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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述剪纸的产生、发展及其造型观念和根植于爱的审美活动，阐明剪纸的形式、功能和美学内涵，详尽分析剪纸艺 

术的语言及其对作者感受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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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f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beginvSng，the development and the designing concept ofthe paper-cutting which is deeply rooted 

in die folk’s love of their lives．It states the forms．the functiom and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the paper-cutting and giv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aper—cutting art language and the author’s understa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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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剪纸与剪纸艺术 

民间剪纸是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 

它以顽强的生命力植根于广大的乡村城镇 ，代代相传，生生 

不息，历经数千年 ，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文化的遗风古韵 ，闪 

烁着远古原始文明的奇光异彩，它集实用、审美、研究价值于 

一 身，成为我国影响最广泛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 

广义的剪纸就是用剪刻工具在薄质材料上的镂空造型； 

狭义的剪纸就是用剪或刀在纸上进行镂空雕刻；纯粹的剪纸 

是用剪刀在纸上进行镂空的纹样。有的研究者认为，民间剪 

纸源于人类的服装裁制 ，是先民将服装的装饰佩物移植到窗 

户上后逐渐演变而来 ，至今流传于西北各地的名间绣品图案 

可佐证其源流关系。 

剪纸的产生一直可追溯到人类的童年时期，原始人试图 

用石刀片切割兽皮时 ，朦胧的审美造型意识就生发了，这些 

有意识的行为孕育了早期人类的剪纸语汇，伴随着文明的足 

迹。《史记·晋世家》记载了3000年前周成王“剪桐封侯”，即 

把桐树叶剪成古代帝王礼仪中用的玉圭形状，送给 自已的弟 

弟虞，封他为诸侯；春秋战国时期，以金银箔为材料的剪刻图 

形广泛用于宗教礼仪活动；汉代 ，用丝絮和麻等植物纤维制 

造的纸先后出现 ，我国的农业文明在秦汉时期 已经达到很高 

水平。蔡伦造纸术的发明，以纸为主要原料的剪纸艺术迅速 

发展；晋唐，剪纸广泛流行 ，大量用于民俗活动，佛教传人 中 

国后，佛事活动中也少不了剪纸图案：宋元 ，剪纸十分繁荣 ， 

品种渐多，技法日益完善 ，风格流派纷呈；明清至近现代 ，剪 

纸这一被封建时代历朝统治者看不起 、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雕 

虫小技不断发展，它已不仅仅是农家妇女在相对封闭的环境 

中的 自娱自乐，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焕发出夺 目 

的光彩。 

二、主观意象造型观念 

剪纸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有它 自己独特的创作规律 ，这个 

规律受制于一定的造型观念，而这种观念又由作者的民族、 

地域、历史文化传统、哲学观念、民俗民风、生活生产、情感气 

质 、审美观念等因素决定。靳之林先生提出，民问剪纸是独 

立于西方传统造型观念和中国传统以线造型观念之外的第 

三种造型艺术体系，是主观意象造型观。中华民族历来注重 

天人合一，强调人与 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则强调人与 自 

然的区别对立；中国重主体，强调人伦道德 ，西方重客体，强 

调认识与科学。表现在艺术上则是中国艺术与善、与伦理学 

关系密切，西方艺术与真、与科学关系密切，故中国艺术强调 

抒情、写意，重表现，讲意境；西方艺术强调模仿 、写实，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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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讲典型。剪纸糅合了东西方两种观念 ，即重“观物取象”、 

“境生象外”，如 以形写神、“澄怀观道”、“气韵生动”，但 也注 

重“度物象而取真”。民间剪纸在造型观念上是重表现与再 

现的统一。江苏邳县合沟乡著名剪纸艺术家王桂英说 ：“我 

拿纸铰铰虽说随便，可我脑子里从没有离开过庄户人于活的 

架势”。她的代表作“五好家庭”是她在县里开会时．按照同 

房间住的代表的先进事迹剪出来的。由于她深人生活 亲 自 

体验，长期积累，故能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创作出妙趣横生 

的作品。这里的留心观察很重要，正如马蒂斯所说 ：“观察， 

这已是创造性的、紧张的活动。”这一点和冯·诺依曼说的 “重 

新组织”，贡布里希所说的“心理期待”相似。剪纸艺术家在 

动手创作前，对 自己所观察到的物象，内心做好了调整和制 

约，他们是按照 自己的主观愿望来裁剪生活素材。陕西风翔 

一 位民间剪纸艺人说：“我的一生平平淡淡，想做的事都没有 

做成 ，但我可以在剪纸中办到”。这位剪纸名手并不知道 “境 

由心造”的道理 ，但他们铰出的作品完金是按照内心的意愿 

和自我理想重新安排和建构现实秩序，并将它们物化成视觉 

形态，使之成为合理的现实；从而有效地消除由现实与理想、 

主体与客体、自身与他人之间的不平衡导致的矛盾 冲突，调 

整主体文化与本能、理性与感性、社会与个体的矛盾。 

陕西是我国民间美术发源地之一，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 

淀在人们的意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艺术印记。在现实生 

活中，人们把对 自然的朴素情感注入到民间剪纸的创作中。 

地处西北地区的陕北黄土高原和关中西部宝鸡地区的民问 

剪纸，虽说地理环境不甚相同，但深厚的黄土文化底蕴是它 

-ff1的共同之点：如陕北黄陵剪纸艺人张林召、李竹英；宝鸡千 

阳剪纸能手张玉姐 、凤翔县剪纸艺人李科，他们的作品虽各 

具个性特色，但他们剪下的虎，造型却惊人地相似，这正是民 

间剪纸艺术家主观意象造型的共同表现。这种观念使剪纸 

艺术家刀下产生了众多造型简练、构图别致、干练真挚 、淳厚 

粗旷的传世作品，它们经久不衰，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 

力量，占据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席之地。 

三、挚情浇灌花盛开 

艺术要以情动人 ，艺术家 自己先必须要有感情，因为作 

品所表达的感情就是 术家自己的感情。鲁迅先生说过：创 

作总根于爱。在审美活动 中，美的客体作用于人这个主体， 

引起美感，这美感就是美的具体形象所唤起 的一种情感反 

映，富有情感是美感最重要 的特征。说心中的话，唱心 中的 

歌，这是民间剪纸创造者们共同的感受。他们的作品之所以 

质朴、天真、有活力，正是他们对生活的直观感受和审美习 

惯，无拘无束地表达了他们的理想愿望，鼓舞着他们的生存 

和创造勇气，慰藉他们的心灵，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笑声和希 

望，他们从不把眼泪和忧愁注入自己的作品。在物质生活中 

不能满足的东西，在精神生活中可以自由、随意表现，但绝不 

追求那些不现实的东西。他们的作品往往是借景抒情，有着 

强烈的主观色彩，融进作者的个性 、情趣和气质，如表现生殖 

崇拜的鱼戏莲、娃踩莲；表现吉祥如意的吉(鸡)庆有余(鱼)、 

连(莲)年有余；歌颂生命主题的金乌(太阳)；驱灾避邪的虎、 

蛇、蜥蜴 ；赞美幸福婚姻的牡丹、鸳鸯、刘海戏金赡、凤凰戏牡 

丹等。鲁迅先生曾说：民间美术是“生产者的艺术”。民间剪 

纸是一种精神生产，是表现与交流感情的需要。罗丹说过 ： 

“艺术家一切制作 ，都是他们内心的反映 ，是人类灵魂 的微 

笑，是渗入一 切供人使用的物品中的感情和思想 的魔力”。 

纵观南北各地的剪纸作品 ，可以看出剪纸艺术家以他们质朴 

纯真的感情 、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地方特色、浪漫主义的 

创作手法赋予作品以生命。这是一个奇异、欢乐、充满想像 

和希望的世界，它凝聚了一个地方 世代相袭的民风民俗，浓 

缩了一个地方长期流行的传说和信仰。 

四、剪纸的形式、功能及美学内涵 

任何艺术作品的内容都要通过一定的组织结构和表现 

手段才能成为可欣赏的艺术作品，这些组织结构、表现手段 

就是艺术作品的形式。剪纸的审美感觉是通过它的形式来 

完成 ，这些形式又都蕴含着一定的内容，剪纸作品中直接描 

写的对象成为剪纸的题材，如虎是民间剪纸艺术家最爱表现 

的对象。因为虎是百兽之王，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 ，画虎于 

门，鬼不敢人。虎是民间艺术中的常胜将军。民间剪纸中的 

虎可谓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在现实中八面威风的虎，在剪纸 

艺术家的刀下变得憨态可鞠，惹人喜爱 ，因为{llft'I剪下的虎 

是“心灵化了的东西”(黑格尔语)。 

生活中引起剪纸艺术家普遍感兴趣的事物构成了剪纸 

的内容，原始狩猎时期人类创作的洞穴壁画、岩画，表现的内 

容是与他们生存息息相关的动物(食物的来源)，民问剪纸中 

的动植物形象使剪纸作品的形式与功能达到完美的统一。 

剪纸作品的主题是通过一定的题材来体现。如剪纸中 

以生命祟拜为重要内涵的生殖崇拜 内容，其中一系列作品诸 

如“鱼戏莲”、“鱼唆莲”、“娃踩莲”、“狮子滚绣球”等等，都是 

通过鱼、莲这样的题材讴歌了生殖繁盛这样一个古老的主 

题。剪纸作品的主题虽然是表现作者对生活的认识、情感态 

度及审美趣味，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但 也并非纯属主观的 

东西。如高尔基所说“是从作者的经验 中产生，由生活暗示 

给他的--~I思想。”传统剪纸纹样 中的鸡、鱼、瓜果 、走兽等。 

每一样东西都和他们的生活、生产、生命紧紧相连，他们热爱 

并熟悉这些东西，满怀激情地去表现它们，通过这些题材寄 

托了作者对生殖、繁衍、吉祥 、除恶避邪、镇宅等美好愿 望。 

在这里，功能与美学内涵又取得了统一。 

民间剪纸在视觉图式结构上与现代平面构成中某些形 

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平面构成中的对比构成 、疏密构成 、重 

复构成 、渐变构成 、特异构成、空问及矛盾空间构成和点、线、 

面等视觉元素在民间剪纸中都有应用 ，他们不 以表现二维空 

间为满足，大胆运用想像能力，敢于在平面上创造出三维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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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以至多维空间。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现代的构成理论，但早 

巳在作品中应用了这个原则。他们剪纸作品的形象是古拙、 

原始的，但又是那么现代。 

原始艺术的幻想成份与民间剪纸以意象观念造型有许 

多共同点，剪纸艺术家是否也从原始艺术中得到启示，有一 

点是肯定的，即如列斐伏尔所说 ：“消失了的时代的社会结构 

对于我们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但它的艺术仍有一种无法替 

代的价值”。民间剪纸中朴素、简洁、厚拙的形象蕴涵着深厚 

的美学内涵，其广泛的实用价值、独具特色的艺术价值和文 

化价值使它千百年来未被淘汰消失，至今仍枝繁叶茂。 

五 、剪纸 艺术的语言 

艺术作品内容的表达必须通过一定的艺术语言。在长 

期的实践中，剪纸艺术家创造了无 比丰富的剪纸语言，它是 

塑造剪纸形象的重要手段。如大量出现在剪纸作品中的月 

牙形、锯齿形，还有点、线 、面这些平面构成元素都是因用 

“剪”这个特定的工具形成的。 

“锯齿”是剪纸过程中由于纸随刀旋转 、运行移动或剪刀 

方向的变化而 自然形成。利用锯齿的大小、长短、粗细、疏 

密、刚柔、曲直、钝锐、参差不齐等变化，根据所剪形象的不同 

灵活应用 ，表现出物象的结构、质感、量感。“月牙”也是剪刀 

在运动过程中自然出现的类似月牙状的各种大小不 同的弧 

形 ，用来表现物象的空间位置和衣纹等变化。锯齿一般用在 

塑造物象的轮廓上，而物象的结构、装饰变化主要靠月牙形 

完成。锯齿重造型，月牙重装饰，但多数情况下，两种语言交 

替应用 ，使物象变得生动活泼，充满魅力。锯齿和月牙这两 

种剪纸语言早在 1600年前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剪纸作品中就 

出现了，至今还是剪纸的基本语言。锯齿和月牙揭示了人类 

对自然形态的形象概括能力，特别从树叶、各类植物枝条边 

缘、外形得到启悟；人类对月亮的崇拜 ，使得剪纸中的月牙形 

与光明联系；剪纸纹样作为窗花进入窗格后，更使得月牙成 

为透光的空间。夜晚月光洒落在窗户上，随着月亮时隐时 

现，窗户上众多的形象似乎都活了起来，令人沉醉遐想。 

意象的写实是剪纸艺术基本的一种表达方式，如传统题 

材鸟、兽、鱼虫、花草、人物，让人一看就知道作者剪的是什 

么，物象的形体特征抓得很准。陕西黄陵剪纸名家李竹英、 

杨喜仙的传统和现代人物，讲究用线 ，造型准确 ，线条流畅， 

酷似中国画十八描中的铁线描，生动传神地表现了人物的形 

体性格特征；江苏邳县王桂英的剪纸，讲究构图完整 ，注重黑 

白对比效果 ，注重图与底的转换，善于应用点和面，巧妙调 

度，合理布局，用虚与实相对应的积极因素 ，将中国画中计白 

当黑的原理用于剪纸，视觉效果恰似平面构成中的对 比构成 

作品。 

夸张是民间剪纸中最主要的艺术语言。剪纸艺术家把 

创作活动当作生命活动的一部分，对生命的渴望和超越总是 

充满强烈的幻想，比如生殖祟拜观念，这是中国文化最深层 

的结构之一；表现这些充满民俗、信仰 、宗教色彩的主题 ，只 

能按照“天地人心意，物象由我裁”的原则 ，他们将狮虎这些 

猛兽剪得天真可爱，如会爬的婴孩，充满稚气 ；有的剪成像刚 

学步的d,JL，摇摇摆摆，惹人喜爱；他们剪下的形象随心所 

欲，任我夸张，而描写激情和幻想的内容离不开夸张的艺术 

语言。 

象征 、比喻的手法是民间剪纸又一重要语言。陕北剪纸 

中经常出现的“鱼变娃”、“钻莲娃娃鱼”等一系列有关鱼的纹 

样，安塞剪纸中的爱(艾)虎、黄陵剪纸“老鼠吃葡萄”、蒲县剪 

纸“抓髻娃娃坐莲花”等均以象征图形，隐喻生殖崇拜这样一 

个古老的命题。鸟在剪纸中出现已不是自然鸟的化身，而是 

把它视为金乌(太阳)，象征吉祥；延安剪纸中经常出现的抓 

髻娃娃形象，娃娃头上两个抓髻，常被剪成两只鸡，因为鸡可 

以吃掉虫子保护娃娃不受侵害，寄托了母亲盼望孩子健康成 

长的美好愿望。 

任何艺术语言都必须通过工具材料、技法方能完美地表 

达艺术内容。纯粹体现刀工纸韵的民问剪纸 ，其工具材料就 

是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凭着 自己的印象和纯朴的感受进行 

不拘成法的自由创作，就可以把生活打扮得红红火火，把环 

境布置得喜气洋洋，抒发了欢乐 、积极的健康情绪。他们那 

些带有原始风味的变形夸张作品，散发着汉魏石刻风骨，有 

着浓厚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皂、。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对称 

剪、二折、三折、阳刻、阴刻、团花、单色 、双色、染色等技法丰 

富了剪纸语汇，创造了多种风格 、流派。如南方剪纸秀雅精 

巧、工细逼真；北派剪纸浑朴古拙，奇、野 、粗、怪，在西北各地 

的剪纸中这种特点更为明显。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传统，广 

布于中华大地城镇乡村的这一朵绚丽的民间艺术之花，经过 

不断挖掘、保护、研究，必将在艺术之林继续独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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