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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庆阳剪纸概述
庆阳剪纸俗称“铰花花”，在当地流行这一句话“女子要

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旧时的庆阳，会不会剪纸、刺绣、
做香包就成了评判女孩家巧与不巧（聪明与否）的标准，女娃
们会暗地里较劲，争相学习。剪纸艺术是用最简单的工具营造
了一个复杂神秘、光怪陆离的艺术空间，反映了朴实的劳动妇
女的才情和艺术天赋，体现了庆阳民俗文化的厚重积淀。

剪纸艺术，已经渗透到了庆阳当地人们的生活中，在家
庭血缘纽带联结之下，母传女，婆传媳，奶奶传孙女，代代
相承，生生不息。剪纸因其材料简单、方便易学，久而久之，
这种能够将人们对生活的向往之情融入方寸纸张之间的剪纸艺
术，便成为当地民俗文化中重要的艺术表达形式，在民间具有
很强的普及性和广泛性。

2  庆阳剪纸的艺术特色
庆阳民间艺人不拘泥于技巧手法，多是随心写意，作品古

拙质朴却又透着率真浪漫的艺术气韵。
2.1诙谐的艺术情趣。庆阳民间剪纸的内容大多都是源于民

间艺术家的真实生活和情感体验，他们豁达开朗，善于观察生活，
聪慧睿智，将生活中最平凡的事情以诙谐幽默的形式表达出来。
一切事物都是农家生活司空见惯的。但是就这些最普通的事物在
民间艺人的剪纸中体现出迷人的魅力。

2.2含蓄的隐喻思维。所谓隐喻就是通过类比、联想，用一
种事物“替代”另外一种事物。在剪纸中，隐喻思维十分多见，我
们常见的剪纸作品，如鱼戏莲中鱼代表的的男性，莲代表的则是
女性；猴吃桃中，猴子代表的是男性，桃子则代表的是女性；老
鼠吃白菜中老鼠代表的男性，白菜代表的是女性，类似这样的隐
喻作品还有很多，大都隐喻着人种繁衍。

3  庆阳剪纸的文化内涵
庆阳剪纸拥有者丰富的文化内涵，剪纸作品以特定的审

美意象为聚焦点，寄托着民间艺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它特殊
的审美意义和审美趣味。

3.1抓髻娃娃。抓髻娃娃这类剪纸寓意着为家人招魂驱邪或为
农民招雨驱云，祈愿庄家丰收有关的仪式剪纸。抓髻娃娃具有双臂
向上举并外撇，双腿朝地也向外撇的特征。它可能是我国古代西北
父系社会作为轩辕黄帝的族徽，它的形象是金文的天字，体现着“天
地阴阳和合、生化万物；天地相通，生命繁衍不息”的哲学思想。

3.2 喜花。喜花多用于结婚嫁娶之时，祝愿婚姻美满，祈
求多子多孙，人丁兴旺。如“老鼠吃葡萄”就是喜花的一种，老鼠、
葡萄因为子比较多，繁殖力强，象征多子。喜花剪纸有着深刻的寓
意，阴阳结合的传统哲学思想，咏唱着人类对于幸福的渴望。

3.3故事传说。庆阳剪纸会以历史典故和传说故事为题材进
行创作，借助剪纸的形象讲述历代传说故事，以教后人。如《王
祥卧冰》剪纸讲的是王祥在三九天为后母捕鱼，感动神灵的故事。
剪纸的已经不仅仅是美观，它流露着善良淳朴的人性，延传着人
文传统教义，留于后人品读。

4  庆阳剪纸的传承现状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经著名专家的推介，使得庆阳民俗

文化迎来了大发展，民俗文化受到了重视，从事这项技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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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提高。地方政府积极寻求对民俗文化
的保护措施和宣传途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和传承民
俗文化的作用，但是对于相对封闭的陇东来说，仍然没有达到
预期有效传播、传承与发扬的效果。就剪纸艺术来说，传承方
式还是以家庭式传授和师徒传授这两种形式为主。

4.1家庭式传授。庆阳剪纸作者，多是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
都是从上一辈人那里学来的。如庆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代表传
承人张锐利，也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从小耳熟目染，心灵手巧的
她是十里八乡的剪纸能手。正是因为这种“老教小”的形式是庆阳
剪纸的主要传授形式，导致剪纸技艺“青黄不接”的局面尤为凸显。

4.2师徒传授。随着剪纸艺术的发展，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
越来越多的剪纸爱好者跟随民间剪纸艺术大师学习剪纸。但是学
徒大多经济收入没有保障，生活窘迫等现实问题，严重制约着剪
纸艺术的传承和发扬。

5  庆阳剪纸的传承发展对策
剪纸艺术是庆阳民俗文化的宝贵财富，要突破，要发展，

就要探索和追求现代化的语言，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更好的运
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开阔创新，绝不能故步自封。

5.1加大宣传力度，树立保护意识。提高民间文化教育，举
办剪纸艺术展览，让广大群众能够了解到剪纸艺术形式和文化内
涵，认识到传承发展的重要性。政府应加强剪纸市场规划，加大资
金投入。举办剪纸比赛，对剪纸艺人耳朵作品进行评选，并颁发相
关证书以资鼓励。建立相关剪纸文化展览馆，以便人们学习参观。

5.2重视剪纸艺术，发挥教育传承。新时期庆阳剪纸艺术的
普及与传承需要更多的传承方式和更多的人参与。突破家庭式传
承方式，使剪纸艺术走进当地校园，实现学生对剪纸艺术从理论
认识到实践创新的系统学习，推动庆阳剪纸艺术新的增长空间，
优化传承方式，提高知名度，创造经济效益。

5.3顺应时代发展，更新剪纸题材。庆阳剪纸其题材打多与
农耕生活、风俗礼仪、神户故事等有关，表现元素多以花草鱼虫、
家禽瑞兽等为主。这些题材在今天的剪纸作品中仍十分常见，但
是这些题材与当代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又有一定的距离，年轻群体
是消费传承的主力军，因此要在题材上突破创新。结合人们的喜
好创作新的剪纸作品，如可以寻求与其他艺术的结合，与服装平
面设计等领域相互借鉴，寻求最佳的表现效果。

6  结语
传承与发展是民俗剪纸艺术所要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本文

主要从剪纸艺术传承现状和发展对策来探讨剪纸艺术传承的新路
径，在寻求转型、创新发展中，保持其独有的特色，塑造地方剪
纸品牌，展现庆阳剪纸文化的独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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