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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剪纸艺术特征研究
□ 刘文娟

摘 要：剪纸起源于中国，在民间广泛流传，影响深远。文章从民间剪纸的造型、色彩、图形、意象、精神意义五个方面

分析了剪纸的艺术特征，挖掘了民间剪纸的文化价值。通过研究民间剪纸艺术，能够更好地了解民间剪纸艺术的文

化形式与艺术特征，为现代剪纸的研究提供多方面的理论参考，并展示民间剪纸这一传统艺术的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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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起源于中国，是曾经生活在这片华夏大地上

的祖先们留给后人的文化瑰宝，剪纸的形态各异且寓

意丰富，蕴含了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的智慧和精神，传达

出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目前，民间剪纸

已经遍布各地，风格各不相同，呈现“百家争鸣”的景

象。根据中国的地理位置大致可分为北方、南方两大

类，其中北方以陕西为代表，南方以广东最具特色。中

阳剪纸、瑞昌剪纸、海派剪纸、平顶山剪纸等都极具地

方特色。本文通过分析不同地区的剪纸艺术，探究不同

地区剪纸的艺术特色。

剪纸造型艺术是在“纸”这一种二维平面上借助

雕、刻、镂、剪、剔等艺术手法呈现出三维或多维的立体

效果。镂空、夸张变形、提炼、自由造型、以线造型、阴阳

造型、寓意造型等形式都是剪纸常用的造型。作品内容

的造型特征是对生活中物体形象进行提炼和概括，抓

住物象的神韵和主要特征进行创作。大胆的夸张变形

也是剪纸常用的创作手法，是在提炼对象内涵特征的

基础上，根据物象的特点通过放大、缩小、加粗、加长、

缩短、装饰等方式表达主题内容，通过夸张变形或添加

装饰，更加形象地表现物象特征，使作品的画面内容具

有浓厚的装饰性，生动且丰富。

《兔吃白菜》《剪纸娃娃》《老鼠嫁女》等民间剪纸作

品就采用了此手法。其中，《剪纸娃娃》将娃娃的头和身

体都概括为“圆形”，使娃娃的造型变得十分圆润，刻画

出了娃娃胖乎乎、可爱的形象。同时在娃娃的头部和身

体添加了花朵等各种纹饰，双手托着寿桃，衣服上也添

加了寓意长寿的“寿”字和吉祥图案。由此可见，在描绘

剪纸作品时，除运用各种各样的创作手法外，也要依据

物象特征进行一定的艺术创作，加入艺术家的主观想

法，使普通物象变得更加生动形象，使作品更加丰富有

趣，寓意深刻，彰显东方艺术之美。

提及剪纸颜色，大部分人首先会想到红色。因为红

色是中国认同的色相，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

会赋予红色以喜庆吉祥、辟邪等寓意。但实际上，剪纸

的颜色不止红色这一种。一般可分为单色剪纸与彩色

剪纸两种：常见的单色剪纸包括红色和黑色，而彩色剪

纸的表现效果则更为艳丽，包括橘黄色、桃红色、翠绿

色、紫色等颜色。陕北剪纸作品《板架对子花》便使用了

极其鲜艳的红色和桃红色来表现花朵，将绿色和黑色

作为树叶用以装饰。

剪纸常以窗花、对联等形式在春节、结婚、生子等

喜庆的场合出现，用以烘托气氛、传达祝福，这是因为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红色被民众约定俗成地冠以吉

祥、喜庆、辟邪、隆重、旺盛生命力等方面的象征意义，

是具有强烈审美情感的色彩。彩色剪纸往往根据不同

的地域特征使用不同的色彩搭配形式，比如最具代表

性的河北蔚县的彩色剪纸，多采用阴刻形式，便于染色。

剪纸艺术形式于民间传承由来已久，并在长期的

艺术实践中形成独特的艺术语言———图形，艺术创作

者将难以言表的真情实感都凝练在剪纸的图形中，传

达出其对生命的向往与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常见的造

型语言有花草纹、锯齿纹、月牙纹、柳叶纹等，每种花纹

在不同地域、不同艺术家手中又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和艺术特点。例如锯齿纹，陕北北部地区的锯齿纹粗且

长，显得雄壮有力、落落大方；南部地区的锯齿纹则宽

且短，显得小巧可爱。而由富县张林召老人所创作出的

参差不齐、上下长短不一的锯齿纹，则寓意着她一生的

坎坷经历。由此可见，剪纸图形的基础纹样是剪纸艺术

家凝练了生活中的具体物象，并结合个人对剪纸艺术

的理解，从而创造出的新奇且有趣的作品。

不同的纹样代表不同的含义：象征生子或多子的

“太阳纹”；子孙绵延、吉祥如意、富贵不断的“万子纹”；

寓意“双全”的“古钱纹”；还有“旋转纹”“绣球纹”“如意

纹”“盘长”“双葫芦”“方胜”“寿字”“如意头”“双喜字”

等都寓意着吉祥、生命不息的文化内涵，将这些纹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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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在动物或其他的物象上，既可增添整体的装饰性，也

可赋予民俗文化丰富的含义。

中国剪纸注重意象美，具有浓厚的美学特征。中国

哲学讲究“天人合一”的观念，而中国的民间剪纸也深

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但剪纸属于艺术家的个性表达，注

重内心世界的刻画，因此很少受到束缚。每个剪纸作品

都是生活的缩影，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后通过剪纸

艺术家的感知和想法被创造成为艺术作品，若只注重

“形”的塑造，则会使作品平平无奇、欠缺灵魂。因此，中

国的剪纸作品在提炼形的基础上，大多会运用散点透

视等创作方法，营造传神的韵味，给人可以发挥想象的

空间，展现出更深的内涵和更幽远的意境，体现出中国

传统美学中的意境美。剪纸的意象表达是委婉、自由、

隐喻的，讲究内在的传神，而不追求表面的惟妙惟肖。

常见的意象有谐音、谐形、象征法。生活中也有谐

音的例子：这种谐音在民间被称为“讨口彩”，是一种表

达美好寓意的方式。例如，在现代婚礼中，人们常用红

枣、花生、桂圆、莲子寓意“早生贵子”。在剪纸中则用莲

花、桂枝、孩子寓意“连（莲）生贵（桂）子”。鸡代表“吉

祥”、鱼代表“余”等都是用谐音的方式表现意象。而谐

形法是将物象进行简化概括，变成抽象的图形。例如，

锤头和镰刀表示劳动；麦穗表示丰收、果实。象征法则

是“以象寓意”，中国古代用莲花象征“廉洁清正”、鱼和

水用来象征“如鱼得水”、寿桃则象征“福寿延年”、鸳鸯

象征“爱情美满”等，这种象征充分体现出了民间艺术

家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剪纸蕴藏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和精神意义。民间剪

纸的种类丰富，人们可以从纹样和形式中了解当地的

风土人情。但民间剪纸不仅仅是保存文化，其背后所蕴

含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富有精神意义的珍宝。具体而

言，这种精神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剪纸本身。剪纸作

品所表达的都是吉祥的寓意，通过谐音隐喻的艺术手

法，比如祈求平安类的剪纸作品，以蝙蝠、聚宝盆、老虎

等形象为主题寓意着平安、福气。同时文字也是剪纸中

常用的艺术形式，例如“财源广进”“年年有余”等。其

二，剪纸的人。民间剪纸文化经过上百年的历史积淀，

每一件剪纸作品都是通过劳动人民的双手精心刻画而

成的，完全没有工业时代机器的参与，是人与纸之间的

交流与互动。剪纸人怀揣着对剪纸的兴趣和热情聚集

到一起，经过长期的交流和练习，使剪纸艺术日益生

动、精致，同时也希望剪纸艺术能够得到传承和发展。

因此，在传统剪纸的刻画过程中，不仅仅是信息的表

达，更多的是工匠精神的传递。

民间剪纸艺术的种类繁多，依据地域文化和艺术

家风格形成了不同的造型样式、题材内容、艺术语言等

方面的内容，是对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自然、群体

礼俗、生活文化等方面的继承与阐释。一张薄薄的剪纸

是中国五千年以来在历史文化、民间习俗等方面的积

淀，是中国文化艺术的瑰宝。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加

之外来文化的侵入，青少年对古老的剪纸艺术的学习

兴趣较为低迷，如何保护和继承非遗文化，使其为现代

人所接受是值得大众去深入探究的问题。民间艺术需

要人们发现并传承与保护，经典艺术应当被更多的人

认识、学习，以增强大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在新时

代背景下，古老的艺术也应当结合现代的实际情况进

行创新，与时俱进，吸引更多当代人的关注。同时当地

政府、广大媒体等多方力量需大力宣传民间剪纸艺术、

成立剪纸艺术馆等。现阶段，剪纸博物馆已分布在全国

各地，充分展示并保护了当地的剪纸文化，为人们提供

了学习、交流的空间。部分剪纸博物馆采取动静结合、

VR 等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剪纸与人之间的互动，为剪

纸艺术家提供展示技艺的平台，这些方式都可以使剪

纸爱好者直观地接触、了解剪纸文化，有效地激发观众

对剪纸的兴趣。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人们的

不断创新，期待民间剪纸艺术能够实现更好的传承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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