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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大背景下，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具

有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和试验最高水平开放的政策优势的，建设海

南自由贸易港的国家战略展示了海南美好的光明前景，自由贸易

港成为海南教育行业发展的重要后盾。给教育产业引进了更多的

教育资源，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的进一步发展，海南当地民

俗在此基础上显得更为重要，将海南民俗剪纸与中职教育相结

合，是在中职教育当中更加大胆的尝试。海南大安剪纸进入中

职工艺美术课堂，对于民俗文化来说，将是一种更好的文化传

承，对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也有着促进作用，积极的对海南大

安剪纸进行更科学的传承与保护，对于促进海南自贸区教育改革

做出一份贡献。

1  大安剪纸的主要内容

1.1海南乐东大安剪纸的发展历史

大安剪纸的发展历史伴随着黎族生活方式的改变，起源时间

还有待考究，从剪纸手法、传承艺人的角度来说，是一门很古老

的剪纸艺术了，但是这个说法也是不尽一致的；乐东大安剪纸艺

术究竟起源于何时，也是一个倍受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严格的

大安剪纸艺术，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门现代艺术。从林

文生老艺人的传承技法上可以看出，大安剪纸主要以“刻”为主，

“剪”作为辅助；几乎自有黎族起就一直存在，因此大安剪纸艺术

的文化源头，最少可以追溯到上千年以前。乐东大安剪纸与黎族

先民早期的“镂刻”，是一脉相承的，可见乐东大安剪纸的源头是

十分久远的，因此可以说乐东大安黎族剪纸是一门古老的艺术。

在1996年11月大安剪纸被我国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剪纸艺术

之乡”，至今也是海南唯一的民间剪纸艺术之乡。

1.2大安剪纸传统工艺特色

相对于宫廷剪纸、文人剪纸，大安剪纸的风格比较大气、粗

犷，贴近当地黎族生活，大安剪纸技艺传承人林文生说：“黎族剪

纸的线条多数十分粗犷，这也赋予了作品一种真实朴素的美感。”

从创作方式上看，大安剪纸没有太多的构图、透视、疏密变化，而

是更注重与情感与内容的表达，大安剪纸都是村民们原创手稿，

有着绘画底子的艺人们画稿子，然后其他人一起来刻，主要是以

阳刻为主，线条没有那么细腻，但是极显神韵，场景感人，主题

一目了然，风格粗犷有内涵。最大的特色就是凸显出当地人黎族

人生活的民族特色，黎族人“三月三”“公期”等节日民俗特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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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结合。

林文生老艺人是大安剪纸的传承者，他家族世代都会剪纸，

他是家族剪纸唯一的继承者了，剪纸作品也获得过很多国家奖项，

从他的剪纸作品可以看的出来，古老的黎族人生活方式的变迁，

她们的剪纸主要是表现平时的生活场景、纪念特殊的日子以及在

黎民心目当中需要表达的丰富情感。通过“刻”的方式表现出来，

大安剪纸艺术就这样子一代一代的传承者。

1.3大安剪纸传统工艺与当地民俗特色

作为海南土著居民黎族来说，黎族在海南岛已经3000多年历

史了，乐东大安剪纸主要起源与当地的黎族村名们有着很大的关

系；从建筑形式上来说，黎族村落大多数生活在山里，依照山的

走势、季节的限定，他们的房屋大多数都是船形屋，以茅草作为

顶，泥胚作为侧墙，屋底距离地面有着一定的距离，同时他们的

建筑选址都是半山或者半坡砍树开荒而建，满足最基本的生活要

求，防潮防虫、就近取水而设计的，在大安的老艺人剪纸中的建

筑大都是这种类型的，稻草剪纸看似粗糙，实则美观有特色，配

上海南特有的椰子树、旅人蕉作为背景，显得别有一番艺术趣味；

从当地节日特色来说，大安剪纸当中体现更多的有三月三、鬼节、

端午节、重阳节及最重要的公期，海南三月三是黎族人民最盛大

的传统节日，也是年轻人们表达爱的特殊日子，在剪纸当中体现

更多的是一些娱乐方式，例如竹竿舞、春米舞等这样一些场景；大

安剪纸在当地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

大安剪纸更多的还是表现黎族人民日常欢乐的生活场景。

现代的大安剪纸越来越艺术化；大安剪纸的内容大部分是

反映黎族的日常生活与劳动的场景、海南的山水、椰子树热带风

情，黎族生活气息浓厚，具有强烈的黎族民俗色彩。大安剪纸的

作者都是当地黎族农民，在农忙闲暇时间而创作的，在她们的剪

纸当中，有着他们熟悉黎寨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他们把所熟悉的

不同场景组合成一幅幅具有浓郁黎族生活的画面，同时剪纸画面

里边也有着很多显示为生活当中没有的场景，更多表达了他们对

生活美好的寄托，对生命以及大自然的敬畏，从而使他们的作品

中处处散发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充满着生活的真实感，大安剪纸

凸显出了大安黎族纸独特个性和地域特点，成为刀尖上的民间艺

术瑰宝。

1.4大安剪纸在当地教育当中的体现

1996年，为了传承发展大安黎族剪纸技艺，乐东黎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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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门在大安中学成立大安黎族剪纸艺术培训基地，配备了专

职老师。同年，乐东教育局在学校开设黎族剪纸课程，配备专职

教师，分别在大安中学、大安中心小学进行全日制授课。在乐东，

像大安中学这样开设黎族剪纸课程的学校不止一所。为了传承大

安黎族剪纸技艺，乐东在全县有条件的中、小学校都开设了大安

剪纸特色课堂，希望能培养出越来越多黎族剪纸技艺传承人。在

该校学生的剪纸创作中，校园生活、家居环境、传统习俗、飞机

邮轮、花鸟鱼虫等都成为创作题材。　乐东民间剪纸艺人林文生

是大安黎族剪纸艺术培训基地负责人，也是备受大安中学师生好

评的“剪纸大师”。

在当地大安中学，有着“大安黎族剪纸艺术馆”，在馆内一楼，

有着大安中学学生们剪纸课堂，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剪纸功

力要比我们一般人精湛很多，有着当地教育本土课程，孩子们在

艺术方面的造诣是不可限量的，一笔、一画、一刻、一剪，就是

一件艺术品，同时老师还给孩子们讲授黎族民俗知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大安剪纸在当地教育当中体现的淋漓精致。

2  如何继承海南大安剪纸艺术

2.1 大安剪纸走进中职工艺美术课堂，工艺传承

工艺有始，艺术无终。在中职学校工艺美术课堂中，有着

自己的工艺特色，剪纸、泥塑、木雕、椰雕和绘画、版画，

将大安剪纸融入到我们的剪纸大课堂中去，对于专业特色更是锦

上填花，腾凤谦先生曾经说过“艺术真谛在民间”，我们都应

该像林文生老艺人学习，我们的工艺美术老师更应该抓住民间艺

术剪纸，虚心学习与传承；由于我们的学生大多数都是海南本地

人，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与学习当中，能够更好的掌握学习剪纸技

能，更多的传承大安剪纸的特色“刻”法，活跃课堂知识，提升

学生民俗文化底蕴。更好的保护与传承大安剪纸；少年强则国强，

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掌握我们海南黎族特色民俗——乐东大安

剪纸，在实际授课当中，我们中老艺人去学习更精湛的职的学生

更加喜欢动手，相对于普高的学生来说，她们的文化课不怎么好，

但是特别聪明，在刻纸期间也比较有耐心，从临摹稿到创作稿，学

生们一直对剪纸工艺保持着热爱，她们对于这种“刻”纸的技法

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黎族民俗理论课授课当中，对于黎族民族特

色很感兴趣，三月三、山栏酒、黎锦文化都很有特色，学生们更

加喜欢林文生老艺人的剪纸作品，在观看了林文生的剪纸作品

《黎族风情》和羊永生创作的《磨谷》后，孩子们也开始着手创作

了，也有着自己的小目标。　剪纸技术在我校扶贫项目的支持下，

更多的组织学生去当地跟随剪；实现真正意义的工艺传承。进一

步做好校本教材。

2.2大安剪纸走进中职语文课堂，文化传承

结合我们深入了解的大安剪纸艺术，在我们中职语文课堂中

做出了一个这样的专题，“民俗文化大安剪纸与黎族文化的探讨”，

乐东大安剪纸艺术其实更多的是少数民族黎族老艺人传承来的，

林文生老艺人的父亲是一代黎族老艺人，受家族影响，一直坚持

剪纸艺术到现在，通过一支画笔、一把刻刀将自己生活的所见所

闻表现出来；在大安剪纸当中，更多的黎族文化的表现，通过

在语文课堂的探讨，更好的传承黎族文化。将黎族生产民俗、

村落民俗、织锦与服饰、黎族饮食民俗、黎族民间信仰、黎

族民间技术与艺术等；作为民俗课堂传授给学生，更多的中职

生了解海南本地特色民俗，把自己所在地的本土文化发扬光大。

海南黎族民俗在北纬18°海南热带独特的环境下所形成的民俗，

有着驰名于世的黎锦及纺织技术，也有着独特的船形屋建筑，

有着特色的音乐韵律、对歌文化；在文字、医药方面也有所不

同，传达了更多黎族人民乐观、淳朴和勤劳的品质；黎族人民

勤劳勇敢、热情好客、团结友善，这是黎族人民的优良传统，

是黎族人民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财富。

黎族民间工艺美术也有很多，雕刻、剪纸、民间音乐、黎

族民间文学等；也有着很多的神话故事与传说：《大力神》、

《鹿回头》、《绣面的传说》等，都是黎族老人一代又一代传

承下来的神话故事，在很多设计师手里成为了黎族特色设计不可

缺少的素材。

2.3剪纸艺术走进国家扶贫政策，成为扶贫特色产品，实现

经济价值

剪纸艺术走进海口经济学院文化创意产品定点扶贫项目，在

此项目中，我们中职工艺美术课堂负责设计黎族大安剪纸特色底

稿设计，在设计过程中，加入黎族特色民俗，设计出黎族特色民

族系列，同时也设计出校园文化系列；从设计图纸到定稿出样板，

需要老师反复敲定；确定方案之后，我们进行批量手工制作，装

裱销售，使得剪纸艺术为国家扶贫政策做出一份贡献，成为扶贫

特色产品，带动贫困村民有自己一门熟练的技术，一大部分村民

们可以早日脱贫，奔向小康社会，从而使得我们的剪纸产品实现

经济价值。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忘记那些

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优秀文化，我们要始终秉承团结友爱、

共同奋斗的原则，努力将各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的传承落到实处，为中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保障，为经济发展开辟

新的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力作能力的贡献。

海南民俗艺术大安剪纸在中职工艺美术教育中的传承至关重

要，在实现工艺传承和文化传承的同时，也可以实现经济价值，在

海南自贸区大背景下，人人都应为海南民俗与教育产业做出一份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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