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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平 面 纸 工

平面纸工包括剪纸、撕纸、刻纸、粘贴等纸艺技法。

一、剪纸

(一) 传统民间剪纸

1.剪纸与民俗文化

  

图1-1 独体图案剪纸

图1-1是一张在我国西北陇东一带常见的传

统剪纸,你能看出它是什么吗? 它要表达的是什

么? 你能给它起个名字吗?
这幅剪纸作品的名称是“扫天婆”,也叫“驱云

婆婆”。在阴雨连绵、久阴不晴的季节里,妇女们

用纸剪一个女人形,穿上线绳,吊上竹竿插在墙

头,或挂于屋檐下,使其随风飘扬。“扫天婆”最鲜

明的特点是手持笤帚,飞舞起来好像在天上打扫

阴云,让天气放晴。“扫天婆”剪纸同我国其他民

间剪纸一样,是一种扎根于乡间土壤,与人民生活

紧密关联的民间艺术形式,是广大劳动人民创造

和传承的文化。

作为女红的一部分,剪纸一度是传统女性的必修功课。它蕴含着民族精神和民族心

理的基本素质,与彩陶艺术、岩画艺术等相互交织在一起,传承着古老民族的人文精神与

思想脉搏。剪纸题材广泛,可以说包罗万象。
自然中的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生活中的传统节令、传说、戏曲、歌谣、谚语都是剪纸艺

术的表现题材。剪纸体现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同时也包含人们对生命精神的追求。
随着时代发展,除了农村地区仍保留节日贴窗花、婚庆贴顶棚花的习俗,剪纸逐渐

退出了许多家庭的日常生活。2006年,剪纸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
剪纸之所以长久流传,源于其纳福迎祥的表现功能。借剪纸表达丰衣足食、人丁兴旺

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种种质朴怪诞又包含率真至美的剪纸造型,来源于原始的视

觉思维方式和民间审美观念。

2.剪纸起源

“扫天婆”是人们祈祷天晴时用的祭祀用品。事实上,剪纸也起源于古人祭祖祈神的

活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皮革、绢帛甚至树叶上剪刻纹样。有学者认为,这种镂空雕

刻属于剪纸的范畴。
真正意义上的剪纸艺术应从纸张发明后开始,中国最早的剪纸作品是1967年中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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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学家在新疆吐鲁番盆地高昌遗址附近的阿斯塔那古北朝墓群中发现的。其中的几张团

花剪纸,直径24cm,分别表现了“对马”“对猴”“冬忍”等形象,图1-2所示为北朝剪纸“对
马”,它们的发现为中国的剪纸形成提供了实物佐证。这些剪纸采用麻料纸,折剪团花剪

纸使形象“成双成对”的出现,剪纸技巧已经很成熟。

图1-2 剪纸“对马”,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306墓出土

到了宋代,造纸业成熟为剪纸的普及创造了条件,剪纸的运用范围扩大,或用作窗花,
或贴于灯彩、茶盏上作装饰,甚至作为制陶瓷的花样、雕刻皮影戏的人物造型。

唐朝时期的剪纸用途也不限于招魂,唐代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记载:“立春日,士
大夫之家,剪纸为小幡,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蝶,春胜以戏之。”可见以

春幡、春蝶作礼物已是民俗活动。
明清时期,剪纸艺术走向成熟,明清笔记和地方志有不少剪纸名家的记载,更多时候

常将剪纸作为装饰家居的饰物,也就是后人熟悉的窗花、柜花、喜花、顶棚花等。剪纸色彩

鲜艳热烈、造型质朴生动,能渲染浓郁的节庆氛围。

3.民间剪纸的造型特点

剪纸在我国民间流传极广,由于各地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审美趣味的不同,民间剪

纸也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一般来说,山东、河北、陕西的剪纸风格淳朴、豪放粗犷;江

苏、浙江的剪纸则精巧明快、疏密流畅;广东、福建的剪纸则以玲珑纤细见长。
无论是哪个地域的剪纸,在造型方式上都有极为相似的地方,如图1-3~图1-5所示。

比较三张图片,会发现尽管三张作品分别来自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剪纸艺人,其具体面貌

也不相同,但却采用了相似的造型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民间剪纸通常是以“意象”造型。意象就是意念中的形象。剪纸的造型并不是完全取

材于自然的真实形象,而是作者根据传统的造型观念,以丰富的主观形象,有目的、有选择

地将客观事物纳入自己的创作思考中,运用平面、概括、夸张、装饰等表现手法创造的不受

时空限制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