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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宝银，女，63岁，江西人，现居晋江，
退休后于晋江市老年大学词诗班学习。

“晚晴”刊名邀你来写

本期刊名题字人物

刊名题写请注明个人简介（含个
人照片）、联系电话。

为了方便与读者们互动，我们设置了多
个互动渠道，欢迎与我们联系。来信来稿请
注明姓名、年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13505065057
15980068048

投 稿 邮 箱 ：33853075@qq.com
84552165@qq.com

微信留言：关注“晚晴周刊”微信公众
号，直接发送至后台。

寄信地址：晋江市长兴路报业大厦20楼
晋江经济报社专刊部《晚晴》周刊收。

《晚晴》周刊联系方式

王垂厂说，纸扎的手艺就是
靠着这样的口耳相传一代又一代
传承下来的。“我们家几代都是糊
纸的，究竟从哪一代开始做这行
的，我不记得了，只记得爷爷那一
辈就是做这个的，后来父亲四个
兄弟也都是做这行的，我和其他
堂兄弟也从小跟着做。”王垂厂
说，如今儿子也跟着他在做。

“我们这些做糊纸的人生活很

简单，每天就是和竹子、纸辇生、糨
糊、彩纸打交道。”王垂厂说，做纸
扎，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休息的时
间，“遇到没有订单的时候就要备
料，要破竹（用破竹刀将竹子破
开，削成不同长度和粗细的细竹
条）、要熬糨糊、要搭骨架……”

“做这个很累很辛苦，但是既
然做了就要做好它，把它传承下
去。”这几年，随着时代在改变，纸

扎的内容也增加了很多，顾客的
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王垂厂在
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也不断地
研究怎么去创新、丰富纸扎的品
类。得知纸扎技艺被列入晋江市
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后，王垂厂很高兴，

“成为非遗，这门老手艺就会被更
多的人看见，也会有更多人看到
我们这些手艺人。”

晚晴匠人

安海64岁王垂厂：传承纸扎技艺51载

天鹅洞被誉为“中国东南地区罕见的洞群世
界”。洞群中的溶洞地下河水中石林在国内独树一
帜。

长汀古城是著名的唐宋古城，从唐代至清代的
一千多年间，一直是历朝历代州、郡、路、府的治
所。悠久的历史留下了许多文物，1994年被国务
院公布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据了解，有

“红色小上海”之称的长汀县，现有8处全国重点文
保单位、1处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6
处省级文保单位与省级革命建筑物、21处县级文
保单位、122处重要革命遗址、34个省定革命基点
村，其它未定级革命文物77处，红色文化资源极为
丰富。

有着“长年无蚊”之称的客家山寨丁屋岭是一
个古老而美丽的客家山寨，坐落于海拔近700米的
高山之上，距长汀县城 24公里。镰刀般长条的山
坳里，黑瓦红墙，古巷悠悠，整个村落背风向阳，面
山开阔。一溜山泉自村间而过，无声无息地滋润着
山寨里的一切。

这条线路时间安排为两日，价格498元/人。

欢乐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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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学生游带火了旅游
市场，老年人旅游市场也不差，“这
两个月，我们的老年团出团很稳
定，像普陀山、九华山、湄洲岛这种
线路一直很火爆。除此之外，周边
两三日游的线路也很受欢迎。”晋
江市平安假日旅行会负责人刘平
安告诉记者，老年人一般都选择出
行两三日的旅游产品，这类产品
中，红色线路最受老年人欢迎，“很
多老人都喜欢红色之旅，多数线路
不仅能满足老年朋友的需求，也有
优质的自然文化景观，因此，选择
的人特别多。”

以下，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夏天
最火的两条红色之旅线路都有哪
些亮点吧。

江西瑞金是著名的红
色故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地之一，市内留存着叶坪、
沙洲坝、云石山等革命遗址
120多处，其中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35处，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23处，馆藏文物超
过1万件。

此行安排参观国家 5A
级景区——叶坪革命旧址
群 、罗 汉 岩 景 区（AAAA
级）、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
博物馆、沙洲坝红井旧址
群、洁源生态旅游区、九堡
密溪古村落等景点。

这条线路时间安排为
三日，根据出行交通工具不
同，价格不同，汽车 698元/
人，动车 1098元/人。每周
六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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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一年一度传统的七夕节。在晋江，

七夕节被称为“七娘妈生”。清《泉州府志·风

俗》记载：“七夕：乞巧。陈瓜豆及粿，小儿拜天

孙。”这个“天孙”便指“七娘妈”。这一天，家家

户户要搓糖粿，烧“七娘妈亭”。因此，每到七

夕来临前，制作“七娘妈亭”的纸扎手艺人便非

常忙碌。

“七娘妈亭”是一种运用传统纸扎技艺，用

纸、竹篾扎制而成的传统民俗用品。传统纸扎

在闽南俗称糊纸、扎纸、彩扎等，是将扎制、贴

糊、竹艺、剪纸、泥塑、彩绘等技艺融为一体的

民间艺术。去年6月，晋江传统纸扎技艺被列

入晋江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如今，晋江

各镇（街道）都有不少纸

扎手艺人，其中安海洋

南村因为有许多人从事

纸扎手艺活而被人们称

为“糊纸村”，王垂厂便

是洋南村众多纸扎手艺

人中的佼佼者。

七月初五（8 月 20 日）早上，天空下着雨，
在安海洋南村的纸扎手艺人王垂厂的家里，大
大小小的“七娘妈亭”摆满了厅堂，一些刚刚搭
完骨架、还没来得及贴上彩纸的半成品堆在角
落里。伴着雨声，王垂厂正忙碌地制作着。

王垂厂今年64岁，做纸扎却已经有51年之
久。“我 13岁小学毕业的时候就跟着父亲糊纸
了。”王垂厂一边说着，手上的活却一刻也没有停
下来，只见他拿着用纸搓成的纸绳（用特殊的纸
抽成，纸扎手艺人称其为“纸辇生”），将处理好
的细竹条绑在一起，然后取了虎口处的糨糊迅速
地将纸辇生黏好，动作一气呵成，行云流水。

“在闽南，新人结婚、孩子出生、十六岁生
日，都要在七月初七这天用到七娘妈亭。一般
的七娘妈亭有三层、五层、七层，根据不同的需
要选择层数。”王垂厂说，七娘妈亭的内部贴着
七位仙娘画像，相当于七娘妈的住所，所以整
个亭的制作尤其注重细节。

看着王垂厂剪纸、粘贴、绑金花，一个栩栩
如生的五层“七娘妈亭”便跃然于眼前。当人
们赞叹着他的手艺精湛时，王垂厂却有点不好
意思地说，“扎这种类型的七娘妈亭是非常非
常简单的，扎各种复杂的人物才是最难的。”在
他眼里，扎这七娘妈亭的程序相对于其他的纸
扎作品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像永和、龙湖一带
订的七娘妈亭就更复杂一些，叫‘花亭’，会有
很多人物。”

王垂厂说得轻描淡写，但事实上，要完成
一个这样“简单”的七娘妈亭并不容易，“像这
种五层的七娘妈亭，一天只能做两个，要是做
复杂一点的花亭就要用四天时间。”王垂厂说
着，翻看手机里之前做的花亭给我们看，原来
现场这种三层、五层、七层的七娘妈亭是平面
的，而花亭则是立体的，如圆塔状，每一层的贴
花都更精致细腻，每层上面还有各种造型的仙
女造型，很是华丽，的确复杂了很多。

“再复杂的我也能做出来，就
是要花更多时间。”从事纸扎手艺
51年，王垂厂的手艺已经深入他
的骨髓。只要有人上门来找他做
纸扎，无论是七娘妈亭，还是其他
的纸扎工艺品，他都会承接下来。

“纸扎品多用于红白喜事场
合，特别是在闽南各种岁时节庆
民俗活动、人生礼仪中，时常都会
看到纸扎的身影，像春节的春枝、

敬天公的灯座、七夕节的七娘妈
亭、元宵节的灯笼、舞龙舞狮的纸
扎龙头和狮子头等，都属于纸扎
工艺。”半个世纪以来，王垂厂做
过无数纸扎作品，七娘妈亭、元宵
灯笼、古厝神将、王船等，他的作
品都以栩栩如生闻名。因此，他
的顾客除了周边的乡邻，还有很
多是来自南安、石狮，甚至厦门、
漳州等周边县市的。

“这是一门靠口耳相传的老手
艺，只能靠不停地动手，还有学习
前辈的技艺才能做好。”王垂厂说，
要成为优秀的纸扎手艺人并不容
易，要学会纸扎手艺，要先学会折
纸、剪纸、刻纸、画纸等基本功；再
掌握破竹子、削竹片、扎竹篾及制
作糨糊的技巧；还要学怎样用竹条
扎出基本框架、用底纸粘贴出基本
造型、用彩纸装饰不同区域等。

对于制作纸扎的细节，王垂
厂很较真，糨糊的材料要按什么
比例调、扎纸色彩要怎么搭配、哪
个步骤要先做，他都有自己的

“谱”：破竹的时候不能戴手套不
然会用力不均、糨糊一定要用面
粉和明矾制作才会黏，每次熬糨
糊只熬一周的用量……“这些都
是基本技巧，还要善于从日常生
活中获取灵感与创造力，比如一
些作品需要制作人物，神话人物、
历史人物是怎么样的，只能靠学
习和想象，然后结合神话故事与
民间民俗文化去创作。”

口耳相传的老手艺

四代人接力传承

13岁学纸扎 一做51年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陈巧玲采写

才艺秀场

书法、绘画、摄影、诗词、剪纸……如果
你喜欢这些、擅长这些，那么，这里便是你
展示的舞台。“才艺秀场”作为展示老年朋
友才艺作品的平台，长期面向全市老年朋
友征集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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