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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遗到生活：撕纸艺术的生活化研究
□ 常学颖

摘 要：传统撕纸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通过分析撕纸艺术的发展历程、艺术特点和不同地域撕

纸艺术的发展情况等方面，进一步认识撕纸艺术这一非遗文化的演变发展规律，同时也了解到撕纸这项传统艺术从

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人民日常生活的巨大转变，最后探讨了撕纸艺术在食品包装、节日庆祝、书法绘画中的生活化

表现，以此增强其生活贴合度，为此项艺术未来的普遍应用与推广提供思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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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纸，顾名思义是用手撕出来的一种剪纸形式，但

其与剪纸又有所不同。这一艺术表现形式给民间文化

增添了诸多艺术魅力，但大众往往会将撕纸与剪纸混

淆，进而弱化了对撕纸艺术的关注度，这其实是不恰当

的。撕纸属于一种独立艺术，相较于剪纸，其题材、表现

形式、表达内容等方面都有较大的相似性，二者虽一脉

相承，却又各具特色。现阶段，由于撕纸艺术的研究者

较少，导致这门艺术的发展和传承效果都不够好。基于

此，文章深入分析了撕纸艺术的生活化变革，使其从非

遗文化的艺术高度转向生活实际，对撕纸文化内涵和

艺术技法的传承有所帮助。

撕是一种动作表现形态，史书中将其定义为“裂”，

比如“乃裂素为书”，自历史上出现了纸张之后，撕纸也

便应运而生，比如有东晋郗超的“寸寸毁裂”。从史料记

载中可发现，“裂纸”也是从古代民众撕纸行为中衍生

出的一种撕纸形式。在古代，民众所用的纸张厚薄不

均，纸张中间带有绒毛状的纤维，质量较差，因此古人

在撕纸时容易破坏纸张的其他区域。到了宋朝，造纸工

艺逐渐完备，纸张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升，在撕纸时便

容易给纸张塑形，为之后撕纸工艺品的出现奠定了物

质基础。

撕纸艺术出现之后，撕纸作品便开始陆续出现在

大众视野中，并被大众应用到了民俗和节庆活动中，比

如满族民众在祈福祭祀时会将纸撕出衣食器皿、神鬼

鸟兽等物象。明清以及之后的民国时期，撕纸艺术已经

在民众中广泛地流传，以血缘关系的传承、民俗习惯的

传承为主，比如徐州翟家大院的撕纸艺术已经在其家

族内部传承有六代之久；辽宁省新宾县凤凰城的撕纸

工艺也已经在当地形成了独特的民俗传承习惯。这些

撕纸艺术的发展为其今后的传承奠定了文化基础。

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撕纸艺术由满族民俗传承而

来。从撕纸的颜色设计上来看，满族撕纸颜色以红、白

两色为主。因为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色彩认知中，红色代

表喜庆、幸福和温暖，而白色在满族民众的认知中为吉

祥的颜色。因此满族民众会将红、白色彩进行搭配融

合，运用到撕纸作品中，以贴合日常生活与审美实际。

从作品题材上来看，满族民众大多的撕纸作品都含有

当地特有的习俗特色，比如粗犷、夸张的人物外貌设

计，服饰设计等撕纸作品，表现出撕纸艺术历史与生活

相融合的特点。

在创作撕纸艺术作品的过程中，创作者不仅会融

入精巧的设计手法，同时还会结合一些喜好和情感元

素。撕纸的过程没有固定的步骤，只要创作者随心而

制，最终的作品一定是情感饱满的佳作。撕纸艺术作家

昇华兴富、李 敏等人在创作撕纸作品时，大多从自身的

热爱以及兴趣出发进行设计，所创作的作品或古朴、或

夸张、或简约、或抽象，或表达爱国思乡之情，或弘扬特

色习俗之美，极大地彰显出了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独

特个性和浓厚情感。

传统撕纸艺术指的是使用单一材质、颜色的纸张

作为表现材料，然后运用撕、拉、扯等手法对纸张进行

镂刻、折叠，最后塑造出具有代表意义和象征意义的主

题作品的艺术形式。在不同技法的使用过程中，并不会

破坏纸张的厚薄、轻重等固有元素，而是仅对纸张的形

状、大小、造型、颜色、位置等方面进行变换设计和改造

创新，创造出朴实粗狂、细致精巧、生动形象的撕纸作

品，艺术表现力较为丰富，可塑性较强。

·纸文化·

图 1 翟家大院撕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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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氏剪纸撕纸艺术”主要分布在山西太原古交

市，是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传统美术艺术。这一撕纸艺

术通过家族传承的方式已经传承了五代，无论是从作

品题材、制作工艺、历史渊源还是现代传承现状等角度

出发，山西武氏撕纸都是代表民间生活的经典艺术，自

传承以来，其主要围绕撕纸创作、撕纸制作、撕纸表演、

撕纸展示等多类型元素进行发展和突破，并于 2009 年

成功申报县级非遗项目，2018 年成功申报省级非遗项

目，成为古交市标志性的民俗文化艺术。

翟家大院撕纸是江苏徐州传统工艺美术品之一，

是徐州民俗博物馆中的特色艺术形态之一，这一撕纸

艺术的传承是典型的血缘传承。据史料记载，其距今已

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非遗文化产

品。其中，翟天麟是翟家大院第六代撕纸艺术的传承

人，其成立了翟家大院撕纸工作室，专门研究撕纸图案

的纹样设计、立体事物设计等内容，并结合现代科技将

撕纸艺术推广到了文化市场领域，其设计的作品在饮

食、服饰、节庆、包装中都有体现，发展形势良好。

长白山满族撕纸发源于长白山区满族地区，是当

地特有的民俗文化之一。最初，当地只有剪纸文化，之

后艺术家又创新出了撕纸艺术。长白山满族撕纸的传

承人之一是民间艺术家张杰，其继承了满族撕纸的表

现技艺和造型风格，以民间故事为撕纸创作的源头，将

这些故事内容和民俗生活刻画成生动的撕纸艺术作

品。其代表作品有《金刚经》《步步高》等，线条流畅均

匀、气质风骨卓然，创造性地将撕纸艺术与中国书法进

行了有机的衔接，使该地区的撕纸作品既有传统文化

的韵味，又别具艺术特色。

撕纸创作者在设计撕纸作品时最苦恼的事情之一

就是将其运用到生活中的何种领域，因为大师级别的

作者所创作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艺术馆展览，给作品

赋予了一定的艺术高度，但那样便失去了作品的生活

化气息。如今撕纸艺术尚未被大众广泛地运用，因此在

搜索撕纸艺术生活化表现的相关资料时发现撕纸设计

在食品包装中有所体现。比如儿童的糖果撕纸包装、口

香糖撕纸包装、金元宝巧克力撕纸包装等都是食品包

装中撕纸生活化设计的典型代表，充分体现出撕纸艺

术的生活化发展趋势。

在节日庆祝时，许多手工爱好者会动手制作撕纸

作品，比如在春节来临之际，人们会设计“十二生肖”的

动物撕纸以及一些简单的撕纸窗花加以张贴，或者将

其赠予亲朋好友；同时在儿童节时，手工艺爱好者会以

刺绣撕纸、珐琅撕纸等为创作材料，制作撕纸玩具，比

如公仔、不倒翁等等，庆祝儿童节的到来。如今信息技

术的发展为节日庆祝类的撕纸作品设计也提供了新的

思路，网络中出现了一些结合现代科技元素的撕纸设

计作品，比如“红风明韵”“苏州北塔寺”等，都是在参考

数字娱乐、视觉传达等现代科技元素的基础上进行设

计，同时这些作品中也融入了地方特色民俗节庆文化

的内容，属于生活化撕纸的典型作品。

手工爱好者在动手创作的过程中需要熟练掌握撕

纸艺术的制作工艺，进而将其运用于其他生活领域，有

效地传承和发展撕纸艺术。在书法绘画中也有撕纸艺

术的生活化缩影，古城义县的“撕纸奇人”许会春，为了

传承撕纸手工技艺，独自开办了工艺美术工作室，其研

究的书法撕纸、手工撕画等撕纸作品，受到了社会大众

的一致喜爱，其手撕的《沁园春·雪》等作品已经被引入

多个版本的儿童教材，正发挥着教育作用。同时，书法

绘画爱好者也会参考许会春的设计作品，将其运用到

书法创作和绘画练习的过程中，如此便体现出了撕纸

艺术在书法绘画中的生活化转变趋势。

撕纸艺术的传承和应用，给社会民众的生活带来

了极大的改变，同时也体现出撕纸艺术融入日常生活

中。如今社会大力挖掘撕纸艺术这一文化形态，并将其

衍生出的各类作品应用到生活中，能极大地满足民众

生活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还能使撕纸这一艺术技

法经久不衰，在中华大地上长久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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