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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民间剪纸是民俗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艺术创造。陕西

民间剪纸历史悠久，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造型别具一格，风格豪放，她与民间习俗密不可

分，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是为了满足劳动者的多种需求而产生的，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关键词] 民间剪纸；  题材造型； 风格； 延续性  

  一  

  剪纸是我国优秀的民间传统艺术之一，是我国民俗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哺育

华夏民族文化艺术的一种母体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传统和创造之一，她与社会文化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于民间美术的重要性及认识和兴趣的提高。  

  民间剪纸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艺术创造，是无名师匠美化生活和解决实际需要的产物。民

间剪纸世代相传，没有受到污染，她凝注着浓郁的乡土感情，孕育着劳动人民自己美好的艺

术想象。  

  民间剪纸，是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用剪刀在纸上剪出来的并带有一定寓

意性的画，一把剪刀，一张纸，就可以尽情发挥它的"刀味"，"剪味"，和"纸味"，现在一般

也习惯性的将刻纸统称为剪纸。  

  陕西民间剪纸有着悠久的历史，《史记》中就列载了"剪桐封递"的故事：西周初期，成

王将梧桐叶剪成玉圭图像，赠予其弟姬虞，封他到唐国（今山西西南部）去当诸侯。这可能

就是有关剪纸最早的记载了。1959 年在新疆高昌故址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对马团花"和"队

猴团花"，它们构图巧妙，剪迹干净，颇有韵律感，可以看出剪纸的水平在南北朝时期已相

当成熟和完善了。  

  陕西民间剪纸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有着悠远而深厚的基础，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

它有着自己的表现内容、创作题材和风格，并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民间剪纸在陕西农村极为普及，陕西民间剪纸以陕北为代表，在这片人杰地灵的黄土地

上，民间剪纸又被称为"窗花"，她是一种很普遍的群众艺术，具有很深的文化积淀，是一种

典型的扎根民众之间、与人民生活紧密关联的一种艺术形式。  

  二  

  陕西民间剪纸内容丰富，取材大多源于生活中的人物、动物、建筑、花卉、场景、民间

戏曲和故事等。 

 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剪纸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像文学作品

和绘画艺术那样，创作者借助不同的人物、动物等形象用各种手法构成带有不同寓意的艺术

画面，借物传情，以物言志，来表达作者自己独特的认识和审美感受，直接而大胆地反映出

客观世界和理想追求。如：一幅《龙凤呈祥》和《凤凰戏牡丹》，分别以传说中龙凤的形象

和生活中常见的象征富贵的牡丹花为题材，表达了婚姻的幸福美满与神圣。再如：每逢岁时

节令，那些年过半百的老大娘和淳朴俊秀的姑娘们围坐一起剪刻出不同的花样，农历年时，

家家剪贴出不同大小、不同花卉或动物图案的窗花，表现一派喜庆的气氛。正月十五闹花灯，

灯上贴不同图案的剪纸，绚丽引人，增添了节日的气氛。清明节时，剪贴"五毒"，以之避疫。

重阳节时，剪贴重阳旗，寓意步步等高。还有我们很熟悉的系列剪纸《陕西十大怪》以陕西

人生活中常见的民俗现象为题材，如： "姑娘不对外"、"（板凳）不坐蹲起来"等反映了陕西

人一些典型的风俗习惯和生活习惯。另有常见的《十二生肖》系列剪纸，以十二生肖动物形

象为题材，用阳刻或阴刻等不同表现手法和不同构图形式剪出了鼠、牛、虎、兔等动物的不



同姿态，反映了陕西民间艺术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选取的这些不

同题材不仅仅是单纯的客观生活，它首先反映了创作者对周围一些生活因素的关注和感受，

体现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表现在这些作品里的题材，是创作者对他们的生产生活有所发现，

有所感触，并有意识地选取、提炼了的生活，是经过他们的思想感情过滤了的生活，正如美

学家黑格尔所言，是"心灵化了的东西"。民间剪纸是民俗活动的重要一项，是劳动者为满足

自己的需要而创造的，而劳动者自身在生产生活中的一切民俗事象，都是民间剪纸所要表现

的内容，它是民间剪纸创作的源泉，是民间剪纸的基础，为民间剪纸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广阔

天地。  

  民间剪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劳动人民的性格气质、体现着他们的精神和心理的基本

素质。陕西民间剪纸源远流长，世代相传，造型别具一格。  

  陕西民间剪纸的作者主要是广大农村劳动妇女和艺人，他们一般没有接触过绘画，也不

具备完备的绘画理论知识，但是他们对民间美术还是比较了解的，镂刻木雕、刺绣贴花、皮

影的刻制、面塑等，他们都非常的喜爱。他们靠着丰富的生活感受和美好想象，直接而大胆

地表现客观世界和所要追求的美好事物。他们不同于绘画艺术家，他们在整个剪纸过程中讲

究观念，想到哪剪到哪，很随意。  

  西北高原剪纸艺术代表人之一，曾被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会长、中央美院靳之林教授称

为"中国第一把剪刀"的陕西剪纸艺术家--高凤莲，她的剪纸作品《扣碗》，并不是我们所想像

的那样把两个碗平稳地上下扣在一起，而是从碗里冲出一条大鱼，生气十足。高凤莲是个典

型的陕北妇女，她热情、活泼、开朗，她的剪纸作品也正像她本人一样"活"，剪出的形象不

是威风凛凛就是"撕胳膊裂腿"。她说过：剪纸不是肉，肉扭动幅度太大，就会感到疼，而剪

纸可以任你摆动，变化越大才显得会动，你可以任意夸张，想怎么剪就怎么剪，很随意的，

就是生灵一出世，也是四条腿乱动才站起来的。也可能是因为她突出的个性，到了剪纸上，

别人是能手，她却是大师。在杨家岭见到剪纸艺术家李福爱时，他指着手中正在剪的对称图

案--兔子，说："剪纸其实是很随意的，它没有固定的样式，只要你在把握住这只兔子大特

征的前提下，可以想怎么剪就怎么剪，剪纸就是这么简单。"  

  陕西民间剪纸在造型上这种大胆、夸张而不失逼真，全由作者随心所欲、随意剪刻，但

是它又注重意念，这也正体现出了陕西的地域文化特征和劳动人民的性格气质。他们把自己

对民俗现象的独特认识以及自己的艺术思想和饱满情怀，借助剪纸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凭自己

纯熟的艺术技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他们不是单纯的用一种思考的心灵活动形式，而是用感性

材料去表现心灵的东西。他们把生活中常见的事物通过谐音、象征、夸张等手法来反映他们

的内心世界，反映他们的理想与追求。在剪纸这片艺术天地里，民间的能工巧手凭借他们的

想象大胆地描绘出他们理想中的一切，生动、概括、简练地塑造出独特夸张的艺术形象，给

人纯真、质朴、清新的美感，表达出巧意、新意、美意，显得犷达而浪漫，构思上独出心裁，

带有极大的独创性。  

  三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的差异，习俗的不同，使得剪纸风格各有千秋。风俗

习惯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民间剪纸作为一种民间美

术形式，也因此呈现出自己的风格，并带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  

  陕西地处黄河流域，是炎黄先祖的发源地，是黄河流域文化的摇篮，由此形成了这里粗

犷的民族风情。这里的民间剪纸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她和这里的地域文化、民俗风情、生

活环境、历史环境密不可分。在陕西，广大农村妇女讲究观念，想到哪剪到哪，随心所欲，

构图单纯、手法多样，这里的民间剪纸有着独特的地域特色，她不像东北剪纸那样充满了黑

土地气概、反映了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民开荒的生活，风格古朴，浑厚粗拙，骠悍有力。也不

像蒙古族的民间剪纸那样风格单纯，古拙而健美，富有草原的乡土情趣。更不像南方水乡剪



纸的精致明快。陕西民间剪纸不管是套色、多色拼贴，还是最为常见的单色剪纸，都保留着

近乎无形变有形、近似原始的形态，以简练、率真的表现手法在似像与非像之间给人以美的

享受和深深的思索。她们注重装饰美，结构严谨，粗犷豪放，浑厚苍劲。就像黄土高原上一

声信天游，声音小了就听不见，所以剪纸也是这种风格，它没有稿子，大剪刀拿起就剪，剪

刀随心走，不怕样子丑，东西出自心里头。如：人们所熟悉的《冬至、正月》，表现了冬至

和正月时节人们舞彩龙、放鞭炮的习俗，以大剪刀剪成，龙和人物，形象夸张而逼真，线条

流畅，大方美观。这正透出了陕北人率真、淳朴、洒脱、奔放的个性，也体现了大西北的陕

西人豪爽的性格。当然单在陕西境内，不同地区间也存在着地域环境、生活习俗、审美观念

的不同，各种剪纸也有差异，因此又有了关中剪纸的秀劲，陕南剪纸的相对精细，陕北剪纸

的浑厚、奔放。范围再缩小一点，如：延安、定边、靖边、绥德这一带的剪纸以单色剪纸居

多，风格质朴。  

  陕西民间剪纸是长期形成的传统文化和多彩多姿的地区风貌的融合，是这里乡土文化历

史积淀的结果，她是劳动者生活、心理的审美反映的共同要求。任何艺术脱离传统或缺乏地

区感性色调，都不能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都不能称为民间艺术。因此，由于陕西自身独

特的地区性特征和地域文化以及各地间的文化交流，陕西民间剪纸也理所当然形成了自己质

朴、粗犷、豪放、但又不缺乏细腻之感的风格。她饱含着这里浓厚的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

体现着这里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的思想感情。  

  四  

  陕西民间剪纸经过长期发展和不断改进，使实用性与装饰性相统一，逐渐形成能满足劳

动者的多种需求，形成了劳动者生活文化的传统，千百年来连绵不断，因此，她必然具有一

定的延续性。  

  民间剪纸这种民间艺术形式是以物的形态存在着的，因而她在其形式上体现着这种延续

性。世代相传，世世袭用，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格式，体现了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劳动者

不断增长的需要使得民间剪纸及其它民间美术形式得以发展和延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任何人为事物的创造，都来自直接

的或间接的、多方面的需要，需要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也由单一

的生存需要发展成为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在层次上也由低级发展到高级。民间剪纸这种民

间美术形式作为造物的艺术，也因这种多方面的层次的需要而得以延续。  

  陕西民间剪纸是为了风俗习惯的需要而产生的。风俗习惯是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

在发展过程中有相对的稳定性。把艺术融会在各种风俗习惯中，创作出与这种风俗习惯相适

应的民间剪纸。  

  在农村，广大劳动妇女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也付出了很多精力。如：既用来装饰居室

又用来表达美好愿望的《喜鹊登枝》、《连年有余》等。驱魔辟邪用的《抓髻娃娃》、《送病娃

娃》等。还有招魂用的《五道娃娃》，从这些剪纸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们对亲人的感情

和希望，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她们是在寻找一种情感或精神寄托。当然也有表达缅怀之情的，

如：《主席像》，表达了人们对一代伟人、对领袖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这些不同需要都是

民间剪纸得以延续的原因。  

  "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起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旧的需要被满足，

同时又产生新的需要，如此循环往复。与此同时创造的手段也得到发展并延续下来。而这种

创造手段的延续是建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的，并通过劳动者的造物实践得以流传。事实说

明，劳动者的需要是民间剪纸得以发展延续的根本原因。  

  在农村，有着各种各样的民间艺人，他们以自己的经历、知识、行为赢得人们的敬重。

他们的言行对周围的人们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的民间作品往往成为周围人们的样板，并得

到广泛流传，在流传中受到人们的欢迎，成为一定范围内劳动者的共同财富，并在流传中得



以延续和发展。  

  "人去物留"，当一些优秀的民间剪纸在民间流传时，其创作者也许早已离开人世，后来

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对前人留下的剪纸作品在创作上所体现出来的审美、功能、

形式、加工手段诸因素加以理解，从中得到启发，并在此基础上创作出更完美、更能适应劳

动者多层次多方面需要的剪纸作品，丰富和发展劳动者的社会文化传统。在我们周围有许多

优秀的民间剪纸作品正是这样延续发展而来的。  

  体现着劳动者约定俗成的功能和审美标准的民间剪纸，其本身作为一种媒介，在民间剪

纸延续发展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民间剪纸是一种美化的"物"，其形式蕴涵着劳动者的智

慧、经验和知识，体现着劳动者的社会文化传统。  

  五  

  陕西民间剪纸一路走来，苍茫而漫长，与岁时节令和民间习俗密不可分，代代承传，延

续至今，她以其丰富的形象语言反映了这里深邃的传统思想、古老文化，具有独特的美学价

值和艺术价值，她以其自身独有的原始生态艺术特点和蕴涵古文化研究价值被艺术界所瞩

目，被称为"活文物"，她不单是陕西的，也是中国的，乃至世界的艺术瑰宝，发展前景极为

广阔。今天，陕西民间剪纸名气越来越大，已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被誉为中华传统民间艺术

的奇葩，这里很多的剪纸艺术家应邀到国外进行剪纸表演和学术交流。一代代华夏子孙生生

不息，而他们将朴素的思想、情感、习俗和技艺隐沉于民间剪纸以及其他民间艺术形式的古

老文明中。剪纸艺术是一种民间文化，又是一种母亲文化，她是我们的根，她融入了我们的

血肉，给了我们情感。  

  民间文化的传承任重而道远，长路漫漫，相信传承几千年的国之瑰宝一定会更加源远流

长，相信这朵根植于西北黄土地的民间艺术之花一定会绽放的更加绚丽，更加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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