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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9年中国剪纸申遗成功，意味着中国民间手工艺术迈上新台阶，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剪纸艺术的影响力和

关注度。纵观剪纸艺术历史沿革，其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非常丰富，在生活和艺术方面具有跨时代意义。如今信息化

发展迅速，传统技艺受新技术和新思潮影响遭遇传承瓶颈，如何平衡文化遗产以及社会变化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

注。文章详细阐述剪纸艺术的文化内涵、传承方式、现状问题以及应用领域，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剪纸艺

术基本处于良性发展阶段，但受社会发展迅速和经济浪潮冲击，加之行政力量过度干预，导致剪纸艺术传承和应用

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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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加快的当代社会，必须清

晰了解中国民俗文化现状，尽管中国列入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文化项目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但亟需保护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尚未申遗成功的文化项目普遍

存在，申遗是文化保护的基本尝试，也是助推中国文化

产业发展的动力。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双重保护下，中国文

化遗产得以良好发展，而未列入保护名单的民俗文化

项目也逐渐提上日程，整体呈现积极发展态势。近年

来，中国社会特质以及生存环境变化显著，剪纸艺术在

经济冲击和意识转变下衍生出原生性和创新性矛盾，

因此如何平衡传承与创新之间的矛盾成为剪纸文化艺

术发展的新挑战。在现有非遗保护政策下，将剪纸文化

设计融入市场并应用于大众生活是剪纸艺术应用的新

方向。

剪纸是流传于中国民间的一门传统艺术，亦称为

平面“镂花艺术”，采用剪、刻、锉、撕与烫烙等创作技

法，以玲珑剔透的纸感语言以及强调影廓线条的艺术

造型，形成独特的民间艺术式样，通常用作物体装饰或

配合其他民俗活动等。剪纸作为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

一，其产生于民间，作用于民间，深受人们喜爱，因其种

类繁多、纹样丰富以及寓意多变，形成各地剪纸艺术百

花齐放的局面。其基本用途可分为张贴、摆衬、底样以

及印染四大类，具体表现在社会组织、日常起居、岁时

节令、人生礼仪、劳动娱乐和民间信仰等方面，通过语

言、行为、文学以及艺术等形式展现，相互渗透、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

剪纸承载着地域特色以及风化习俗，因其实用性

强、装饰性高以及寓意深厚等特点受到人们广泛喜爱，

并在传统节日或重要活动中担任重要角色，甚至还在

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剪纸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

化，其中国特色浓厚、色彩鲜明、通俗易懂，在与其他领

域结合后，文化输出力进一步增强，发挥出“1+1>2”的

效果，为中国文化建设铺就道路。受现代化影响，剪纸

艺术从基本镂刻技法中剥离出来，从中衍生出的剪纸

艺术设计元素受到各领域青睐，实现了传统与创新的

结合，为剪纸艺术的传承和应用提供了依据。

剪纸艺术在非遗保护下，对内面临技艺传承压力，

对外面临高强度曝光的社会压力，过度的关注和保护

使传承人无法专注自身，且当今社会观念与传统剪纸

技艺出入较大，非遗保护利弊共存。

非遗传承是无形的技艺、文化以及仪式等的传承，

因此非遗传承人是传承的核心要素，非遗保护也可以

说是对传承人的保护。中国当下传承模式仍沿用传统

的“师徒传承”，面向全体民俗文化采用“国家 +省 +市

+县”的四级保护体系，可有效规范地方民俗发展，而如

何进行评定、传承以及发展给各地管理人员带来了难

题，促使政府对民俗文化过度干预。

在政府引导下，剪纸艺术创作逐渐偏向主题化和

政治化，且城市化发展中剪纸需求大幅降低，剪纸逐渐

成为艺术领域专属，弱化了祈愿以及娱乐等生活化特

征。非遗保护法要求传承人承担创作、传承以及创新剪

纸艺术等多重责任，传承人民俗角色走向多元化，而社

会关注度的提升使众多目光聚焦在传承人身上，使传

承人压力倍增。

目前，剪纸艺术涉及服装、建筑、游戏以及文创等

多个领域，而剪纸艺术从传统手工技艺以及民俗产品

中跳脱出来，成为一种剪纸艺术设计方式，与现代工艺

和产品相结合，进行二次创作和再生产，从而实现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虽然难以判断该方式是二次发展传

基于非遗保护视角下剪纸艺术设计传承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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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艺术还是借非遗产品噱头增益，但在给剪纸艺术冠

以“非遗”称号后，许多不法商家和政府开始利用其大

力发展经济，而忽视了文化遗产传承，因此必须深思将

政策保护变成“保护伞”的背后缘由。现阶段，许多人正

在努力学习和了解传统文化，但由于思想意识与社会

大环境具有密切关系，很难在现代社会环境中体验或

感受到农耕社会人民的情感与价值观，审美观以及价

值观的时代性使民间艺术的“原生性”难以延续，在维

持原生性以及开发创新性中难以实现平衡。如今社会

节奏加快，剪纸艺术与实际生活逐渐脱离，许多新兴装

饰用品取而代之，剪纸艺术逐渐成为政治文化专属。

保护即保存和维护，在现有保护制度下，如何打破

发展局限，结合当代社会特色使剪纸文化设计不落窠

臼是传承剪纸艺术的新路径探索。

剪纸艺术设计不局限于剪纸，早在纸问世之前，剪

纸艺术中剪、刻、锉、撕与烫烙的技法已经出现，此种技

艺受材质以及传播局限未能进行大规模推广，至今这

些在金银箔、布以及树叶上的技法仍流传于世，表明剪

纸艺术中蕴含着传统技艺的多样性。传统剪纸的外在

形象是一种直观的视觉符号，蕴藏着古人的丰富思想，

出于现代化社会要求，在创新传统剪纸艺术时，必须善

于提取其中的形象元素，在保留传统剪纸艺术精神内

涵以及神韵风采的同时，化繁为简，重新构建图形，赋

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将代表性传承人向普通传承人、

群体传承人以及传承社区的方向推进，增加传承主体

的多样性，同时加强各地剪纸艺术传承人之间的交流，

在竞合关系中实现文化互惠。总之，不论是剪纸艺术本

身还是传承人，都应积极创新，多元共存，共同为中国

剪纸文化发展而奋斗。

政府应善于利用社会力量，将非遗传承与保护的

专业力量和社会力量纳入保护事业，既可以让非遗保

护获得专业性以及科学性支撑，又可缓解政府财力资

源以及人力资源匮乏的窘境。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社会力

量包括但不限于采取教育、公益性宣传、文化产品和文

化服务等形式进行多维度宣传和创新。所谓“用专业的

人做专业的事”，传承人或许在技艺上独领风骚，但在

文化传播、保护以及开发方面还需更多专业人士，采取

合适的方法及时创新、积极创造，实现剪纸艺术与社会

同步发展，甚至还可发挥出先导力量。

国家对非遗保护的管理应做到合理引导而不过分

干预，摒弃固有的传承方式以及传承人过度保护观念，

着重于政策和制度建设。建立如同文章以及歌曲等文

化作品的产权制度，避免将文化遗产过度市场化以及

商品化。对剪纸艺术设计在多个领域中的二次创造现

象，也应采取版权限制，一方面可以保障剪纸艺术的原

创力；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收取版权费用补给传承人用

以生产性自救。区分商品性和生产性，避免因市场因素

的过度渗入导致剪纸文化被歪曲贬损。此外，改进代表

性传承人的个体保护政策，不依赖于个别传承人，采用

考核方式规避传承人一方独大的局面，使剪纸艺术发

挥出最大效益。

在制度保护、国家鼓励、民众助推以及社会需求等

多重因素作用下，剪纸艺术设计逐渐适应当代社会环

境和文化市场，成为一个新的艺术形式代名词，实现了

传承和应用双功效，同时也为其他民俗艺术发展指明

了方向。面对非遗保护下剪纸艺术设计的现状问题，需

要厘清艺术作品与商业产品的差异性，将二者有效结

合实现生产性保护。剪纸艺术被列入非遗名单后，意味

着其社会责任和使命加重，在国家大力倡导文化建设

号召下，文化遗产作为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流传下来，

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参考。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代表

中国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趋于成熟，在文化与法制结

合下，更能全面带领中国文化发展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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