口溜，但总觉得不
对。后来又有一个老太太也有这个图案，她说
这是‘龙生虎养雕打扇’，寓意是个贵人家的
孩子。’这才是对的。”

潘周介绍，乳山剪纸不是平面化的，而是
富含寓意。其实，剪纸有很多功用。比如在古
代，家里出殡，棺材前面要贴一个剪纸，叫棺
材花，有人家出殡，宾客想知道这家有几个子
女，但是子女在哭丧不方便打听，只要看看棺
材前面贴的棺材花就知道，不必去问。

还有，去别人家串门，一进门不能随便挨
个屋进。只要看看棚顶花，就知道屋里住的是
什么人，能不能进。新婚夫妇要生孩子会贴一
个“麒麟送子”，大闺女的房间会贴个“凤凰
穿牡丹”，老人房则会贴“蝙蝠庆寿”，每一
个图案都有独特的寓意。

旧时剪纸经常会用“三多”纹样，“三
多”是多子多福多寿的意思。石榴里面籽多，
石榴成熟了以后裂开，籽就露出来了，数也数
不清，因此用石榴来代表“子”。福，一般用
蝙蝠、佛手来代表，寿通常用桃子来表示。
“当你把石榴、佛手和桃剪到一起的时候，别
人一看‘三多’，就明白你呈现的意思了。”
潘周说。

“中国古代有图必有意，我们不仅仅要把
形传承出来，更要把内在的文化传承下去。”
身为乳山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多年来，潘周一
直专注于剪纸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每年举

办培训班10多期，还多次受邀到新加坡、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剪
纸艺术交流。

对于剪纸艺术的传承，潘周有着自己的思
考。他认为现在有些传承形式大于内容。比如
有的人从网上下载一个纹样，打印出来，拿刀
抠完，就拿到学校传承去了，“我经常抱怨，
与其不会传承，还不如不要去传承。自己没搞
懂，就到学校去传承，这些孩子将来要成为社
会的主人，等他们长大了，就会觉得剪纸就是
在电脑上弄个图片，用刀抠出来，很简单，没
有意思，没有什么太难的。可以说，不会传
承，加快了民间艺术的毁灭。”

潘周说，剪纸的技法很简单，只要会用剪
刀就会，只不过是熟能生巧，要把剪纸里的文
化传承下去，却并不容易。潘周在老年大学教
课，第一节课讲技法，之后便不再带剪刀进课
堂，而是启发学生去设计剪纸图案。“齐白石
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要借鉴古人，
用本土的剪纸元素，把自己内心的东西表现出
来。”潘周说，每一个剪纸作品都是有寓意
的，都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提倡中国梦，其
实每一个艺人的剪纸作品也是在剪自己的梦，
无论是祈求一年平平安安，还是祈求这个家团
团圆圆，都是把自己的心声、把自己的梦来用
剪纸表现出来，这就是浓缩的中国梦，是艺术
化的中国梦。”

传统非遗老手艺

需要衍生

如今谁家有人结婚，让潘周帮忙剪个喜
字，他通常都会推辞。“用纸剪出来，贴在窗
上，家里有暖气，外面冷，容易‘出汗’，剪
纸马上就不像样了。费劲剪了，最后也感觉不
出多好，去买塑料纸的也就几毛钱，贴上去以
后，一年也不掉色。”潘周感慨，在剪纸也走
向产业化、机器化生产之后，剪纸传承的是一
种工匠精神，而这种工匠精神是用机器做不出
来的。

一次，河北的朋友看上了潘周的《吉祥四
喜碗》剪纸，想批量复制走市场，可一个多月
也没有消息，“打电话问，他说：‘你的作品
没法复制，大形可以做出来，但是里边细毛根
本就做不出来。’我听了以后挺失落，同时我
也很欣慰，看来有很多传统艺术是用机器做不
了的。”

“传统非遗老手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衍生，要把传统的东西衍生成新时代可以用的
东西、可以和时代接轨的东西。”如今，潘周
正着手将剪纸烧到瓷器上。“把剪纸烧到瓷器
上并不是我发明的，宋代就有了这样的作品，
把剪纸烧到瓷器上，只要不人为去破坏，它就
不会坏，不会像剪纸这样受到气候环境的影响
不易保存。”

采访中，潘周多次提到，等经济条件允许
了，他想做一个展馆，将收藏的这些老纹样、
四千多幅剪纸作品、明清有关剪纸的老瓷器以
及所有与乳山剪纸有关的文化都展示出来，让
人们了解乳山的地域文化、了解乳山剪纸的发
展历程。

作为民间艺人，潘周坚守着乳山本土文
化，并极力地挖掘保护传统文化。“我还是乳
山木版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古代的雕版现在
一块八九千块钱，我收集了一百多块老版，我
愿意掏钱去留住乳山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

潘周的做法令很多人不解，连母亲也经常
说：“你收了不卖留着干吗？”还有人问：
“等你将来不在了，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
潘周说，他现在也常常在想，这些东西要怎么
去保管，怎么来保护，将来有一天这些东西又
何去何从？“不敢想象，我现在有时候想想都
灰心。”

然而，二十多年来，潘周从未停下过抢救
乳山本土文化的脚步，他所收集的乳山文化艺
术品早已将另一套专门用于存储的房子挤得满
满当当的。

鼠年快到了，他创作了一幅《鼠年平安》剪纸。在袅袅香烟上面出来一个蝙蝠，寓意“福从天降”。香炉和老鼠之间用用
花生连接。老鼠腿上是莲花，代表出淤泥而不染，莲子成熟后又重回水里，繁衍不息，寓意子孙繁盛……

潘周：坚守“海味”本土文化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王嘉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潘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现场展示剪纸艺术创作。

剪纸老纹
样《老鼠娶妻
图》

剪纸老纹样
《吕洞宾三戏白
牡丹》

采访潘周时，记者小心翼翼。
“我桌上铺的布是鲁锦，椅子的垫子是草

编、柳编，垫花盆的碟是‘康熙’的，瓶是
‘光绪’的，养水仙的盆是民国的，你喝茶的
杯子是‘道光’的......”潘周介绍着这些与他
朝夕相处的“普通”生活用品，记者手里的杯
子却是越攥越紧。

别人收藏了古董，都是放古董架上，潘周
不这样，他都用到了自己的生活之中。“我这
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是有文化、有故事的，我收
集这些东西就要从中汲取营养，把它们与剪纸
艺术融于一体。”潘周说。

收藏本土文化艺术品，出于潘周自己的喜
爱和守住本土文化的责任感，究竟投入了多少
钱，无法计算。艺术品买回来，就成了他珍贵
的宝贝 ，“我就算穷得要饭吃 ，我也不卖
它。”

潘周有两个儿子。小儿子3岁，年纪尚
小。上初中的大儿子，剪纸作品已经获奖。后
继有人，潘周却有些忧虑。“我的母亲说了，
‘孩子喜欢的话再跟你穷一辈儿，不喜欢的话

就是败家。’因为孩子喜欢的话，他也不会卖
这些收藏，还得跟我一样再受一辈子穷；不喜
欢的话，我攒了一辈子，他就会给我卖掉，这
不就是败家吗？”潘周说，母亲的话很经典，
他也承认，这是一个很纠结的爱好。

因为这个纠结的爱好，潘周一直是80后
中特立独行的那一个。十几岁的年纪，别人有
点时间就看录像、玩电子游戏，他有点时间就
往村里钻，收集剪纸纹样，学习剪纸技艺，打
交道的都是一帮老太太。青年时期，别人都在
忙着挣钱，他辞掉稳定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
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当中。即将四十不
惑，从小就被叫做“小老人”的潘周，与同龄
人的距离似乎拉近了，用着自己烧的茶壶，喝
着自己炒的茶，潘周对自己的选择愈发坚定，
更多了几分从容淡然。

潘周说，在他的爱好当中，剪纸是水平最
差的一个。但他的剪纸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爱好
者的青睐，不少人登门拜访，在国外展览时，
甚至在开展当天作品就被人全部买下。

潘周的艺术创作，正得益于从小到大的积

淀。他创作的《放鞭炮》创作灵感就来源于他
12岁那年的一次有心收集：同学拿了一本年
画缩印本，其中一张杨柳青年画吸引了潘周。
好话说尽 ,同学才把这张画撕下来送给了潘
周。这张画，他保存至今。后来，以这幅年画
作基础素材,再加上自己平时的其他积累，潘
周用一周时间创作了《放鞭炮》：五个古装打
扮的孩子头挽朝天髻，或挑着成串鞭炮，或正
用火点燃鞭炮，祥和、质朴、喜庆的感觉跃然
而出。

采访结束前，潘周向记者展示了他所收集
的部分剪纸老纹样。“麒麟送子” “喜鹊闹
梅”“八方进财”“财神临门”“春回大地”
“屈原问天”“嫦娥奔月”“五谷丰登”“莲
花游鱼”“玉龙取水”“织女牛郎”“老鼠娶
妻”“老鼠嫁女”等传统纹样应有尽有，或粗
犷豪放,或精巧细腻，版本各异。

这些珍贵的老纹样，会一直在潘周的大文
件夹里沉睡吗？记者有些焦虑，想必费尽心力
的潘周更为焦虑。

■ 记者手记

一个很纠结的爱好
□ 陈巨慧

鼠年平安

潘周剪纸
《 吉 祥 四 喜
碗》

胶东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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