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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1988年初登讲台开始之后的20年

内，高慧兰教的都是小学语文。

从小，她就喜欢画画，看到妈妈裁衣服、剪

鞋垫，耳濡目染之下，也喜欢剪纸。当了老师之

后，剪纸依然是她的兴趣爱好。1998年，31岁的

高慧兰因病做手术，在家休养了半年，偶然间，

她到四川科技馆游览，买了一本讲剪纸的书，从

这以后，“我就没有离开过剪刀”。术后休养期

间，高慧兰就在床上边看书边学剪纸，技艺愈发

精进。她把剪纸带入了课堂，用剪纸来装饰教

室，学生表现好或成绩进步，她就把剪纸作为奖

励发给学生。那时候，她班上学生的书包里，总

会有几幅花花绿绿的剪纸。现在，当初那些学生

已经三四十岁了，遇到高慧兰时，还会对她讲：

“老师，你的剪纸还收藏在我的笔记本里呢！”

一次校内赛课，高慧兰突发奇想，说：“我一

直上的都是语文课，这次展示一堂美术课。”课

上，她展示了自己的剪纸，同事们都知道她会剪

纸，但不知道她能剪这么好。校长说：“从来没有

见过剪纸是这样的。”

2008年，高慧兰所在的原邓双镇中心小学

和邓双镇初级中学合并为邓双学校。学校规模

变大了，全校有36个班，美术老师却只有一个。

当时的校长就想到了高慧兰，问她：“你愿不愿

意教美术？”教了20年语文后再转教美术，这不

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为了支持学校工作，也为了

一直热爱的美术和剪纸，高慧兰回复校长：“我

边学边做。”

学校专门空出了两间教室，给她做剪纸工

作室。一方面，高慧兰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新

老师”，抓住一切机会学习美术教学专业知识，

观摩其他老师课堂；另一方面，她充分发挥自己

的剪纸特长，带着学生一起探索剪纸的各种可

能性。“小孩子很喜欢剪纸，上剪纸课比上绘画

课还开心。”在她的带领下，邓双学校的剪纸特

色越来越突出，成为了成都市剪纸特色学校。

2009年，在成都市中小学生禁毒教育美术作品

比赛中，邓双学校的 6 幅学生剪纸作品获得了

成都市一等奖。

高慧兰： 出一片天地

3月5日，一个春日的下午，成都市新津区职业高级中学图书馆略显嘈杂，剪纸和绳编两节传统

文化课同时进行着。上绳编课的学生比剪纸课的学生多了将近两倍，高慧兰的语调和风细雨，一时

间，剪纸课这边就没那么热闹。但高慧兰从容地一边解说，一边操作，只见她手中的剪刀在一方红纸

上随意地转了几个弯，一个立体的四面“春”字就矗立在她的手中，顿时，学生们眼睛一亮，纷纷发出

惊叹，注意力一下子集中起来。接下来的课堂中，学生再没被隔壁的绳编课分神过。

就是凭着一把小小的剪刀，新津区邓双学校教师高慧兰从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成长为成都市学

科带头人、四川省特级教师、四川省农村手工艺大师（手工画类），她的剪纸作品也从学生的书包里走

出来，走出了校园，作为公益广告印在成都的大街小巷，走出了国门，作为对外交流的名片，飞到美

国、加拿大、马来西亚多地展览。剪刀开合下，绽放的不仅是纷繁花样，还有高慧兰的开阔天地。

高慧兰剪纸的题材越来越丰富，作

品尺寸越来越大，名气与日俱增，她的课

堂也不再局限于一方校园。

从 2013年开始，高慧兰在新津区文

化馆、社区教育学院开设剪纸兴趣班，吸

引了一批民间爱好者跟随她长期学习。

2017 年，她参加成都市教育局主办的

“能者为师——寻找社区好教师”大赛活

动，课堂效果非凡，在一千多名参赛者中

脱颖而出，荣获比赛亚军，成立了“成都

市社区教育名师高慧兰工作室”。

去年 6 月，新津区职业高级中学校

长找到高慧兰，邀请她到学校开设剪纸

课。学校开设有幼师专业，而且校长希望

把传统文化引入校园，剪纸这个切入口

十分合适。学校还特意腾出一间宽敞的

教室，按照高慧兰的要求，装修成剪纸工

作室和展览室，即将竣工。

除了邓双学校的美术课、文化馆和

社区的兴趣课，高慧兰还在成都师范学

院为参加市、省及国家级培训的美术老

师们授课。

一开始，高慧兰接到成都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教授陈实的邀请时，她心里还

有点打鼓，“他们都是大学生，而且是专

业学美术的，我行吗？”第一次上课，高慧

兰连PPT都不会做，就拿了自己编写的

校本教材去，现场教老师们剪蝴蝶。讲完

课后，高慧兰的那个暑假就坐在电脑面

前，学会了做课件。同时，她开动脑筋，积

极总结教学经验，每次上课前备好画稿，

让受训老师们能迅速上手，短时间内感

受到剪纸的奇妙。2014 年，她以最高票

被参培的老师们评选为“优秀指导老

师”。

高慧兰的课堂还扩展到了国外。从

2016 年起，她就多次应邀飞往美国、加

拿大、法国、马来西亚等地，举办个人剪

纸艺术展，并开展公益教学，有效地传播

了我国的剪纸文化。

从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到剪纸大师

到走出国门，看上去很幸运，高慧兰自己

也说：“小心愿一个接一个地实现。”“以

前希望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后来做了

美术老师，就有了两间美术教室，再后

来，社区课堂多了，想有一个校外的工作

场地，社区教育中心就联系到了我，作品

越来越多，学生越来越多，我又想把剪纸

文化辐射得更远，就有去国外办展的机

会了。”

但看似幸运的安排背后，是高慧兰

数十年如一日的热爱和努力。自从做了

美术老师后，她中午从来没有休息过，每

天最多睡 6 个半小时，空余时间不是在

学习，就是在构思、创作。有些图案繁复

的剪纸，画底稿和制作要花费两个月的

时间。无论是邓双学校的美术教室，还是

社区教育学院的工作室里，都已经被她

的作品填得满满当当。日常上课的前一

天，她还要给学生绘制底稿，“我不喜欢

重复的东西，每次课堂都要有新的收

获。”

创作之外，高慧兰还不断探索剪纸

的教学方法。剪了这么多年，她对剪纸的

喜爱一如往昔，对教学的热爱也丝毫未

泯，“教学是最幸福的事，我现在的一切

活动都是为教学做准备。”今年，她53岁

了，面临退休，她的新愿望是：“带几个学

生，出几本画册，写一本剪纸教学的书。”

做美术老师之前，高慧兰的人生波

澜不惊，成家、生女、工作、做家务，日子

仿佛能一眼看到头，她一度觉得苦闷，

“没意义”。开始做剪纸教学之后，她每天

忙忙碌碌，家务事也做得越来越少，丈夫

理解她，默默承担了家务，偶尔也会开玩

笑地说：“你都不知道正常人的生活了。”

她却觉得：“人生短短几十年，活着还是

要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正是剪纸，让

她开辟了职业和人生的新天地。所以，即

使辛苦劳累，她也甘之如饴。

2006年之前，高慧兰都是自己在摸索

剪纸的各种技巧，每天上完课后，她就在家

里练习，手背上都被剪刀磨出了老茧。机缘

巧合之下，高慧兰接触到了成都著名剪纸

艺术家陈世云。第一次到陈世云家里拜访

时，她被震撼了，迎面就是一幅长达6米左

右的剪纸作品《瑞鹤图》。高慧兰大开眼界：

“原来剪纸能做那么大，原来剪纸还可以

刻，原来剪纸还需要这些工具……”

高慧兰当时就表示要拜师，向陈世云

学习。然而，老先生却没有立即同意，因为

之前也有很多人要来学习，学到中途却觉

得太辛苦放弃了，高慧兰说：“我一定能坚

持。我真的喜欢剪纸，对我的工作也有帮

助。”

她说到做到，之后三年里，每周，高慧

兰都会从新津坐公交赶到双流，跟着陈世

云旁边，揣摩师傅的构思、技巧，学习师傅

剪纸工作的制作方法，有时还把师傅的画

稿带回去，认真练习。慢慢地，陈老先生默

认了她这个徒弟，高慧兰的剪纸技艺不断

精进。

2010年，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

一批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学校，进行民间剪

纸在中小学美术教学的传承与创新课题

研究，高慧兰有幸加入了课题组。课题组

对参与老师要求十分严格，三次没参加活

动视为自动退出，定期还要有作品产出，

高慧兰坚持了下来，跟着课题组参观其他

学校，听课、上课、看展览、听讲座，像海绵

一样迅速吸收，教学能力和创作能力飞速

增长。课题研究过程中，她绘编了一本剪

纸校本教材——《小剪刀·大世界》。2014
年，这个课题顺利结题，并荣获四川省第

五届普教教学成果一等奖，后又荣获国家

教学成果二等奖。

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高慧兰跳出了

四季花卉、十二生肖、福禄寿喜等传统剪

纸框架，把创作题材从民俗生活逐步拓展

到了文明礼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

面，形式也从单色剪纸逐渐向彩色剪纸和

立体剪纸拓展。她创作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剪纸 12 幅系列作品、学雷锋系列剪

纸、成都市市民公约系列剪纸、校园文明

系列剪纸、新二十四孝系列剪纸等入选成

都市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并在成都各

个公共场所展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期间，高慧兰特意组

织学员创作了一系列抗疫主题的剪纸，被

海内外多家媒体报道。在她的手中，现代

文化精神的方方面面都可以通过剪纸这

项传统艺术生动地展现出来。

“经常走到地铁里或街上，看到我的

剪纸被印在展板上、墙上，我就觉得这些

地方好像都是我的展厅，我会很开心。”高

慧兰骄傲地说。

“剪”
本报记者 郭路路（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转折——
从语文老师到美术老师 磨炼—— 从兴趣爱好到专业技能

拓展——
从小学到社区、大学、国际

高慧兰为国培教师讲解剪纸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