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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干剪纸的发展现状及归因研究
□ 成亚军

摘 要：新干剪纸作为一门民间艺术，根植于新干这片沃土，反映了当地的文化特征和人们的精神生活，具有鲜明的

地域特色。如今，新干剪纸遭遇发展瓶颈，文章旨在对新干剪纸发展现状进行归因，从内因和外因进行深度分析，为

其寻求可持续发展、制定可行性策略做好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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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是一门古老的民间艺术，最早可以追溯到北

朝时期，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主要依附于民

俗活动而存在，比如红白喜事、社火道具的装饰、灯会

灯笼的装饰等。剪纸的题材也很广泛，既有花鸟虫鱼、

飞禽走兽等动植物，也有风景和人物等，大多取材于现

实生活，以此来反映人们心中的愿景。剪纸艺术作品难

以保存，古代保存下来的剪纸真品较少，大多出现在文

献的记载中，比如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作《人日即事》中

的“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记载的就是剪

纸艺术。宋代吉州窑的剪纸贴花瓷器，是剪纸以实物形

式留存的有力证据。

新干县隶属于江西省吉安市，位于江西省中部，在

吉安市北部。新干剪纸就出自于此，以族传、家传为主

要传承方式。近几年，为了扩大影响力和招收新学员，

新干县成立了民间剪纸协会，面向对剪纸有兴趣的群

众开展培训，也会到一些小学进行剪纸技艺的传授，在

当地颇具影响。新干剪纸造型以线条为主，简洁、质朴，

技法以阴刻和阳刻为主。其题材较为广泛，有奇花异

草、历史人物、生活场景等，近年来还创作了一批红色

故事的作品，题材广度进一步拓展。2011年，新干剪纸

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尽管这门

艺术在当地小有名气，但如今也遭遇发展瓶颈。究其原

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剪纸属于小众艺术，主要反映当地的文化和风土

人情，恰恰是这一特性限制了剪纸艺术的传播范围，使

得大众对地区特色剪纸艺术知之甚少。出现这种现状

的原因，除了手艺人的经营与运作外，更多的是由这门

艺术自身（内因）所决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各

族人民世代相传、与人们生活紧密联系的传统文化在

文化空间中的表现形式，见证了各个民族的发展。诚

然，任何一种艺术的产生与发展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生

存环境。长期以来，先辈以农耕为主，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过着单纯又恬静的生活。除了时令性的劳作外，先

辈也会进行一些社会活动，剪纸艺术在民俗活动中应

运而生。例如，春节时人们用剪纸艺术作品来烘托节日

的气氛；花灯节的剪纸预示着日子能红红火火；红事中

的剪纸祝福新人能鸿运当头，天长地久；白事中的剪纸

是生者对逝者的追思与慰藉等。如今，人们将剪纸这种

艺术称为“原生态”艺术，就是指没有经过特殊雕琢，存

在于民间，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艺术形态。随着社会的发

展，人类步入了现代文明社会。现代文明社会除了物质

的极大丰富外，精神文明也日益多元化，改变了人们的

审美观念，人们开始对艺术进行自主选择。在这种背景

下，传统艺术受到极大的冲击，越来越边缘化，不受

重视。

新干剪纸就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造成这种结果

的原因，除了上述所说的艺术本身的问题外，还有就是

人们对剪纸艺术逐渐失去了兴趣。信息化社会，年轻人

的视线转向了网络科技。要想更多的人对剪纸艺术感

兴趣，首先教育应该从小抓起。幼儿园、小学阶段的学

生学习压力不是太重，接受能力较强，幼儿园、小学应

该开设剪纸课程，提升学生对剪纸艺术的学习积极性，

引导其体会剪纸这门艺术的魅力。各地教育部门应该

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政策，结合地域特色，编写

适教课本，打造特色课程。通过上述措施，激发人们对

剪纸艺术的兴趣，鼓励更多的人自发投身于剪纸艺术

的传承与保护。

新干剪纸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家传、族传或师

父授徒弟的形式进行传承。近些年来，国家大力倡导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当地政府也做出了一些努力，除

了积极进行非遗申请外，也开办了相应的培训班，还到

一些小学进行剪纸技艺的传授。但上述举措远远不够，

还需要政府制定科学的发展策略和行之有效的运作方

法。正如非遗传承人洪桂英所说：“剪纸技艺难教也难

学，而且见效慢，缺乏经济效益。学习者要心灵手巧，要

有耐心，肯耗时间和精力。但是现在的乡下青壮年为谋

生计都外出打工了，除了一些中老年人和留守妇女，能

坚持剪纸的人少之又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

的活态文化，人是文化活态传承的主体，也是传统文化

创新发展的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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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基本保障，以人为本的保护与传承方式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根本原则。新干剪纸从来不缺高、

精、尖的艺术人才，而是缺少更多的人对其进行传承和

保护。

改革开放后，我国努力从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化

工业国迈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发展过

快，导致文化艺术跟不上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脱离了

时代的轨道。时代变了，人们的观念也随之改变。尤其

在信息化程度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对艺术的需求已

经从单一走向多元、从传统步入现代，大众对艺术具有

一定的选择性。因此，如何将传统艺术融入当下生活，

是需要各界人士共同解决的命题。

传统的民间剪纸是劳动人民对自己生活的写照，

是对美的本真的理解。因此，它的存在具有非功利性，

不会受到更多的价值限制，也不会受到其他文化因素

的影响，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流传至今。在

农业社会，剪纸艺术能够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而今，

人们的审美需求趋于多元化，传统的剪纸艺术已经无

法满足当下人们的审美需求。剪纸艺术要想持续传承，

就一定要与这个时代有所关联。从商品学的角度来说，

一件产品要具有使用价值，如果只是用来满足商品生

产者自己的需要，或只是无偿地交付给别人使用，都不

能成为商品；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把商品卖出去，才能使

商品生产者获得商品的价值，使消费者得到使用价值。

只有这样，这种商品才会有生命力，其生产技艺才能够

得以传承。

新干剪纸存在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此，即缺乏市场

潜力。没有市场，艺术产品就无法为生产者获得商品价

值提供支持，因此很少有人会从事这一行业，进而导致

这一行业就越来越萎缩，最终导致后继无人。久而久

之，人们就不会过多地关注这一行业，其渐渐被人淡

忘。要想打破这种局面，必须从内因（艺术本身）和外因

（社会影响）两方面进行努力，使得剪纸艺术能更好地

融入当今社会。笔者认为，剪纸艺术商品化是一种比较

科学的传承路径，要想以单一的剪纸艺术作品作为商

品打开市场比较困难，可以将其与其他行业相融合，在

保留剪纸艺术本真的基础上，将两种行业的价值相结

合，发挥 1+1>2的效果。无论剪纸工艺产品未来走向如

何，中国民间剪纸商品化进程的整理与研究都有其重

要的价值。它引导我们重新思考民间剪纸的物质价值

与艺术价值、商品性与非商品性、时代性与传统性等诸

多问题。

中国民间剪纸是中国民族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流传至今，说明其本身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鲁迅

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剪纸艺术作为先辈留

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有义务将它传承下去。社会发

展到今天，我国的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飞跃，文化与

艺术也要与这一时代接轨。经济是基础，文化是灵魂，

国家出台非遗保护政策，充分说明了国家对民族艺术

文化的重视。笔者相信，在“全国一盘棋”的倡导下，中

国非遗艺术文化一定会与时代相融，科学健康地发展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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