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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河南省嵩县第四届银杏文化节开
幕式上，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授予该县“中
国银杏之乡——嵩县”的奖牌，嵩县成为我省
首个“中国银杏之乡”，再添国家级名片。

嵩县地处伏牛山生态功能的核心区，森林
资源丰富，为银杏的保存和繁衍提供了有利条
件。全县16个乡镇中有8个乡镇分布有天然
银杏树林,散生银杏古树335株，规模和数量居
全国之首。其中白河镇下寺村千年古银杏林
现存树龄500年以上的古银杏树113株，其中
树龄千年以上的67株，树龄最长的一株1300
余年。2007年7月该银杏树群被列入吉尼斯
世界纪录。

脚底踩着厚厚的落叶，层层黄叶中洒下斑
驳的阳光，走进这银杏树林会让人忘却世俗的
喧嚣。开幕式当天，很多郑州、洛阳、三门峡的
游客前来观赏美景。

据介绍，此次银杏文化节期间还将举办
《念书的孩子》电影首映式、“随手拍白河”摄影
大赛、美食大赛、白河探源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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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县横水镇元庄村的畅杨杨今年21
岁，他从小喜欢剪纸，高中毕业后放弃出门
打工的机会，四处拜访民间剪纸艺人，先后
创作出《廉政为民》、《老鼠嫁女》、《喜迎党
的十八大》、《孟津年俗》等剪纸作品，并多
次获奖。日前，他整理出70余幅作品，准
备在村里办个剪纸展。

男孩剪纸 有模有样

“小时候村里的老奶奶经常在农闲时
聚在一起，给要办喜事的人家剪喜字，给小
孩、老人剪鞋样儿。那时我喜欢在一旁看，
看多了，也试着拿起剪剪。”畅杨杨说，村里
的老奶奶就是自己剪纸的启蒙老师。

他跟着老奶奶们从简单的图样开始学
起。虽然是个男孩子，但他学得快，剪得
好，奶奶们经常夸奖他。

2009年，畅杨杨高中毕业外出打工，
干了一段时间后，他觉得成天干活，剪纸的
时间太少，于是索性辞职，一门心思在家研
究剪纸。

2010年，山西举办中国年俗剪纸大
赛，他把一幅作品邮寄了过去，没想到竟
然获了铜奖。除了有获奖证书，还有300
元奖金。主办方通知他去领奖时，畅杨
杨非常高兴地去了。父亲畅水龙觉得不
划算：300 元奖金，还不够来回路费呢。
畅杨杨哪里听得进去，他并不是冲这300
元奖金去的，因为那里他可以认识更多
的剪纸爱好者，可以去跟更多的老师学
习、交流。

后来，畅杨杨又多次参加剪纸大赛，均
获得了好名次。这更加激起了他剪纸的热
情，有时候灵感来了，他剪到半夜一两点也
不睡觉。半夜起来看见孩子还趴在桌子上
剪纸，父亲畅水龙特别心疼，这个老实的庄
户人虽然不懂娃子摆弄这纸片有什么意
义，但他认为“孩子搞的是艺术，只要孩子
喜欢，就支持他”。

登门求教 搜集素材

随着剪纸时间越来越长，畅杨杨了解
到剪纸这种民间艺术，仅靠从电脑、书本上
学的知识显得非常单薄，要想创作出更加
生动精彩的作品，还要向民间那些剪纸老
艺人学习。

他打听附近村中会剪纸的老人，然后
去登门拜访。“奶奶，我想学剪纸，您给我讲
讲关于剪纸的一些事吧？”虽然不认识，但
畅杨杨一进门就奶奶长奶奶短地叫，老人
心里乐开了花，却又免不了疑惑：一个大小
伙子想学剪纸，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畅杨杨拿出剪刀，给老人先剪个牡
丹，再剪个兔子。老人看后给他剪个鞋
样儿，剪个帽花儿。这样你来我往，畅杨
杨跟老人就熟了，确定这小伙子是真心
来学艺的，老人才乐意把肚子里的学问
传授给他。

畅杨杨每次登门拜访，都有很大收获，
他把民间盛行的传统剪纸艺术都用心记录
下来，这对他以后的创作非常有帮助。

努力创作 搞出名堂

前几天，畅杨杨创作完成一幅迎接党
的十八大题材的剪纸《廉政为民》，这幅长2
米、宽1.5米的剪纸作品包括合作医疗、家
电下乡、义务教育、取消农业税等几部分，
作品内容丰富，而且人物形象也很生动。

“明天，我会把这些作品都拿到村里
展览。”畅杨杨整理出70余幅大小不等的
剪纸作品找人精心装裱起来，准备在村
委大院中展出，让乡亲们更多地了解剪
纸艺术。

办完展览后，他还准备创作一幅大作
品《八百诸侯会孟津》。畅杨杨打算把这幅
作品做成88米长，完成这幅作品大概需要
1年时间。“等这幅作品完成了，我就去相关
部门申报，争取让孟津剪纸也成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他说。

畅杨杨说：“现在会剪纸的人越来越
少，其实剪纸并不难，半年时间就能学会。
假如有人想学随时可以来找我，我愿意义
务教大家剪纸。”

小伙儿酷爱剪纸 要在村里办展览
“中国银杏之乡”
嵩县再添国家级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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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杨杨展示剪纸作品。 畅杨杨聚精会神地剪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