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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社团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吸引
了32名学生加入，这让李一凡有些“没
想到”。

17岁的李一凡是湖北水利水电职
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大一学
生。1月7日，李一凡告诉记者，去年11
月，她向学校递交了成立社团的申请
表，填写“社团规模”时，她想了想，“喜
欢剪纸的，能有10人就不错了”，便填
写了“初期人数控制在10人”。

李一凡的另一个“没想到”，是第一
次摆摊卖剪纸作品她就赚了 200 多
元。“两个月前，我去学校食堂吃饭，看
到食堂门口正举办跳蚤市场。我就把
自己的剪纸作品拿到跳蚤市场卖，结果
卖出了20多幅，赚了200多元。”她曾
担心不会有人光顾自己的摊位。那次
摆摊，她用相框包装的剪纸作品每件售
价10元到15元，普通塑封剪纸作品每
件售价5元。

中国剪纸历史悠久，现存最早的古
代剪纸实物是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出
土的南北朝时期的五幅剪纸团花。
2009年，中国剪纸正式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两件“没想到”的小事，让李一凡对
剪纸爱好有了更多信心。她说，在大家
的印象里，剪纸是传统文化，离年轻人
似乎很远。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
始推崇传统文化，“不是大家不喜欢，而
是缺少学习了解的途径”。

小学就爱上剪纸

李一凡小学就读于武汉市青山区
钢城四小。那时，湖北省省级非遗项目

“武汉剪纸”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毛明月
会利用业余时间进校园讲授剪纸技艺。

李一凡记得，每周五中午，她和30
多位同学都会跟着毛老师学剪纸。“每
次上课，毛老师讲完后会让大家动手练
习。我每次剪完扭头一看，发现其他同
学才剪了一半，也没我剪得好。”现在回

想起来，李一凡感叹，“我在剪纸上是不
是有一些天赋？”

与同龄人相比，李一凡对剪纸显得
更为热爱。她常常一人坐在书桌前练
习剪纸，“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午饭都
不吃”。

去年7月，想利用暑假时间系统学
习剪纸的李一凡辗转联系上毛明月。
毛明月推荐她参加了湖北非遗·武汉剪
纸高级研修班。

研修班共有30名学生，李一凡年
龄最小。利用一个月周末时间的系统
学习，李一凡对武汉剪纸有了深入了
解，剪纸技艺也更加成熟。

宿舍贴上自己剪的窗花

“等上了大学，我要加入剪纸社
团。”李一凡发现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

术学院还没有剪纸社团后，便向学校提
出了创办“汉遗纸韵”剪纸社的申请。
她在申请表上写道：“本社团旨在推广
非遗剪纸，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学
生剪纸技艺及艺术修养。”

李一凡成立剪纸社团的申请获得
了学校的支持，“汉遗纸韵”剪纸社成为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46个学生
社团之一。

大一男生吴钊宇是剪纸社团的32
名成员之一。他告诉记者，每周二下
午，社团都会举办剪纸活动，两个小时
的时间里，大家放下手机，拿起剪刀、彩
纸，一点点剪裁出栩栩如生的作品，那
种感觉非常享受。

“每次活动结束后大家还会围在一
起交流讨论，意犹未尽。”临近春节，吴钊
宇把自己剪的窗花贴在宿舍，看到的同
学都会好奇地问一声：“这是谁的手艺？”

将游戏角色做成剪纸作品
别有风格

在毛明月看来，剪纸有着独特的魅
力，一支铅笔、几张红纸、一把刻刀、一
把剪刀就能将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他
介绍，“武汉剪纸”俗称雕花，有地方特
色，以刀刻为主，画面细腻、线条流畅，
人物形态生动、神情逼真，“千剪不断，
万剪不落；似像非像，越看越像”。

最近正值期末考试，李一凡把“逢
考必过”的剪纸作品做成书签送给同
学，“收到的人都很喜欢”。此外，李一
凡还将自己的剪纸作品做成冰箱贴。
每年春节，身边的亲戚朋友都会请李一
凡裁剪窗花，给家里增添年味。

62岁的毛明月常常和李一凡交流
剪纸文化。他曾问李一凡：“现在的年
轻人喜欢什么？”李一凡建议毛老师：

“可以将剪纸和手机游戏结合，将游戏
中的人物做成剪纸作品。”

去年5月，毛明月创作了多幅游戏
角色剪纸画，发布在他的微信朋友圈，

“传统技艺与现代流行相融合，别有风
格！”

毛明月告诉记者，近10年，李一凡
是唯一愿意跟着他学习剪纸的年轻
人。他说，把“武汉剪纸”技艺传承下
去，需要更多的“李一凡”。

记者张维纳

武汉晚报讯（记者刘晨玮）实时显
示环境安全、室温和湿度，提供药浴等
个性化服务，浴室内进行了适老化改
造以确保安全……7日，记者来到位
于武昌区首义路的省银发生活体验中
心，中心对外3个月以来已有近百位
老人来到数字化助浴间体验过助浴
服务。

进入近50平方米的助浴区，记者
看到，助浴浴缸属于可拆卸式，组装后
用卡扣合在一起，水不会漏出来。底部
安有滚轮，便于移动，还可以升降高
度，方便上门操作。工作人员使用浴缸
前会套上一次性浴缸套，中间铺上黄
色担架布，可承重200斤，老人躺在担
架布上能够护住腰部，不会有受伤
危险。

这里有适合半失能、失能、自理老
人等不同群体的助浴设备，配备了医
疗护师、具备助浴技能的护理员。助浴
前，团队对老人进行身体评估，根据身

体状况、皮肤状况、伤口状况、慢性病
或住院医嘱等制定合适的助浴方案。

负责助浴间运营的是武汉馨美宇
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助浴护理人员
朱锋介绍，目前，集中助浴客单价为
100多元。

洗一次澡需要准备多少东西？在
助浴间外，记者看到了足部护理、口腔
护理、皮肤护理等不同部位护理所需
的物品处置盘。仅是口腔护理一项，就
要用到牙刷、牙线、牙垫、扩口器等十
余种物品。记者注意到，在浴缸旁放有
氧气瓶、急救药品、重症监护室的生命
体征监测设备等。

给老人洗浴，室温、水温、洗护用
品等都要严格注意，助浴间安装了暖
气，防止老人沐浴后着凉。浴缸同时进
出水，污水会被循环抽走。由于老年人
洗浴频次偏低，洗浴过程中要注意手
指、脚趾缝、颈部、腋下等部位的清洗。
在助浴结束后，助浴护理人员会为老

人做皮肤护理，也会再次为老人做浴
后评估，“洗澡前后都要注意体温、血
压、心率、皮肤状态等变化”。

记者了解到，由于部分半失能、失
能老人不便来到现场，团队也提供上
门助浴服务，这要求对方家中有足够
空间和适合洗浴的环境等。

公司负责人朱艳说，助浴护理是
要运用专业的洗浴工具设备、辅助材
料，在特定的浴室场所、安全舒适的环
境或特定身体条件下，为需要帮助的
老年人、残疾人或身体不便者进行身
体清洁与护理，从而提高被护理者的
生活质量，也减轻家属或护理人员的
负担。随着老龄化趋势加剧，对于多数
居家养老的高龄老人来说，助浴需求
普遍存在，从健康护理角度来说，老人
冬季每周应洗浴1次，夏季每周应洗
浴2次。

去年，公司在社区开始推广助浴
服务，每天咨询量都在增加。目前，共

提供助浴服务600余人次，公司还联
合湖北中医药大学研发专利中药浴
方。朱艳认为，未来，一线助浴点将在
医院、社区等地陆续铺开，在数字化标
准助浴间内安装环境智能监控设备、
助浴护理设备等，失能、半失能老人可
由助浴护理人员接到集中助浴点服务
或提供1公里半径内的上门服务。

浴缸可拆卸可升降可移动

智慧助浴间还能提供个性化服务

助浴护理人员在助浴间进行准备
工作。 记者刘晨玮 摄

练习剪纸制作的李一凡。 记者张维纳 摄

李一凡制作的剪纸作品。

爱上剪纸的大学生在学校创建剪纸社

第一次摆摊卖剪纸就赚了200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