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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张秀娟，58岁，临海括苍镇人，临海市城西中学教师、张秀娟剪纸博
物馆馆长、括苍镇知联会会长、临海市侨界精英工作室领衔人、浙江省劳
动模范、台州市第六届人大代表。作为省级非遗“临海剪纸”代表性传承
人，30多年来，张秀娟创作了近2800件拥有独立著作权的剪纸作品，其中
30多件作品被各级博物馆收藏。

台传媒记者卢 昕文/摄

回归民间，走向世界

“在浙江师范大学进修时，导
师盛世收藏的理念点醒了我，待到
国家富强，人们会重新认识剪纸艺
术的价值。”张秀娟说。此后，她走
访了大量熟悉临海剪纸的老一辈
手艺人，在十几年中复原出上千种
剪纸的传统花样。

张秀娟始终秉持着要将“临海
剪纸”传向社会的观念，“用更开放
的姿态去看待传承这件事”。身为
城西中学的美术老师，在教育部的
号召和学校的支持下，临海剪纸进
校园的设想很快得到了实现。

1997年开始，张秀娟开始在课
堂上加入剪纸的内容。在学校里的
张秀娟名家工作室，记者看到了一
本教材《花鸟与团花剪纸》。这是
2003年，张秀娟在老年大学开设课
程时专门编写的。“教初中的学生
不一样，我更注重于培养孩子们的
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教材拿过来
用的时候，我做了一定的调整。”张
秀娟说。

后来，她主持开发的《临海剪
纸》课程，被正式列入浙江省九年
制义务教育精品课程。临海剪纸逐
渐走出家族传承的局限，焕发出新
的生机。

2014年，张秀娟在紫阳街拥有
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博物馆。
张秀娟剪纸博物馆面积不大，只有
350平方米，数以千计的作品只能
定期轮换展览。

此外，张秀娟还在这里开设了
研学课程，学生以中小学为主，其
中每年接待的海外留学生、华侨华

人、国际友人就有千余人。
根据不同的群体，张秀娟设计

了不同的课程：年龄小的学生动手
能力不足，但是想法天马行空，就
教他们脱稿剪纸；给成年的学生教
授的花样则比较复杂，让他们“照
葫芦画瓢”；面向国际，张秀娟更希
望以剪纸艺术为载体，讲好临海故
事、中国故事。

立足现代，创新发展

“藏在深山无人识，一举成名
天下知。”在 2005年全国第一次非
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临海剪纸的
艺术魅力惊艳世人，张秀娟也是从
那一年开始自己的创作。

以张家剪纸为代表的“临海剪
纸”，最为突出的就是制作“雕花
样”和“绣花样”的绝技。在此基础
之上，张秀娟从无骨花灯上汲取灵
感，吸收了“凿花”“针刺”等技艺，
又从蓝印花布的样式中，融合了

“镶烫”的技艺。
2006年，张秀娟终于在“神州

风韵”全国剪纸大赛上崭露头角，
获得了铜奖，成为剪纸艺术界冉冉
升起的一颗新星。

在赛后的研讨会上，王伯敏教
授的发言深深触动了张秀娟。“剪
纸不能永远靠匠人的情怀在做。”
她决心改变剪纸“有用而不贵”的
现状。

要想剪纸更具收藏价值，就
必须找到新的材料来代替传统的
纸张。“我找了二十几种材料。”一
开始，张秀娟受北方皮影戏的启
发，尝试了动物皮，但是不够薄，
就很难表现临海剪纸传统的“针
扎”手法；树叶树皮则太脆，难以
保存……

直到 2010 年，临海剪纸的创
新工作有了眉目，“我找准了丝绸
作载体的方向”。这时一个巨大的
问题摆在了张秀娟面前，丝绸的经
纬线是散的，很难固定住。

于是，张秀娟跑了全国很多丝
绸厂家，买来不同种类的丝绸进行
研发，花了两年的时间，终于研发
成功，并且申请到了专利。

“我相信丝绸剪纸的前景不可
限量，所以敢于投入。”张秀娟笑称，
研发相当“烧钱”，美术老师的主职
是她最大的底气，“每月有工资，再
加上我对物质条件也不讲究。”

艺术先行，产业共富

2009年，张秀娟成立了剪纸工
作室。丝绸的华贵和临海剪纸中的
吉祥剪纸非常相配，她创作的《临
海风光》《百福图》等作品，成为工
作室主打的产品。

《百福图》也是张秀娟擅长的
书法剪纸，谈到创作过程，张秀娟
将其比喻为“十月怀胎”，所有的福
字都来源于古籍。“临海习惯把福
字写得很长，我们叫‘长福’，温岭
靠海，福字的笔画写得像水波一
样，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把字凑齐。”
张秀娟说。

但要表现朴素的书法剪纸，丝

绸就不再适用，张秀娟又研发了带
有“张秀娟剪纸艺术”水印的特制
纸，她坚信只有提高仿制的门槛，
才能让剪纸在市场上走得更远。

“工作室只有四五个工人，可
以剪一些小件的作品，大幅的作品
还得靠我自己。”张秀娟笑着说，

“还好女儿愿意接我的班。”
张秀娟的女儿杨雨潇留法归

国后，带来了艺术产业化的理念，
工作室陆续推出了剪纸杯垫、剪纸
挂件等日用工艺品，同时帮助 20
多个工人实现就业。

疫情期间，杨雨潇在直播平台
开设“非遗云课堂”，每天在线教授
剪纸技艺，让零基础的学员也能跟
着课程随手剪，解锁宅家新姿势。

在张秀娟的努力下，“临海剪
纸”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文化品
牌。近期她正忙于建设位于括苍镇
的张秀娟剪纸博物馆总馆。总馆面
积有 3000 平方米，是一间两层的
小院。“这里地方大，研学能同时接
待300人，较以往翻了10倍。”张秀
娟介绍。

此外，她还在当地开展观光农
业的创新设计与尝试。“农文旅融
合是现今乡村振兴的一项创新实
践，我希望把剪纸文化带到括苍镇
的田间地头，带动农户们共同富
裕。”张秀娟说。

张秀娟：乡土剪纸，创新传承

台传媒记者元 萌

80后青年画家周鹏，祖籍山
东青岛，来到天台从事绘画教学
与创作已有15载。作为新一代画
家，周鹏以工笔花鸟作品见长。初
看他的画作，设色清淡，隽秀温
润，但在精微之处又能领略到北
方人的豪爽洒脱之气。兼工带写、
静中有动、南北兼容，种种特质构
成了他作品背后的独特灵魂。

创作不止

一场春雨过后，山涧幽溪淙淙
流淌，崖壁上的山花摇曳生姿。清
澈的溪面上，几片落花逐水而去，
一只白鹭静立水间，仿佛在品味此
间的清寂禅意。2021年入选国展
的作品《幽溪春意》，代表着周鹏近
年来的创作方向，就是在自然山水
中发掘出一方精神净土。

周鹏延续了多年的系列创作
《幽溪春意》《幽溪春色》《春满溪
图卷》等，以水墨、设色、工笔、写
意等不同手法表现同一主题。创
作的灵感来源于他某次外出写生
时，看到漫山遍野开得烂漫的金
樱子花，就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
如此蓬勃的生命美感，在他的脑
海里挥之不去，回家之后便立刻
开始着手创作。

中国画的意境与表现方式，
一直是周鹏所钟爱的。早在山东
齐鲁艺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求
学期间，他就一直坚定走国画这
条道路。他从两宋的院体画入手，
写生临摹，又从明清的写意画开
拓，纵心放笔，涵养功夫，不拘泥
于传统，力求在不断创作中开辟
属于自己的风格。

周鹏的国画作品《家园》，曾
于 2018年获台州市教育系统第
二届优秀美术书法作品展金奖。
作品描绘了清晨时分的始丰溪，
成群的白鹭在溪岸沙汀上聚集，
如同一群隐士在守望自己的家
园。“如今随着城市化发展，江海
河流的生态恶化，很难见到白鹭
的身影了。借此创作，我希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能够实
现。”他表示。

越是不着痕迹，越是耐人寻
味。这幅作品以灰色为主调，画面
主体的白鹭以白描的手法表现，
周围坡岸水草意笔写出，水面和
氤氲的雾气以水墨渲染气氛，通
过画面的弱差色阶表现出了“绚
烂之极归于淡”的意境。

周鹏平时爱读寒山诗，他常
常会想象寒山子当年在寒岩洞里
隐居禅修时，与天地对话，与鸟兽
同语的情景，寒山子淡泊超脱的
风骨也令他神往。曾入选省青年
美展的作品《寒岩雪霁》，灵感正
是来源于与天地、与自然和合的
寒山子。画面上，隆冬时节的寒岩
一片静寂，唯有几只山鹊嬉戏于
空谷之间，透露出一丝清冷萧瑟
之意。

画为心迹，笔落之处，皆是一
个人内心世界的流露。周鹏生于

齐鲁大地，深谙孔孟之道，如今客
居天台之间，又深受山水人文滋
养。谈到接下来的创作计划，他打
算深入挖掘和合文化与诗路文化
的精神内核，创造出更具精神气
度的作品。

第二故乡

2008 年，周鹏作为引进人
才，在天台艺术馆的牵线搭桥下
来到天台，从此在这里落地生根，
成为了一名“新台州人”。他现为
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台州市
美术家协会理事、台州书画院画
师、千竹书院成员、台州九社成
员，任教于天台艺术学校。

执教的15年时间里，他见证
了天台艺术学校少儿美术课程从
无到有的过程。教学创作之余，他
也会到当地的“文化超市”、文化礼
堂等开展公益培训，为天台的美术
教育推广工作尽自己一份力量。

经历了早年客居天台语言不
通、习惯不同等问题，如今的周鹏
已将天台视作自己的“第二故
乡”，如鱼得水地徜徉在自然山水
间，体会当年唐诗之路文人墨客
的隐逸之乐。

在天台生活的这些年，让他
深爱上这片土地，他的足迹遍布
天台绝大部分山水。天台的山林
幽壑、闲花野卉，都成了他创作的
灵感源泉与素材宝库，都凝练成
了他笔下的生动气韵。

他回忆道，早在学生时期就
来过天台山写生，石梁的宏伟、琼
台的幽静、赤城的霞光，都让他大
开眼界。神山秀水的天台山，不仅
是古代文人墨客的朝圣之地，也
是当代人艺术创作的风水宝地。

“在天台，我不仅受到了山
水的滋养，更受到了文化的滋
养。”周鹏说，“我的创作离不开
天台的神山秀水，也离不开深厚
的佛道文化、隐士文化与和合文
化的影响。未来，我将描绘更多
天台的人文山水，用创作反哺我
的精神故乡。”

周鹏：
天台是我的创作原乡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文/摄
乐屿民宿坐落在神仙居脚下一

个名叫前塘的小村庄。下了高速，伴
着青翠的山色一路前行，没一会儿就
到达目的地。

民宿的门户并不起眼，隐匿在村
里众多民房中。步入其中，方知它的
奇妙。

在民宿主人李佰川的带领下，记
者参观了乐屿。

一

民宿一共有四层，一层是餐厅和
休闲区，余下几层皆打造成了客房。

温馨、明亮、时尚，应该是大部分
人进入乐屿的第一感受。干净的的落
地窗，原木色的书柜，宽敞的沙发，精
致的吊灯……阳光透过玻璃洒进大
厅，给一切事物都镀上一层金色的外
衣。吧台飘来若有似无的咖啡香，舒
缓的音乐在房间内流淌。此时，若是
点上一杯咖啡，在靠窗的沙发上小
坐，大概就是许多人向往的岁月静好
模样。

“我们的咖啡都是现磨的，很受
客人喜欢。”李佰川说。

一楼最别出心裁的设计，当属中
庭的水景。挑空的庭院，让天光云影

都落入几何形的池面，少许绿植点缀
其中，给整个空间都增添了一番意
境。靠边是白色的楼梯，从这里可以
通往楼上的客房。

“我们一共有 11间客房，有亲子
房、山景房、双人房等多种房型。每个
房间都配备了超大落地窗或者露台，
拉开窗帘就可远观神仙居山之美景。”
李佰川一边领着记者上楼，一边介绍。

和楼下大厅一样，楼上的房间也
以原木色和白色为主调，风格偏日
式，还打造了全屋智能家居，只要客
人口头发出指令，灯光、窗帘都可以
自动打开关闭。

如李佰川所言，从房间的落地玻
璃看出去，神仙居景星岩的景致一览
无余。他介绍：“别看就是一处山景，
一天中不同时间段看景星岩，不同的
光影照过来，景色都是不一样的。”

乐屿还值得一提的，就是坐拥
2000多平方米的户外草坪。

在这里，白天客人可以扎帐篷露
营，围炉煮茶；夜幕降临，可以看一场
露天电影，开一场露天KTV。草坪上
还有动物牧场，里面养了羊、鸡、鸭、
鹅等，很受孩子的欢迎。

“因为空间大，还有人在我们民
宿求婚、办户外婚礼，或者开展团建，
这里见证了许多美好和欢乐。”李佰
川笑着表示。

二

美好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
打造这一处民宿，李佰川一家花费了
许多时间和心血。

1967年出生的李佰川是土生土
长的仙居人，凭着不错的厨艺，他和
妻子经营了20多年的土菜馆。

“仙居有很多民宿，因为我们家
口味好，所以很多民宿老板都喜欢来
我们这里吃饭，还会帮忙介绍客户。”
一来二去，大家就熟悉了起来，李佰
川说，“因为年岁上来了，有人建议我
也可以开家民宿，这样不仅解决了自
己以后养老住宿的问题，不做餐饮
后，也能有一份收入。”

想起老家荒废破败的老房子，李
佰川心动了。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
家人，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2017年，一家人着手民宿打造事
宜。虽然对这一行很陌生，但一家人
都有办好民宿的决心。李佰川让儿子
前往杭州进修了两年民宿管理学，自
己和妻子则前往全国各地的知名民
宿体验、学习。

“我们去了许多地方，对接过许
多设计师，最后才确定杭州的一家设
计公司，光设计方案就花费了 30万
元。”没让一家人失望，设计师给出的
图纸击中了他们的心。

2018年，民宿开始动工。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因为设计

师在杭州，来现场不方便，我们只能
在微信上跟设计师沟通，耗费了不少
精力。比如在做中间庭院水池时，现
在看到成果觉得很简单，但是在施工
时涉及到排水系统的改造，很麻烦。”

为了达到满意的效果，施工进行
了一年多。“我们走的是简洁风格，事
实上，越简洁施工难度越大，因为在这
种简洁的外表下，一点点小瑕疵就会
被无限放大，所以对细节要求很高。”

2020年7月，民宿终于投入营业。

三

李家人给民宿起名为“乐屿”，这
个名字包含了他们一家对客人的美
好祝愿。

李佰川的女儿说：“小时候每到
中秋，亲朋好友就会相约去景星岩赏
月。家里的长辈说，这是很早流传下
来的习俗，景星岩上的那一轮圆月寄
托着先人的祝福。我们家就在景星岩
脚下，景星意为吉祥之星，我们希望
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让景星福佑
四方宾客，希望来我们这里住宿的每
一个宾客，都能收获一份快乐。”

民宿营业后，李佰川没有去大肆
宣传打广告，“我希望靠我们的服务
赢得口碑，赚取回头客”。

在一家人的细心经营下，乐屿收
获了许多来自远方的好友，并在2021
年被评为金宿。

“有个客人一开始因为工作入住
我们家，后来就喜欢上了这里，没事的
时候也会过来住。他说，在这里可以放
下很多工作和生活中的烦恼。后来，他
的求婚仪式也在乐屿完成。很高兴，可
以见证他的幸福。”想起这些经历，李
佰川脸上洋溢起开心的笑容。

这样的客人不在少数。一开始，
他们可能只是随意选了一家民宿入
住，后来，却跟这家民宿结下了深深
的缘分。“开业第一年，一个来自金华
永康的客人来入住。之后，他时常带
着家人或者工作上的伙伴来这里包
栋，一住就是好几天。”

最让李佰川高兴的是，在自家民
宿的带领下，村里其他村民也开始热
火朝天地打造民宿。“我们村坐拥很
好的自然资源，希望以后通过发展民
宿产业，村民们都可以走向富裕。”

乐屿民宿：山野馈赠的祝福

民宿一角民宿一角

《《寒岩雪霁寒岩雪霁》》

《《幽溪春意幽溪春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