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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有爱，就有家
“老伴儿走了快100天了。”7月

20 日记者采访时，郭忠荣悲伤地
说。4 月 20 日，本来忙着农活儿的
尤志财忽然觉得不适，回到家倒下
就再也没有醒来。

每当提起老伴儿，郭忠荣总忍
不住落泪，然而又一次次忍不住回
忆：吃饭时，想起这是老伴儿爱吃
的饭菜；剪纸时，想起这卷纸是老
伴儿花了几百元特意买回来的；看
到孙子吃饭，想起夫妻俩为了让孩
子不剩饭，让他背一首《悯农》诗再
下桌，孙子马上会意，把碗里的饭
粒儿吃光……

从娘家到嫁到尤家，家里一直
是一大家子人。如今，只有自己一
个人在家，尽管这个暑假还有不需
要补课的大孙子在身边陪伴，郭忠
荣依旧难掩伤感。

“我刚嫁过来时，冬天天气冷，
从外面回来手脚冰凉，婆婆总是把
我手拉在她怀里暖着……”郭忠荣
说，婆婆有三儿三女，丈夫是老大，
最小的小叔子比自己的大儿子长
12 岁，3 个小姑子更是每天围在她
身边，看着她剪纸，跟着她学针线
活儿。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生活在三
间小土房中，十分和睦，彼此都没红
过脸。直到后来，家里人口日益增
多，才分作几处居住。每逢年节，一
大家子人聚在一起，热闹红火，郭忠
荣觉得格外幸福。

“我婆婆8年前去世，我好长时
间缓不过来，一到厨房打转转，不知
道做什么饭。以往都是我先问：妈，
吃啥饭？她说吃啥，我就做啥。”郭
忠荣说，而今，老伴儿又突然离去，
自己更觉得没了主心骨。

嫁在本村的小姑子尤志艳过来
看望嫂子，两人相对无言，先掉眼泪。

儿子们去了大连打工挣钱，出发
前，小儿子特意在家里安了监控，哥
俩在手机上随时可以查看——不是
为了防丢什么东西，而是为了能够了
解妈妈的情况。“能看见你，我们才放
心。”“天热，你别舍不得开空调，我们
帮你交电费。”“想吃啥就赶紧买来，
别舍不得。”孩子们的一声声叮嘱，每
天都暖在郭忠荣的心上。

儿孙孝顺、勤劳、上进，无论人在
哪里，家都没散，因为有爱，就有家。

从朝阳市北票高铁站下车，到
郭忠荣家所在的南八家子乡四家板
村下蛤蟆台沟组，记者问了好几个
出租车司机，才有人知道这个地
方。车行半小时，在小河边，找到了
绿树掩映下的郭忠荣家。

尽管郭忠荣家离市区较远，
但她的剪纸手艺却是远近闻名，
经常有朝阳市区和北票市的剪纸
爱 好 者 专 程 来 学 习。“ 只 要 愿 意
学 ，我 就 免 费 教 ，远 道 来 的 还 管
饭。”郭忠荣说。

非遗传承人郭忠荣巧手剪出农家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关艳玲 文并摄

“说起剪纸，我家对这门技艺也
有一百多年的传承史了。我的奶奶、
父亲、姑姑、大弟弟都会剪，但他们都
是剪一些简单的花样。我父亲会剪
皮影人，剪得可好了。”69岁的郭忠荣
说，小时候，当别的孩子去外面跑跑
跳跳的时候，她就喜欢自己在家里
玩。因为总是黏着母亲不让母亲干
活儿，母亲无奈，就给她一把剪刀、一
些破纸片让她剪着玩。

也许是天赋，也许是来自父辈
的熏陶，自那以后，郭忠荣就爱上了
剪纸。看到女儿喜欢剪纸，父亲也
会经常给女儿一些指点。到八九岁
的时候,她就能剪一些简单的花样
了。每年过年，在自制的灯笼上糊
上自己精心设计、剪裁出来的花样，
总会引来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

痴迷剪纸的她，有一次甚至把
母亲画好的鞋样子当作剪纸材料给
剪了。“剪了我妈的鞋样子，我妈气
得操起扫帚疙瘩把我一顿打。”郭忠
荣说。

小时候，郭忠荣最盼过年。然
而，与别的孩子不一样，她盼过年不
是为了好吃的、新衣服，而是父母会
买新纸糊窗户，而旧的纸就会成为

孩子们的“新玩具”。郭忠荣会把这
些纸沿着窗框边缘一块块小心地裁
剪下来，整齐地收好，作为接下来很
长一段时间剪纸的材料。

“为了和姐姐、弟弟抢窗户纸，
我就把门插上，搬个小凳儿，站在凳
子上到窗户边裁纸，等裁完了，再打
开门让他们进来。”郭忠荣笑着回
忆，眼神柔和地看向如今的玻璃窗，
仿佛穿过岁月，看向那时的窗棂。

小时候，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比较
差，郭忠荣不舍得用好纸来练习剪
纸，那90个格子的窗户纸，虽然材质
粗硬，却让她可以尽情地把头脑中一
个个美丽图画变成剪纸，而剪纸也让
她的童年时光变得美丽而值得回忆。

时光荏苒，很快，郭忠荣到了十
七八岁。当时，村子里的女孩都需
要自己动手绣包袱皮、做鞋、绣枕套
作为嫁妆。“我家每天都聚一屋子
人，一起做嫁妆。”郭忠荣说。

会剪纸的郭忠荣不但手巧，还
会设计很多图样，村里年龄差不多
的女孩就都跑到郭忠荣家，一起商
量什么样的图案好看，而郭忠荣也
把脑子里剪纸的图样绣到了自己的
嫁妆上。

小时候，在父辈熏陶下学会剪纸

21岁那年，郭忠荣从北票市宝
国老镇嫁到了南八家子乡，丈夫尤
志财勤劳朴实，婆婆更是待她像亲
闺女一样。

结婚后，由于家务繁忙，郭忠荣
有很长时间都是零星剪一些新作
品，直到两个儿子成家立业后，闲下
来的她又开始了剪纸，而尤志财则
一捆一捆地往家买纸，让她尽情创
作。在家人的支持下，郭忠荣创作
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艺术水平也逐
渐提高。

山上的一草一木，农家院里的
鸡鸭鹅狗，农民在田间劳作的身影，
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些都
成为郭忠荣的创作源泉。

郭忠荣的剪纸创作无论是人
物、民俗还是花鸟草虫，只用一把剪
刀，不用刻刀，只有特别复杂的作
品，才会用笔勾勒一下轮廓，而更多
的图画仿佛一直在她的脑子里，随
着剪刀流畅地在手中转动飞舞，作
品就逐渐展现在大家眼前。

利用农闲时节，郭忠荣创作了

大量带有乡土气息的作品，多部作
品获奖。她被认定为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剪纸）传承人，还被评为辽宁
省民间艺术家、北票市德艺双馨民
间艺术家，并成为朝阳市民间文艺
家协会会员、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
会员。

除了创作，郭忠荣还给村里的孩
子们上剪纸课，有想学剪纸的人，无
论是乡亲邻居，还是慕名而来的陌生
人，她都耐心细致地教，希望把自己
的手艺传承下去。她还同本村的退
休教师创办了“乡音”小册子，发表乡
土作家的诗词歌赋，赞美家乡，赞颂
美好生活。“‘乡音’不定期办了五十
多期，一同创办的黄老师和尤老师两
人相继去世，‘乡音’也就无音了。”郭
忠荣遗憾地告诉记者。

郭忠荣和丈夫发现，农闲时，村
里总有一些人聚在一起打麻将、玩
扑克。夫妻俩就商量，让村里的老
哥们儿、老姐们儿都到自己家里来
唱歌、跳广场舞。

说干就干，为了方便大家活动，

夫妻俩自己出钱，买来了砖，会瓦
工手艺的尤志财自己动手，把自
家院子进行了改造。北票市文化
部门还送来了音响、图书和彩纸，
也有很多好心人通过提建议等方
式给予支持。就这样，郭忠荣家
的小院变成了村里热闹红火的“文
化大院”。

“前几年，我们在广场舞比赛上
还获奖了呢，大伙儿的精神面貌好
多了。”邻居关荣环也是一名文艺爱
好者，她骄傲地告诉记者。

2017 年，郭忠荣家的文化大院
被评为北票市优秀文化大院。文
化大院不仅成为乡亲们农闲时的
好去处，更是传
播 精 神 文 明 的
主 阵 地 。 直 到
两年前，村民组
修建了 300 平方
米的文化广场，
郭 忠 荣 家 的 大
院 才 逐 渐 安 静
了下来。

长大后，把家变成“文化大院”

展翅的雄鹰、行走在春日田间
的耕牛、金陵十二钗剪影……在郭
忠荣家的墙上，挂着各种漂亮的剪
纸作品。

翻看郭忠荣的作品不难发现，
虽然只上过几年学，也不擅长语言
表达，但郭忠荣通过剪纸展示着自
己对美的认知，更透露着自己的价
值判断，而这种价值观也影响着她
的孩子们。

金色的福寿喜庆图案贴在红红
的底布上，这是郭忠荣给自己婆婆80
岁生日创作的作品。有乡亲看到想
请郭忠荣也给自家老人准备一张，尽
管剪起来费时费力，但她从不拒绝。
平时各类剪纸，有人喜欢或者办喜事
需要，郭忠荣也毫不吝啬地送出。

公公去世后，婆婆不想搬离自己
家，并对郭忠荣说想跟他们过。郭忠
荣二话不说，当天夫妻俩就搬去和老

人一起生活。
“老人养老看上你，别当包袱，那

是瞧得起你，是你的荣幸。”郭忠荣说。
尤志财也是个热心人。他会瓦

工活，邻里乡亲需要搭个锅台、改个
炕，他总是热心帮忙；自己上山费力
割来树条，编筐编篓，成品每年也送
给别人不少。盒子里的菜籽、园子
里的菜，都少不了和邻里分享。

夫妻俩心里总是装着那些需要

帮助的人。同村的老李家经济拮据，
家里唯一的儿子小李在 2014 年考上
了沈阳的一所大学。在短暂欢喜之
后，老李一家为孩子的学费发起愁
来。郭忠荣得知这一情况后，自掏腰
包给小李捐款，又到朝阳托朋友为小
李筹款，为他们一家解了燃眉之急。

郭忠荣的两个儿子和儿媳也都
非常孝顺，上街时，总会惦记着给老
人添置些东西，老人有什么需要，孩

子们也总会想在前面。
“两个儿子家，各有一个男孩一

个女孩，两个孙女如今也都学会了剪
纸。”郭忠荣有空时，就陪伴孙子、孙
女，教他们剪纸，一家人其乐融融。

郭忠荣的大孙女尤荣华在北京
一家聋儿康复中心做特教老师，凭借
细心、耐心和爱心，很受孩子们的喜
欢。当看到孩子们在自己的帮助下
取得进步时，她会忍不住和奶奶分享

自己的快乐。
郭忠荣的孙子尤荣帅暑假开学

后上高一，也是个热心的孩子，这个
假期在家的时光，他不仅陪着奶奶，
帮着奶奶跑腿干活儿，也没少给村里
的留守老人解决手机使用上的难题。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郭忠荣家
纯朴的家风已经传承给了孩子们。
她的家庭获评省“最美家庭”、朝阳市

“最美家庭”。

现如今，纯朴家风代代传承

在父辈的熏陶下，朝阳北票市南八
家子乡四家板村村民郭忠荣爱上了剪
纸，并成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传
承人。免费教剪纸爱好者学习，给村里

的孩子们上剪纸课，她把自家变成了“文化大院”，
并创办“乡音”小册子……郭忠荣在传承手艺的同
时，也传承了文化，传承了纯朴的家风。她的家庭
获评省“最美家庭”、朝阳市“最美家庭”。

核心
提示

郭忠荣在展示自己的剪纸作品（左起分别为邻居关荣环、郭忠荣、郭忠荣的孙子尤荣帅、郭忠荣的小姑子尤志艳）。

郭忠荣的剪纸作品《丰收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