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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1日，在泉州非物质文化遗
产馆二楼的剪纸体验区，陈细凤忙着
教游客体验剪纸。这是泉州非物质文
化遗产馆的非遗公益体验课，陈细凤
是剪纸课老师之一。“只要馆里有开设
剪纸课，我都会过来，能够让更多游客
了解泉州剪纸，我很高兴。”陈细凤说。

“有一次，一名来自大连的90岁游
客看到我在剪纸就坐下来不走了，说
要向我学。后来，他真的认认真真地
剪完了一个作品。”陈细凤说，这名游
客事后很认真地对她表示感谢，说泉
州剪纸很有意思。这让陈细凤心里感
到很自豪。

参加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非
遗公益体验课活动，只是陈细凤参与
的众多公益活动中的一个。这些年
来，陈细凤加入晋江市老年大学乐为
志愿服务队、晋江市剪纸协会公益志
愿服务队。每到节假日，她几乎都在
参加公益活动。从 2018年开始，她便
走进校园、社区、军营、警营，传承和弘
扬剪纸文化。

2019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在晋
江举办，陈细凤还参与拍摄了官方宣
传片，将现代设计手法与传统剪纸艺
术融合在一起，和小小球星们一同记
录和见证了这一体育盛事，凸显晋江
爱拼敢赢的精神。“当时拍摄地点在金
井塘东村，天气很热，我们在小巷里拍
摄，几个镜头拍了整整一天，虽然很辛
苦，但是觉得特别有意义。”陈细凤翻
看着当时的拍摄花絮说道。

此外，每年年底，陈细凤都会参加
公益下乡活动，为村民们剪生肖、剪

“福”字，“每年都有二三十场，有时一
天要赶两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陈
细凤记得这些年自己跟着公益下乡活
动走遍了晋江大小村落，“主要都是教
村民剪‘福’字，能把‘福’送给那么多
人，我特别高兴。”

这些年，陈细凤还客串学校校外辅
导员，走进课堂将剪纸文化传授给学
生。在西园街道小桥小学，她为29名小
学员上了12节课，每周都雷打不动地到
学校去。此外，她还是晋江市妇联儿童
之家专业成长课程剪纸课的老师。今
年3月，她更成为晋江市安海退休管理
委员会剪纸兴趣班的老师，三个月的时
间里风雨无阻地去为学员上课。

陈细凤一边参加剪纸公益活动，
传播剪纸文化；一边不忘学习。“我今
年还报了钢琴课，每周二上午上剪纸
课，周三上午和周四下午上钢琴课，两
堂课互相调节也就不觉得累了。”陈细
凤说，有时候剪纸累了，想让眼睛休息
一下，自己就会去弹弹琴。如今，剪纸
已然成为陈细凤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
分。利用手中小小的剪刀，陈细凤

“剪”出了忙碌快乐的晚年生活。

剪纸作品：《灵蛇乐韵》
作者：许海英（女，1968年生）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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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阳72岁陈细凤：

巧手剪出“花样”生活晚晴人物

剪纸是中国民间艺术的瑰宝，一双巧手、一把剪刀、一张红纸，便能剪出大千世界。晋江有许多的剪纸爱好者，他们凭借着对剪纸的热爱，不仅勤
于创作剪纸作品，更化身公益志愿者传播剪纸文化，咱厝青阳的陈细凤便是其中之一。

今年72岁的陈细凤与剪纸结缘已有10年。10年来，她创作了大量的剪纸作品，每年都会参加公益剪纸推广活动，这些年更成为学校的剪纸老
师，为传播剪纸文化而努力着。剪纸让她的晚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她的“花样”生活吧。

2015年，晋江老年大学开设剪纸
班，陈细凤第一时间便报了名。虽然
是 2015年才开始学习剪纸的，但是
她与剪刀的缘分却早早就结下了。
退休之前，陈细凤在供销社上过班，
后来开了一个窗帘店。“开窗帘店时，
我天天要拿剪刀裁剪窗帘。不过那
个时候拿的剪刀很大一把，和剪纸这
种小小的剪刀完全不同。”陈细凤拿
起手中小小的剪刀笑着比画道。

剪刀大小不同，但使用手法却是
一样的。也因此，陈细凤一开始学习
剪纸时，使用起剪刀来可谓得心应
手，只要给她一把小小的剪刀、一张
纸，她便能飞快地“变”出“花”来。

这些年来，陈细凤创作了很多剪
纸作品，其中很多是很复杂的大型作
品。但是谁能想到，一开始，她连最
简单的窗花都不会剪呢？“一开始连
最基本的动物图案、窗花图案都不
会，上课的时候，就跟着老师学习技
巧，回家坐在桌前慢慢琢磨。”陈细凤
介绍，剪纸并不是拿起剪刀就行的，
剪之前要构思、绘画，是一项集绘画、
裁剪于一体的传统技艺。要做好剪
纸，不仅要有绘画的功底，还要有耐
心和巧劲。“我不会画画，过去也没学
过，一开始都只能临摹别人的。”没有
绘画基础，陈细凤学习起剪纸来就很
吃力。但是不服输的个性让她从最
基础的素描开始一笔一画地学习，一
幅简单的图案都要画上五六次才像
样。经过不懈努力，陈细凤如今不仅
能自己画纸样，还会结合主题去创
作。

除了考验绘画功底和耐心外，剪
纸还很考验眼力和腰力，“越简单的
作品，线条越粗，线条粗就好剪。线
条越细，说明作品越复杂，需要一点
点去刻画。”陈细凤喜欢细腻的线条，
因此她的作品都会比较复杂，也就意
味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创作。“有一
次创作一幅国庆主题的作品，里面有
很多花卉元素。为了让花更形象，我
用了很多细线条去表现。那幅作品
整整花了两天的时间，眼睛要紧紧盯
着，不然一不小心就剪断了。”陈细凤
说，一旦开始创作，她便要在桌前一
坐就是几个小时，“有时腰疼得受不
了了，但是想着作品还没完成，又停
不下来。”

初到晋江市老年大学，陈细凤报
了很多课，比如摄影课、功拳课，可最
后坚持下来，而且一上就是 10年的
课，便是剪纸课。如今，作为剪纸班
的班委，要帮忙发放剪纸材料，还要
帮助辅导新学员。课堂上学习的时
间变少了，她便抓住在家的时间，一
有空就剪，“有时会剪到凌晨一两
点。家人都说不要那么累，但是我想
说，做喜欢的事情，哪里会觉得辛苦
呀。”陈细凤笑着说。

走进陈细凤的家里，到处都能看到她的
剪纸作品。而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餐桌上摊
开的剪纸纸样和工具。“这张餐桌的位置光
线好，桌子比较高，坐着剪纸时比较舒服。”
陈细凤说，这个餐桌一角就是她的创作“基
地”，虽然很简陋，却带给了她无尽的快乐。

这几天，陈细凤在忙着创作一幅以晋江
为主题的剪纸作品。在餐桌上，摊开着两张
A3大小的画纸，两张画纸的内容很像，上面
有白塔、红砖古厝、燕尾脊、滴水兽、五店市
石马、五店市戏台等晋江风景元素。但仔细
一看又能看出区别：一幅作品更为细腻，图
案中的线条更多。“这是一个朋友订制的，这
一张是原图，图很好看，但是不能直接用于
剪纸。所以我在对原图做修改，将原画转化
成剪纸用的纸样。”陈细凤说，原图线条不
够，剪出来就不好看。因此，她在原图的基
础上增加细节，比如突出红砖的纹路，还有
屋顶的瓦片线条及滴水兽身上的花纹等。

“这张作品光是修改就花了两天的时
间。”陈细凤对这幅作品很上心。原来，订制
这幅作品的人是要将作品送给祖籍晋江的
台湾同胞的，“希望台湾同胞能通过作品更
多了解晋江，也多到晋江来走走看看作品里
美丽晋江的实景。”

摄影作品：《日出泉州湾》
作者：陈金顶（男，1950年生）

素描作品：《古镇小巷》
作者：欧阳玉帛（女，1967年生）

晚晴生活百科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养老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如今，老年人
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适老化产品和设计也成为市场的热点，养老产业正

朝着人性化、智能化和舒适化的方向不断演进。随着老年消费者对适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近些年，市场
上的适老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智能，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便捷和舒适的生活体验。《晚晴》周刊开设“晚
晴生活百科”栏目，介绍相关信息，为咱厝老友们的品质生活助力。

家里老人年纪大了，走路有时
候不稳当。现在市面上有许多带
凳的拐杖，出门的时候，老人拄着
它，走累了随时可以变成一个凳
子，就能坐下来歇歇脚。

拐杖作为一种辅助行走的工
具，是每一位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必
备的。这款带凳拐杖将拐杖与座
椅结合，秒开秒合的设计使用十分

方便快捷，尤其是日常出行排队等
候或者在各种户外游玩时，以及钓
鱼、爬山等各种不同的场合都能使
用。一方面，作为拐杖，它为老人
提供了稳定的支撑。其坚固的材
质、合适的高度，让老人在行走时
能够更加安心。无论是在平坦的
道路上，还是稍有崎岖的小径，带
凳拐杖都能给予老人足够的安全

感。另一方面，它的凳子功能更是
贴心至极。当老人走累时，只需轻
轻展开凳子，便能随地坐下休息，
不必为找不到休息的地方而烦恼，
也无须担心长时间站立带来的疲
惫。该拐杖承重可以达到 150公
斤，采用的铝合金材质非常轻便，
拐杖净重仅 737克，老人出门拿着
完全不费劲。

带凳拐杖

与剪纸结缘10年

创作晋江元素作品

参加剪纸公益活动
传播剪纸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