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剪纸艺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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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艺术是流传于我国民间艺术中最常见、最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

它的表达方式贴近生活，题材丰富，样式繁多，数量巨大，更由于所用材料简单、

廉价，剪纸广泛根植于中国民间。民间剪纸题材来自老百姓的心灵，用一种亲切、

朴素、通俗、美观的形式表达出来，抒发着劳动人民的真情实感，同时也美化着

人民的生活，渗透和折射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

剪纸艺术的起源

中国剪纸同其他民间美术一样，它的产生是为了实用而不仅仅是为了审美需

要。中国剪纸艺术历史非常悠久，它诞生之初就与人们为了生存同自然界的斗争、

对自然现象的恐惧、祈福辟邪的渴望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我国剪纸的产生，有人认为中国剪纸起源于宋代，也有的说起源于巫

术、民俗或汉武帝刘彻时的皮影，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国剪纸的起源应该早于

南北朝时期。

1959 年至 1966 年先后在中国新疆丝绸故道附近的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出土过

五幅剪纸，据文献记载，其创作年代应该是南北朝时期。剪纸图案如图 1-1 ～ 

图 1-5。从剪纸的内容上看，可能是祭奠用的。其中对马团花、对猴团花富有变

化的动态，十分可爱。这五幅剪纸都是以动物、花卉和几何形图案为题材的团花

图 1-1  对马团花 图 1-2  对猴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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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式构图，经过折叠剪出的，无论在剪制

技巧还是构图形式上都相当娴熟，已经达到

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唐代每逢春日皇帝便接见群臣赐赠幡

胜，如图 1-6。《胜》就是用金银箔、纸或

布帛剪成的花样。唐朝大诗人杜甫在“安史

之乱”中携家人避难途中得友人招待，写诗

《彭御行》说：“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

图 1-3  忍冬团花 图 1-4  八角团花

图 1-5  菊花团花

图 1-6  唐朝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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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皇帝之所以作幡胜，是想祈求一个好光景；杜甫之所以用“剪纸招我魂”，

是因为“剪纸”以辟邪这种民俗活动能招“我”的“魂”，安“我”的心。无论

是唐皇的镂空作胜、广赐群臣，还是杜甫的避难诗，都体现了剪纸的实用价值，

也说明了剪纸不是为了纯“欣赏”和“审美”而诞生的。

宋代剪纸作为饰品点缀，或贴于窗上，或装饰灯彩，或用于实用器皿的装饰，

如茶盏和花瓶等。据史书记载，南宋时已出现了以剪纸为业的艺人。另外，宋代

的蓝印花布，从其花纹结构上看，各部分小片不连接，它的印版也可能是用油纸

刻制而成的，这也是剪纸图案。

明代的夹纱灯，剪纸被夹在纱中，烛光能将花纹映出。当时据说还有一种“夹

纱扇”也十分流行。

清代很多剪纸的花样都流传了下来，如一些枕头花、荷包花的花样。康熙年

间以画花卉著名的画家邹元斗，画了一幅《岁朝图轴》，里面出现了五枚并列垂

挂的“门笺”，这是所见门笺剪纸的最早样式。

可以看出，中国剪纸发展至今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未间断，在全国各地开

花结果，没留下一个空白省份。因为年代久远，而且剪纸不易保存，所以我们很

难看到古代的剪纸实物。但是从考古发现、史书及一些文学作品中仍能或多或少

地了解一些古人剪纸创作的情况。

剪纸属于一种雕镂剔刻艺术，是一种精巧的民间手工艺。剪纸艺术发展到现

在，从风格上讲可分为南、北两派。南派细腻秀美，北派粗犷豪放。剪纸艺术历

久而不衰，主要是由于它同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可以说它沉淀了几千年的华夏

文化，是我国传统哲学、美学与民俗的结晶，具有极强的民族特色和生命力，并

以其特有的魅力及蕴藏其中的纯真情感打动和吸引着人们。



第二章
剪纸的题材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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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内容多是反映民众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事物和活动。避凶趋吉是人们共同

的追求，吉祥如意则是民间剪纸的基本内容。

一、祈福纳祥

几千年的农耕经济时期，我国农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和平时期人们希望

能够幸福长寿，战乱期间则希望能够逢凶化吉。而现代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及对审美的追求欲望剧增，福、禄、寿、禧更成为经久不衰和反复

吟咏的中心主题。剪纸中许多反映幸福安乐、吉祥如意的内容构思延续至今。

这类题材很多是用吉祥的语句谐音，或是用吉祥的寓意和隐喻，这种托物寄

意或赋予吉语的手法，能够唤起民众感情上的共鸣，诱发人们的美好情感和联想。

象征表达

常用的象征手法，是把一种动物或植物比做一种愿望或吉语。如梅花象征不

畏严寒，生命力旺盛的冬天；石榴、葡萄、葫芦等多子的果实被比做多子多福、

子孙兴旺；牡丹比做富贵；菊花比做平安；龙凤比做祥瑞；鹤鹿比做同春；鸳鸯

比做夫妻；松、鹤、桃比做寿；牡丹、莲花、菊花、梅花比做四季，如图 2-1 ～

图 2-4。

谐音表达

谐音表达是用动物、花卉谐音组成图案的寓意表现手法，即将某些花木与花

果、禽鸟与走兽、动物与植物构成许多耐看而又有滋味的图案。如鸡与羊比做“吉

祥”；马与猴比做“马上封侯”；喜鹊登梅花比做“喜上眉梢”；莲花与鱼比做“连

年有余”（图 2-5）；蝙蝠与寿桃比做“福寿双全”；双龙与蜘蛛比做“二龙戏珠”；

柿子与如意比做“事事如意”；锦鸡与牡丹比做“锦上添花”；三只羊与红日比做

“三羊开泰”；青松与松鹤比做“松鹤延年”；凤与太阳比做“丹凤朝阳”；两只喜

鹊加双喜字比做“喜上加喜”（图 2-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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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四季平安（春） 图 2-2  四季平安（夏）

图 2-3  四季平安（秋） 图 2-4  四季平安（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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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连年有余

图 2-6  喜上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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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表达

把中国特有的汉字书法与剪纸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加直接地表达所希

望的情感。如最为常见的节日及庆祝活动、粮仓门窗的《丰》；门笺中用文字组

成的《双凤朝阳》、《春满人间》、《四方如意》、《寿比南山》、《长命富贵》、《福

星高照》、《猴年富贵》；拉花中的《大吉大利》等。所表现的内容都是把文字同

花卉结合在一起，组成自然景物和文字的造型美观、主题鲜明的吉祥图案，字

花相映成趣，既有活力又有渗透感。如图 2-7、图 2-8。

新婚嫁娶中剪的“ ”字是文字表达的一种常用形式，而且“ ”字的设

计和花式越来越多，贴法也各异。有的配以龙凤、鸳鸯、喜鹊、蝶花等图案，大

江南北普遍盛行。可是“ ”字汉字中根本没有，查遍《辞海》也找不到踪影，

据说它的出现有一段传说。

图 2-7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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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王安石年轻时进京赶考，见许多人围着观看一张对联招婿的告示，原

来是一幅上联“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看后说“好对”，但时间已不足。

第二天他就进了考场，考官指着厅外旗杆上的旗说：“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

藏身”命他应对。王安石心中豁然一亮，想起了那张招婿告示答道：“走马灯，

灯走马，灯熄马停步”，考官赞其才艺超群。

回家途中，又路过那门楼，仍见许多人围在那里，他自言自语道：“好对，

好对。”员外吩咐家人拿出笔砚，要他写出。王安石一挥而成，字迹潇洒刚劲，

员外惊喜。成婚之日拜过天地进了洞房，这时门外忽有人报：“王大官人中了，

金榜题名！”人生两大喜事同期而至，王安石喜上眉梢，拿出红纸，挥笔写出

两个喜字并在一起贴到门上，又赋诗一首：“巧对联成双喜歌，马灯飞虎结丝罗，

洞房花烛题金榜，小登科遇大登科。”

图 2-8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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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 ”字于民间流传开来，有书写的、剪纸的，并相沿成俗。

在民间剪纸中，“福”字也是常用的一种文字表达形式。

古时候，有儿有女、子女孝顺、有吃有穿、无病无灾、年高寿长，皆谓之福。

这个观念和习俗是怎样流传起来的呢？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木匠，一个瓦匠给人盖新房，不知怎么把梁料下短

了一尺。上梁时，两个人拉过来，拽过去，顾了东顾不了西，就是到不了位，急

得他们团团转。

这时有位老师傅站在下面问：“好好一根梁，怎么上不起来呢？”瓦匠说：

“你问，你来上。”木匠也说：“对！你问，就叫你上。”

“我上就我上。”说完老师傅把正梁放下来，望了望，用手抹了两下，然后拿

起锯，呼哧呼哧从当中一锯两开，再分别往两个山墙上一搁，正好架起来，就是

中间破了相。老师傅把自己身上的红布兜解下来，朝梁中间一挂，破相便一点儿

都看不出来了。风一吹，红布飘飘悠悠，格外喜气洋洋。

木匠、瓦匠看呆了，齐问：“请问老师傅尊姓？”“我姓福。”再看，福师

傅不见了。有人说：“福师傅就是鲁班师傅，是祖师爷来点化我们的，叫我们以

后办事不要粗心大意。”

日后，人们为了纪念鲁班，凡是上正梁时总要挂块大红布，上面贴“福”字，

见了“福”字就有了好兆头。

“福”字有写的、剪的，都带红，“福”的习俗就这样流传开了。而不同的时代，

“福”字也有不同的含义。如今，国家的繁荣富强，民族的兴旺发达，更是赋予了“福”

字更为广泛的内容和意义。

文字的剪刻法：中国特有汉字书法中的文字，如是行书，就按连接的笔画粗细刻出，

再连在所组合的花形中。如是楷书，都是由横平竖直的笔画组成。文字的剪刻法有阳

刻法、阴刻法两种：阳刻把所有笔画“线线相连”表现出来连接于花边或图形中；阴

刻则是所有笔画“线线相断”的剪法，剪刻时要基本按照“断横不断竖”、“断撇不断捺”

的基本笔顺剪刻法，这样才能形如一体，美观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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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事传说

人们所熟悉或喜闻乐见的故事和传说也是剪纸取材的一个来源。如“牛

郎织女”、“劈山救母”、“二十四孝”等民间传说；“红楼梦”、“西厢记”、“白

蛇传”、“西游记”、“水浒”、“杨家将”等历史戏剧人物；“猴子吃桃”、“回娘

家”、“老鼠娶亲”等情趣幽默的民间故事；还有合家平安的“抓髻娃娃”、“石

榴多子”及反映喜庆吉祥的“凤戏牡丹”、“鸳鸯戏莲”等题材。

还有很多内容是反映人类婚姻和繁衍的主题，如普遍以鱼、莲为主要形象的

作品，就有“鱼戏莲”、“鱼吻莲”、“连年有余”等，反映了古代以鱼代表男、以

莲代表女的寓意和内涵。

三、民俗风情

民间剪纸植根于民间习俗之中，它的存在必然依附于民间特定的文化背景

和生活环境，在四季节令、婚丧寿宴、宗教礼仪、生男育女等民间活动中应用

广泛。

中国是礼仪之邦，节日繁多，比如：中秋节、春节、全家人团聚、走亲戚、

会朋友、宝宝过生日、老人过寿等，常送吉利剪纸相互祝贺。常用剪纸有“富贵

满堂”，即牡丹代表富贵，石榴代表子孙兴旺，梅花象征有生命力；在新婚嫁娶

时，一定要剪大红的“ ”字，以衬托喜庆的气氛，贴上大红的团花也象征着

团圆富贵；遇有丧事时大门悬挂“告门剪纸”，出殡送葬要剪纸人、纸马、纸币；

小孩生病要剪一串小纸人“吊魂”；久旱不雨时要剪求雨的“甘露图”、“小龙入水”

等以示龙王关照，喜降甘雨。如暴雨连绵，在屋檐下剪挂“扫天婆”，以祈晴天。

可见剪纸与民间民俗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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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物象征、用字谐音是一种创造，也是人们热爱生活、向往美好的表现。它

的表达形式一般不一语道破，而是多采用借物寓意和寄物抒情的方法，将物、情、

意、趣融于一体，让人体味、想象和发挥，含蓄而优美。它有时一语双关，恰到

好处，让人感到意味深长和丰富多彩，是颇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深为民

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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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传统剪纸常见语言、符号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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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艺术都有自我表现的语言，如同中国画要有笔墨趣味，篆刻要体现

金石效果一样，剪纸的刀味、纸感就是它的艺术特色。

一、传统剪纸的装饰纹样

由于剪纸艺术造型受材料、工具所限，不便于表现重叠、复杂、透视感

很强的场面，不强调光影素描关系和自然色彩的真实反映，而是在塑造形象

和装饰处理中，有其特殊的表现手段和式样，这就是装饰纹样的运用。比较

典型的有“锯齿纹”、“月牙纹”、“朵花”、“云纹”、“水纹”、“波纹”等，而

运用最多、最有代表性的是“锯齿纹”和“月牙纹”，这两种基本纹样是随着

刀具的运用而自然出现的，是剪纸艺术上一种典型的刀笔线条，是概括力、

程式化很强的装饰纹样。

“锯齿纹”可以表现柔软的动物毛、花朵、衣服花边；“月牙纹”可以表现鱼

鳞、羽毛、花卉、衣褶等。由此还产生了其他一些纹样，如“朵花”是一种图案

化的花头，常用于服装点缀和动植物装饰；“云纹”、“水纹”、“波纹”等也都是

在装饰各种特定的环境而出现的，其形状也有多种变化。如图 3-1、图 3-2。

二、传统剪纸常见符号寓意

“ ”：音读“万”。意作吉祥标志。在佛教和民间美术中用途极广，有吉

祥万福之意。从“ ”字四端延伸画出连续不断的花纹叫“ 字锦”，意为绵长

不断。

八吉祥：盘长、金鱼、白盖、法螺、法轮、宝伞、宝瓶、莲花合称八吉祥，

是佛家八宝。八吉祥在吉祥、喜庆类剪纸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盘长：佛家八宝之一。盘长纹样无头无尾，象征连绵不断。

如意：寓意为万事如意，用途极广，常用在古代建筑的装饰和民间美术

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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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常见朵花图案

图 3-2  常用云、波、水纹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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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钱：谐音“双全”，常和蝙蝠、寿桃连在一起，如“福寿双全”。

方胜：双菱形，角压角，意为吉祥，主要用于建筑物的门楣和窗棂上。

蝙蝠：借“福”之谐音，寓意幸福，如“五福捧寿”、“福寿双全”。

佛手：佛手，寓意为幸福。

松树、仙鹤：比喻长寿，松鹤延年。

桃：象征长寿。

石榴、葡萄、葫芦：石榴、葡萄、葫芦因其子多，象征多子多孙、子孙兴旺。

梅花：梅花分为五瓣，比喻“福、禄、寿、禧、财”五种福。

龙凤：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物。龙为雄，凤为雌。

麒麟：传说中的一对祥兽。雄为麒，雌为麟。

狮子：辟邪的祥兽。

虎：用于辟邪和护生。

鹰：用于镇宅护院，比喻雄鹰展翅。

象：象、马、狮共为祥兽。象作“万象”之意，又借“祥”字之音。

鸡：借其谐音“吉”，寓意大吉大利。

鹿、鹤：借“陆”之谐音，“陆”、“六”同音；鹤谐音“合”，鹿鹤谐音“六

合”；另外，鹿又谐音“禄”，鹿与喜鹊画在一起，“鹊鹿”谐音“爵禄”，所以鹿

鹤寓意为封官晋爵、高官厚禄。

蛇：古人说蛇有灵性，为神明。相传人祖、女娲皆人首蛇身状。

喜鹊：相传闻喜鹊声，有喜兆至。

鸳鸯：比喻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

比翼鸟：比喻夫妻恩爱、和谐幸福。

鲤鱼：用谐音“余”。

白头翁：意为成双成对的老人。

兔：因其为嫦娥怀中之物，象征女性。

羊：谐音“祥”。在涉及吉祥如意的主题时，往往画上羊的形象，以示吉祥。

灵芝：古人说灵芝是仙草，有长生不老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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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毒：五毒是蟾蜍、蝎子、壁虎、蜈蚣、蛇。在民间每到阴历五月初五，

人们要在房前屋后撒石灰、燃艾蒿、喝雄黄酒和贴刻着五毒的剪纸。姥姥还

要给小外孙穿绣着“五毒”的背心，人们希望借这五种虫，以毒攻毒，驱病

消灾。

柿子：谐音“事”。

牡丹：花中之王，国色天香，比喻富贵。

莲花：谐音“连”，莲花与鱼寓意连年有余，花中君子，一尘不染代表廉洁。

梅、兰、竹、菊：代表四季平安。

民间剪纸的内涵与寓意，与诸多民间美术表现方法相通，与文人寓意花鸟画

和文学寄景抒情一脉相承，均产生深远的影响。部分常用吉祥符号如图 3-3所示。

图 3-3  部分常用吉祥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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