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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津吊钱的历史演绎看产业化发展方向 
◆刘世如  霍静怡  成明明 

（西北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摘要：天津吊钱作为一项中华民俗活动，在天津地区流传颇久，深受天
津地区人民的喜爱。作为剪纸艺术的一种，天津人民在继承原有剪纸技
艺的基础上，为其增加了众多新的时代元素，使得吊钱这一传统民俗活
动焕发出勃勃生机。本文拟就天津吊钱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简单梳理，
同时将其生产方式、市场领域、寓意功用、政策引领等的变化进行简要
概述，并在分析其现状的基础上，寻求吊钱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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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吊钱发展的历史脉络 
吊钱作为民间剪纸技艺的一种，具有构思独特、造型精美、

寓意吉祥、色彩艳丽等特点，集审美性、装饰性、趣味性、实用
性等于一体，体现出独特的民俗特性。吊钱有多种叫法，如“门
签”、“门笺”、“过门笺”、“挂千”、“挂钱”、“挂笺”、“纸帘”等。
吊钱的雏形大致形成于唐代，宋代已成为遍布四方的装饰品，清
代吊钱正式成型，吊钱历史之悠久可见一斑。吊钱的发展与剪纸
艺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有资料载，剪纸艺术产生于汉代造纸之法
后，唐代剪纸以贺年庆，并发展了吊钱作为年彩而保有了辟邪、
祈福的寓意与功能。 

吊钱大致为一张长方形的红纸剪刻成花纹图案，下部形似流
苏，写有吉祥语，挂于门楣或直接贴到门上的一种特殊的年俗装
饰品。其悬挂亦有很多讲究，《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挂钱辉
五色”，因忌讳黑白，所以五色便为大红、粉红、黄、绿和蓝，
且次序为头红、二绿、三黄、四水（粉）、五蓝。现代的吊钱是
喜庆的大红色，一般要贴到门楣上或者大门上面，春节对联的中
间还有窗户外面，每扇窗户的顶端。吊钱图案精美，文字细腻，
构思巧妙，线条流畅，富于市井民俗风格，生活气息浓厚，千姿
百态，气象万千，吊钱富有广博的内涵，受到天津人民的普遍喜
爱。 

2 吊钱发展的历史变化 
2.1 生产方式 
吊钱自唐代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吊钱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古代吊钱起源于剪纸艺术，在
没有机器大生产的年代，最精致的即是手工艺品，吊钱的脱颖而
出即在于创作者的手艺精湛，造法独特。而在当今科技发展日新
月异，各类产品有着大批量、高效率的消费需求下，吊钱已由纯
手工制品逐步变为机器制品，手工制品以其生产效率低、纸质薄
易破损、制作工艺复杂、价格偏高等缺陷被生产速度快、制作精
良、构思新颖、批量生产的机器制品所取代。为数不多的老手艺
人固守着手工的传统，却仍呈式微状况。 

2.2 市场领域 
传统吊钱的生产集中于居民区附近范围的小市场，且具有明

显的集中性、季节性，人们大多只是在过年的几个月会张贴吊钱，
因而售卖吊钱的商贩仅仅在年前、年中出现，且集中出现于集市、
年货一条街等地。而现代吊钱的生产已形成大型商品市场，形成
产业化发展方向，大中小型各色企业、有限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大
量出现。此外，在网购发展如此迅猛的今天，剪纸技艺也在网络
上展现着摄人心魄的闪亮光彩。网络营销手段的加入，更使得剪
纸艺术成为人们进行装饰、点缀的另一选择。随着时代的发展，
吊钱已不再单纯为家庭使用，很多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也用其
作为装饰。[1] 

2.3 寓意功用 
吊钱自古代演化而来已带有吉祥的蕴意，“竹报平安”、“合

家欢乐”、“五谷丰登”、“天官赐福”等，现在的吊钱在保持其吉
祥寓意的同时，又增添了符合时代的新寓意，如“阖家欢乐”、
“吉祥如意”、“家合万事兴”、“平安吉祥”、“新年大吉”、“年年
有余”、“心想事成”等。传统吊钱的图案有鲤鱼、蝙蝠、喜鹊等，
近年则有了十二生肖的“肥猪拱门”、“马上封侯”、“三阳开泰”、
“龙凤呈祥”等，流行的题材更贴近百姓生活，更为人民所喜闻
乐见。同时现代的吊钱成为一种风俗习惯，除了有其历史底蕴外，
也不乏吊钱自身的不断发展，相比传统吊钱注重寓意来看，现代

吊钱更注重美观，作为房子装饰的一部分并需要同过年的喜庆气
氛相融合。 

2.4 政策引领 
国家政策对吊钱产业的发展具有双向的引导作用。一方面，

国家注重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一批剪纸相关的产业被列入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如天津市东丰台木版年画和宁河区剪纸，
山东莒县过门笺[2]。另一方面，国家对环保事业的重视，对环境
污染治理的严格，在一定程度上对吊钱产业的发展造成影响。吊
钱的制作涉及造纸、印刷、化工等相关工业，会造成水污染、土
壤污染、空气污染等不利影响，环境成本的增加迫使吊钱价格的
上涨对吊钱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挑战。 

3 吊钱发展的新路径 
3.1 政策引领 
国家首先应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以保护，按照轻重缓

急的次序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鼓励相关技术、
手工艺品的传承。提高政策上的支持与保护，鼓励各地方办学教
授优秀传统工艺，并加强对教师质量的严格把关。同时，注意完
善相关政策法规，保护相关技艺的知识产权。 

3.2 社会观念 
社会上应该形成自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新时代精神的

氛围，在传统工艺中增添富有时代创新精神的新内容是吊钱产业
化发展的有力路径。让人们深刻领会什么是民俗，“民”是人民，
即传统习俗广泛的群众性，“俗”则是让百姓喜闻乐见，易于接
受[3]，并形成新的适应时代的新风尚。 

3.3 自身发展 
吊钱自身的发展才是吊钱产业发展的原动力。吊钱发展首先

应注重创新性，在年味都日渐变淡的今天，吊钱更应该能设计出
新的款式图样来吸引民众，形制、内容、规格等都需要有适应时
代的变化。其次应注重形成品牌效应，努力提高生产技术，提升
工艺质量，关注低中端不同的市场范围，走出低端市场局限，努
力做精、做强，有国际视野。此外，注重市场需求的同时，应注
重情怀的延伸，广大群众的传统习惯根深蒂固并非仅仅只是习
惯，而是蕴含了众多的传承与情感因素，因此传承手工技艺有着
迫切的必要性，可以通过学徒制等培养新的传承人。吊钱发展应
适应当代网络发展迅速的现状，注重网络市场的开拓。再次，注
重发挥吊钱产业的联动效应，将文化、旅游等产业整合起来，形
成产业链。最后，吊钱的发展应着力搜寻更好的制作材料，关注
环境的保护，同时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开辟新的发展
之路。 

4 结语 
吊钱产业的发展并非全倚靠自身努力，更应在全社会形成关

注传统民俗的氛围，才有助于吸引更多人才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
传承与弘扬，形成示范效应，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天津
吊钱的发展几乎可以视为传统文化保护的缩影，将此项技艺传承
的关键不仅依赖于非遗传承人及整个时代人的倾心守护，而更为
重要的是需要不断创新，在新的时代里注入符合时代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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