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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民间剪纸艺术起源于生活，又服务于民间节日风俗

氛围的渲染，是一种最大众化、最便于抒情的民间艺术

形式。剪纸艺术所创作出的艺术图案表达了劳动人民质

朴真诚的情感，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这种艺术形式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有着

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世界艺术宝库的珍藏。

一、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历史发展

中国剪纸艺术产生时间久远，由于中国疆域辽阔，

形成了不同地区民族之间不同的剪纸流派，在造型、情

感表达和剪纸手法方面大体形成了北方流派风格粗狂，

南方流派细致温婉的区别。在意蕴表达方面，各流派则

相对一致，都呈现出民间质朴纯真的丰富文化内涵。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出现有着必然的历史背景，从

最早的中国大汶口时期出现的镂空技术，这时期的先民

已经将其运用到生活各个方面。以及中国新石器时代雕

刻技术的出现，之后铸造工艺和镶嵌工艺的发展，人们

逐渐开始在皮革、金属片上面剪刻各种不同的图案，并

将其附在各种生活用品上，这些都为剪纸技术的出现奠

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最早的剪纸艺术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吐鲁

番团花剪纸是其代表。吐鲁番团花剪纸多是表达信仰的

内容，象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汉代，剪刻技术运用到

更为广泛的领域，人们为了追求装饰效果，对各类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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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进行切刻。唐代以后，中国剪纸艺术走向繁荣。唐

代剪纸艺术向民间剪纸形式过渡，剪纸内容更加偏向生

活化，人们已经开始重视在节日活动期间张贴剪纸，如

在端午节时候，人们将石榴花、蛇等剪纸张贴在室内。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开始重视通过张贴剪纸来彰显美好

寓意。宋代时期，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内容更加丰富，艺

术表现形式也在不断丰富，以剪纸为主的皮影戏出现，

以及剪纸艺术与瓷器艺术的结合，[1] 许多民间剪纸艺人

开始专门从事这一行业，形成了中国早期的剪纸艺术行

业。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剪纸艺术走向巅峰，人们在各

种节日活动中频繁使用剪纸艺术，剪纸的内容从生活传

说、动植物等不断扩充，剪纸艺术不断运用到各个领域，

与各种艺术形式相结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如这一时期的彩灯剪纸艺术就是将剪纸艺术与彩灯相结

合，形成了极具文化艺术特征的表现形式。

随着社会发展，剪纸艺术进入现代之后开始走向没

落，人们生活水平和方式的不断进步，剪纸艺术已经不

再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在节日活动中剪纸艺

术也被其他形式的载体所代替，这使得作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剪纸艺术逐渐开始脱离人们的日常生活，过去逢年

过节张贴剪纸的习俗逐渐成为过去时，随着现代社会的

发展，青年群体形成的教育认知与传统剪纸艺术形成偏

差，更加剧了剪纸艺术的衰落。随着近些年国家重视中

国传统艺术文化形式的保护和传承，社会各个领域开始

将剪纸艺术融入其中，并不断创新，民间艺人开始注重

技艺传承，各地民间剪纸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再一

次焕发出新的生机，进入了新的发展历史时期。

二、民间剪纸技术在当今社会的应用

时代更替，社会变迁，剪纸已不再局限于一张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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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生活方式差异大，所以民间剪纸艺术也在各地形成了不同风格，同时，各地又将本地特

色融入剪纸艺术中，使我国剪纸艺术更为丰富多彩。可以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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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形式。传统作品纸张单薄，难以长久保存，以至于

老一辈的剪纸艺术家连作品都无法留存，又何谈传承和

发展。所幸，充满智慧的当代艺术家将剪纸艺术运用到

了各种生活和工作场景中，使剪纸艺术的作用发挥到了

极致。借此，剪纸艺术能够实现代代相传并取得更大的

发展空间。

（一）剪纸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

剪纸是平面的，无凸起的，而建筑设计都是立体的，

这就要求设计师将平面和空间相结合，因而造就了镂空

技术。最常见的镂空设计就是庭院建筑中墙面中间的窗

户设计，如图 2 所示，以大窥小，从建筑设计中可以窥

见剪纸技术的高超。冰冷的现代化设计融入传统剪纸艺

术后会显得更加生动，园林建筑设计往往会和剪纸艺术

相结合，如在苏州的拙政园中就可以发现很多剪纸艺术

作品。

（二）民俗文化的物象载体

民俗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人们长

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文化形式，它承载着不同地区

民众的生活模式和文化形态，反映着其群体心态和行为

模式。首先，民俗文化中的道德教化通过剪纸形式来实

现，一些道德观念、价值理念、信仰等内容，都是通过

真实的剪纸得以向民众传递，从而实现道德教化的作用，

如二十四孝的剪纸内容传递中国孝道文化，其他历史故

事和神话传说的剪纸都承载着丰富的道德观念，成为对

民众进行教育的重要途径。其次，民俗文化往往蕴含着

人们各种内在情感表达，剪纸艺术就是民俗文化的外延，

承载着人们对于不同民俗活动的情感释放，这不仅成为

人们对于美好愿望的追求，也成为人们在物质匮乏年代

宣泄和抒发情感的重要途径。

（三）节日活动民俗中的剪纸艺术

传统节日作为人们求丰收、平安的重要庆祝活动，

人们往往通过隆重的方式进行庆祝活动，剪纸艺术成为

其中重要的表现形式。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从

腊月开始，不同时日根据不同的民俗内容进行以不同的

剪纸形式表现，以表示人们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愿景。除

了春节，其他传统节日中，人们也往往以不同的剪纸内

容来呈现节日民俗活动。

三、保护和传承民间剪纸艺术的措施

（一）社会层面加大保护力度

政府部门应该以身作则，制定针对剪纸艺术的保护

措施，首先要激发剪纸产品的市场活力，使剪纸产品能

够拥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和市场，加大对剪纸项目以及剪

纸设备的资金投入力度，使其有充足的运行资金作保障；

另外，增加市民图书馆中剪纸艺术类的书籍和相应的宣

传管理人员也是传承和保护剪纸文化的有效措施。

（二）重视培养剪纸艺人，传播剪纸文化

不论是何种艺术形式，都需要传承人的代代相传

才能使其生生不息，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剪纸这项手工

艺术在当代社会面临着人才匮乏的困境，老一辈的手艺

人大多是高龄老人，现在的年轻人又缺乏静心钻研剪纸

艺术的耐心，所以优秀剪纸艺人的培养是当下急需解决

的问题。因此要加大对剪纸文化的宣传力度，鼓励各地

区积极推荐剪纸艺人，为剪纸文化的传承贡献自己的力

量。

（三）举办相关活动，促进剪纸文化传播

剪纸艺人大多来自民间，而且个个身怀“剪纸绝

技”，因此可以经常举办一些剪纸艺人或者是爱好者之间

的竞技活动。比赛场地可以选择在乡下，这里有着更贴

近百姓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利于重新唤起劳

动人民灵魂深处对剪纸艺术的共鸣。另外，比赛应具有

权威性，需要专业的评委维持比赛的公正性，突出政府

对剪纸艺术的重视，从而带动更多的群众主动关注和传

播剪纸文化。

（四）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剪纸艺术作为民俗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基于民

俗文化本身，以想象的方式表达其内容的物象载体和语

言。首先，剪纸艺术推动了民俗文化的传播。随着剪纸

艺术的发展，人们重视其剪纸技艺传承，其传承方式主

要有家族内部传承和因兴趣而形成的交流群体。在家族

内部传承方面，通过上辈对下辈进行技艺传承，有效地

将剪纸技艺不断传承，从而保留了技艺发展的延续性，

但是家族内部传承由于范围受限，一定程度阻碍了剪纸

艺术的发展和传播。在此基础上，剪纸艺术又实现社会

上因兴趣而形成的交流群，通过剪纸技艺传承人与剪纸

爱好者组成，进行经验交流分享并相互传授技艺，从而

更好地推动剪纸技艺在得到传承的基础上在社会上实现

传播。其次，剪纸艺术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推动了民俗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近些年来，随着各地政府和民间对

于剪纸艺术的保护和开发，许多剪纸艺术相关产业不断

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产业化规模，这就使得剪纸艺术越来

越被人们所熟知，而其产业化在保障剪纸技艺不断发展

的同时，也使得剪纸技艺越来越推进民众生活，再一次

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中去。剪纸作为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

剪纸饰品、礼品等文创产品的发展，势必对民俗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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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和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四、结论

在数字媒体时代，中国民间传统剪纸艺术的发展除

了保护与传承，还要使之在新时代找到安生立命之所并

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获得新生。而基于西方学科专业体

系而展开的现代设计，要在新时代国际舞台上展现独特

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色，也必然会回归到中国传统艺术中

汲取养分，进而展开新探索。那么，从中国民间传统剪

纸艺术中吸取其空间构成特点，应用到当今中国现代设

计中，或许能为本就来源于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中国民

间传统剪纸艺术在新时代寻求到新土壤，亦能为徘徊于

东西方文化融化阶段的中国现代设计寻求到一条可尝试

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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