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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方民间剪纸的历史、现状与保护策略
何红一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南方民间剪纸是中国民间剪纸的一个重要分支, 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本文在对南方民间剪纸的历史、

现状进行文化审视和归纳梳理的基础上, 提出一些保护性开发南方民间剪纸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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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南方民间剪纸历史悠久、分布面广、种类丰

富、风格突出,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在中国剪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

我国南方民间剪纸孕育于古代的雕镂工艺之中,

并在南方古代巫文化的直接催化下形成。南北朝时梁

朝荆州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载了荆楚一带人日节

风俗:“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 剪彩为人, 或

镂金箔为人, 以贴屏风, 亦戴之头鬓; 又造华胜以相

遗”。“剪彩为人, 或镂金箔为人”是指人日这天大家用

剪刀和刻刀在彩色丝绸和薄金属片上剪制和镂刻成人

形 (唐、宋时纸张普及了, 剪制和雕刻人形的材料就用

彩纸代替了) 张贴、佩带, 并互相馈赠。人日节剪刻人

胜, 被后来的剪纸界公认为是剪纸的滥觞。此外, 南方

薄质材料雕刻工艺的发达为民间剪纸的出现创造了

条件。[1 ]

南方民间剪纸的发展, 应自隋唐始。据说隋炀帝三

下扬州时, 喜欢在扬州城西的上林苑中观览全国各地

的奇花异卉, 宝兽珍禽。为改变冬季苑中花树凋零, 池

水结冰的景象, 制造人工春天, 当权者曾令宫女们仿照

民间剪纸方式, 用彩锦剪为花、叶点缀, 悬于树上、水

面, 造出一派花红柳绿的艳丽春色以媚上。这种骄奢的

帝王生活场景, 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古城扬州剪纸的信

息。唐代诗人李商隐《人日》诗“镂金作胜传荆俗”句, 也

从一个侧面记叙了荆楚一带剪纸民俗在当时社会生活

中的影响。浙江剪纸五代时就有记载,“吴越践王于行

吉之日⋯⋯城外百户, 不张悬锦缎, 皆用彩纸剪人马以

代”(《武林梵志》)。江西吉州(今吉安)永和窑北宋时开

始运用剪纸来装饰陶瓷。工匠们将刻好的剪纸花样贴

在瓷胎上, 上釉后揭下剪纸再入窑烧制, 就使瓷胎上留

下清晰的剪纸花纹。这种工艺后来为各地窑场普遍运

用, 江西陶瓷工匠的发明为剪纸的应用开辟了一个新

的领域。南宋时, 剪纸已用于民间婚俗。《梦粱录》载:

“凡孕妇入月, 于初一日父母以银盆或彩画盆盛秋秸一

束, 上插花朵及通草罗绞五男二女花样, 用盘盒装送馍

头, 谓之‘分离’”。用“通草罗绞五男二女花样”, 为剪纸

技艺在当地婚俗中的运用。

宋元明以来, 南方各地迎神赛会、观灯风俗的兴起

和灯彩艺术的发展, 也使剪纸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剪纸

镂空透亮的特点被用在走马灯上。一旦灯烛点燃, 玲珑

剔透的纸影便清晰地映射出来, 甚至还可以随灯笼转

动, 妙不可言。著名的乐清“细纹刻纸”, 起源于元代迎

春纳福、驱祸消灾的“龙船灯”习俗。元《大德乐清县志》

(公元1297—1307 年) 载当地“社里笙歌达旦, 通衢剪

彩为众共赏, 与民同乐”, 此俗至今延续不衰。“龙船灯”

除扎制工艺精巧外, 更以装饰工艺精美称奇。各村在自

己龙船的外围, 一格一格地贴上许多精致的刻纸, 互相

攀比, 争奇斗巧,“龙船花”的精工细刻工夫由此形成。

明代剪纸还被用来装饰扇面。1965 年, 在江苏出

土的一把剪纸折扇, 制作年代为明正德十年(公元1515

年前后)。折扇用竹骨十八根, 扇面用棉盘纸夹裱了一

幅“梅鹊报春图”剪纸。对光观看, 梅花枝分左右,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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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一只喜鹊, 扇面周围有锦框般的花边。在构图上明

暗搭配、疏密有致, 中心突出, 整体协调, 不愧为当时刻

纸艺术的佳作。[1 ]见下图。

采自钟铭《明代剪纸折扇》, 载《中国民间工艺》第 6 期,

1988 年12 月出版。

明初及明代中叶, 佛、道文化相继传入长江上游的

丽江, 与佛、道相关的经幡剪纸也随之传入。明洪武十

八年 (公元1385 年) 至清乾隆八年 (公元1743 年) 300

多年间陆续绘制而成的丽江白沙壁画, 其绘制者之一

张道士的后裔就有擅长剪纸者, 当地佛寺的和尚也多

是剪纸好手。

广东佛山剪纸据说源于宋代, 盛于明清时期。从明

代起 (公元1368——1644) 佛山剪纸已有专门行业进

行批量生产, 产品有建筑、家具装饰, 供花、礼花等, 销

往省内及中南、西南各省, 并远销南洋各国。

南方民间剪纸在清代发展到鼎盛期, 与南方各民

族服饰民俗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生活在长江流域的

湘、鄂西及云贵高原的苗族是个爱美善绣的民族。苗族

妇女人人都是刺绣好手。苗族服饰的精华体现在苗绣

上, 而苗绣又通常是借助剪纸作为底样才绣制完成的。

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节日盛装“亮彩”习俗、姑娘从小

习做女工, 绣制精美嫁衣嫁裙习俗、婚恋期赠送精美荷

包、腰带等习俗都是促使南方少数民族民间剪纸花样

不断翻新、广泛流传的重要因素。

除少数民族外, 南方汉族地区的服饰穿着也很讲

究。旧时城乡民众时兴穿绣衣绣鞋, 这一习俗促使了剪

纸绣样的发展, 一些专门雕剪绣花样的剪纸艺人应运

而生。这些剪纸艺人肩背花箱, 游走四方, 边刻剪边出

售, 为城乡妇女的家庭刺绣劳作提供可依样绣花的底

样, 并促使民间剪纸的跨地域交流, 扩大了民间剪纸的

影响, 使这门古老的手工艺术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

容性, 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二

现代南方民间剪纸与其它民间艺术一样, 正在由

生活艺术向装饰艺术转化, 但它与传统民俗文化千丝

万缕的联系并没有割断。

我们知道, 河姆渡文化属于古越族的原始文化, 越

人崇鸟, 鸟为古越人的图腾。[2 ]南方古代越族群体支系

多、分布广, 长江中下游地区、闽江流域、珠江流域、红

河中下游都曾是古越族的分布区, [3 ]尤其是洞庭湖以

南的扬越与楚的征战与融合频繁, [4 ]苗族作为“三苗”、

“南蛮”和“楚”的后裔, 与古越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剪纸中出现类似古越族图腾“连体双鸟纹”的纹样, 绝

非巧合, 是古代几大族团文化相互融合、渗透、承接的

缘故。

南方文化开放性特征, 也通过民间剪纸得到充分

印证。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城, 可以发现来自中国陶瓷

纹样的剪纸图案。南方民间剪纸对墨西哥的影响, 最早

可以追溯到古代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马尼拉帆

船贸易。16 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了墨西哥, 进而

横渡太平洋, 占领了菲律宾群岛, 将马尼拉作为他们在

亚洲进行侵略扩张的基地。殖民者在中国与菲律宾之

间早已建立的海上贸易的基础上, 发展了新的贸易循

环体系, 即通过中国商船把中国的货物先运往菲律宾

的马尼拉, 然后再由西班牙商人用帆船将货物转运到

墨西哥, 这就是著名的马尼拉帆船贸易。这种来往于中

国与美洲的双边贸易通常是以美洲的白银换取中国的

丝绸、瓷器等生活用品和工艺品。当时的中国瓷器一度

成为美洲上层社会追宠的装饰品和显示富有的标志。

为了直接占有陶器, 当地人还直接引进陶瓷技术, 以至

数以千计的中国工匠陆续从马尼拉来到墨西哥, [5 ]这

些人中不乏有懂烧瓷技艺的陶工。前文已提到, 早在北

宋时代, 江西吉州窑的陶工就发明了将剪纸用来装饰

瓷器, 进行转印图案的方法。进入墨西哥的中国陶工,

自然谙熟这一技艺, 以至明代开始, 这种用于瓷器图案

设计的镂空模版就传入墨西哥, 对墨西哥剪纸产生影

响。在普埃布拉, 带有典型中国花式的各色的模板仍有

出现, [6 ]这种镂空模版的图案, 也被用于当地剪纸设

计。此外, 我们还可以从墨西哥剪纸的加工方式和形式

中发现与江西清代灯花剪纸和温州乐清龙船花细纹刻

纸、浙江台州的庙会剪纸挂笺诸多的相似之处。南方口

岸城市的剪纸与墨西哥剪纸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南方民间剪纸还及时记录近现代中国历史史影,

“二战”时期美军空军出动飞机帮助中国人民抗日、辛

亥革命时孙中山推行“五族共和”主张的旗帜以及“抗

美援朝”、“减租减息”等历史事件都在民间枕头花、鞋

花中得到生动体现。

在民间, 身怀绝技的剪纸艺人比比皆是, 云南丽江

那些演奏纳西古乐的长寿老人中, 就有许多擅长剪纸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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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手, 贵州黎平演唱侗族大歌的姑娘中, 也不乏剪纸

挑花能手, 生活在广西的壮族姑娘更是能剪善唱, 心灵

手巧。湖南女书之乡的老大娘, 个个擅长剪纸女工, 福

建漳浦百岁剪纸老人林桃的剪纸, 原始性与艺术性高

度的统一, 有“中国民间毕加索”之誉。原籍浙江桐庐的

108 岁的胡家芝老人和湖南剪纸世家的92 岁的文震坤

老人的剪纸作品也是极具民间文化内涵的珍贵资

料⋯⋯然而,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 人们对南方民间剪纸

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够。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挖掘抢救不力, 学术研究严重滞后。剪纸的搜

集整理是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南方民间剪纸的搜集整

理工作远远落后于北方地区, 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尚未

开展, 许多宝贵的民间剪纸资料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研究工作自然滞后。加上在研究领域, 历史上就有重北

轻南、重黄河流域轻长江流域、重中原轻四野、重汉族

轻少数民族倾向而, 民间剪纸领域历来被人轻视, 这种

倾向就更加严重。目前, 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个案研

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田野研究都相当薄弱, 这些必

然影响人们对南方民族民间剪纸特殊艺术价值和历史

文化价值的认识。

二是现代人的文化饥渴与传统技艺的失传之间的

矛盾。剪纸艺术是我国的国粹, 然而它在现代社会的发

展前景不容乐观。一方面, 一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的技

艺后继无人, 濒临失传; 另一方面我们广大青少年对它

知之甚少。许多高等院校的美术系都不开设民间剪纸

课, 更莫谈一般院系和中小学。然而, 据笔者多年开设

《民俗与剪纸研究》课程的经验, 年轻人是很渴望了解

剪纸这门独特的传统文化的。而且一旦他们对剪纸文

化有了深入了解后, 都为这迷人的民间艺术所折服、所

感动, 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如果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相

关职能部门、我们的教育机构多提供一些传统民族工

艺的宣传指导, 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多提供沟

通渠道, 剪纸的知音是大有人在的。

三是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脱节。理论与应用的脱

节必然出现两种情况: 一为纸上谈兵,“捧着金饭碗讨

饭”, 不知道利用剪纸文化资源为宣传地方文化、发展

地方经济、脱贫致富服务。二为偏离科学指导的一拥而

上, 急功近利地胡乱开发, 粗制滥造; 或生硬地模仿、搬

用外地的经验, 不惜损害本地区民间剪纸的特点, 降低

其艺术魅力, 使本来很有生气和灵性的民间剪纸走向

媚俗和赶时髦的死胡同。

三

鉴于此, 笔者呼吁并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设立南方民间剪纸文化遗产抢救机构, 全面

而有重点地做好抢救和保护工作。首先, 进行全面摸

底, 发现重点剪纸传承人和传统工艺形式, 及时做好采

访和调查档案。如对南方民间剪纸历史上的名艺人和

全国著名的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要一一登记, 搞清

其传承线路、家世、作品的归属; 对众多身怀绝技、隐姓

埋名的剪纸高手也要仔细查访, 登记在册; 一些著名的

剪纸之乡、村寨及剪纸之都, 如广东佛山, 潮州, 福建莆

田、漳浦, 四川自贡、成都, 湖北仙桃、鄂州、孝感, 江西

瑞昌、九江, 江苏南京、扬州、金坛和南通, 浙江乐清, 桐

庐, 上海自然是重点调查地区, 而地处偏远的西南少数

民族地区, 民间剪纸资料欠缺的地方, 更是要作为今后

调查抢救的重点。摸底调查最好能运用多媒体手段, 以

便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南方民间剪纸文化数

据库。

二是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采用民艺学、民俗学、

文化人类学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对所调查材料进行分析

研究, 在此基础上进行南方民间剪纸地域文化特色研

究, 建立南方民间剪纸理论体系, 填补理论研究空白。

同时, 要加强应用研究, 有针对性地对民间剪纸的保护

和开发理论进行探讨。

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将民间剪纸有系统地纳入各

地博物馆、艺术馆、民俗文化旅游胜地的陈列窗口, 使

它为宣传地方文化服务。有条件的地区可在旅游景点

举办民间剪纸艺术节, 全方位地宣传展示民间剪纸文

化。还可以利用节庆和文化交流的机会, 举办巡回展

览, 向国内外人士系统地介绍民间剪纸文化。建立南方

民间剪纸文化网络系统。

四是将民间剪纸纳入地方文化教育体系, 使之成

为传播民族文化、开展素质教育的生动教材。剪纸是一

门手脑配合的运动, 有益于人的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

的训练, 是素质教育的极好方式。在我们这个有着上千

年剪纸历史的国度, 剪纸教育应渗透到基础教育和高

等教育各个层面, 并设立相关专业、院系, 培养专门人

才。使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后继有人。

五是设立南方民间剪纸文化抢救、保护基金。争取

得到政府与文化职能部门支持。鼓励海内外有识之士

或有实力、有眼光的企业或实体捐赠、赞助或投资、融

资民间剪纸事业。在此基础上设立南方民间剪纸文化

抢救、保护基金, 专门赞助和表彰在民间剪纸传承、创

作、抢救和研究上做出杰出贡献人士。鼓励和支持民间

剪纸团体和个人到国内外参赛、参展, 促进中外民间剪

纸文化交流。

六是开发剪纸文化产业, 满足现代社会人们的多

方面需求。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 除了经济实力支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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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文化产业的力量也非常重要。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把

本国的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发展。

如韩国将“文化产业立国”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日本的

娱乐业经营收入已超过汽车工业的产值, 泰国的旅游

文化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 美国的娱乐业公司跻身

垄断美国经济的巨头。在美国为数不多的传统节日中,

艺术产品往往充当着重要角色, 甚至利用中国的剪纸

等民间艺术开发的节日饰物也成为热销商品。如美国

贺曼公司开发的中国剪纸贺卡、情人节剪纸拉花、万圣

节骷髅头剪纸拉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全球经济一

体化后, 文化资源和文化市场都将进一步对外开放。在

这种开放中传统的民间剪纸应该首当其冲, 利用市场

这只“无形的手”, 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让我们优秀的

民族文化瑰宝走向世界。

剪纸文化与旅游文化接轨, 是建立有特色的本国

文化产业一个重要途径。剪纸操作简便, 但表演性极

强, 有经验的艺人通过反复折叠, 三两剪刀就出效果。

在旅游景点设置民间剪纸艺人的现场表演和传艺项

目, 让海内外游客身临其境地去了解、观赏、学习、体

验、分享剪纸创造的乐趣。在剪纸旅游纪念品的开发

中, 要摈弃千篇一律、毫无特色地模仿、复制倾向, 应在

科学的指导下合理开发, 组织高质量的剪纸旅游产品。

同时, 宣传和包装工作也要配套上档次。

把剪纸技艺的保护、传承、展演与民族民间艺术文

化园区的建设结合在一起, 统筹规划, 共同发展。在操

作上, 要讲究科学性。旅游文化部门的管理人员和工作

人员应该加强民间文化素质培训, 提高对“非物资文化

遗产”的保护意识的认识。对所管辖景区内的民间剪纸

文化进行记录、普查等文化资源的评估, 使这笔无形文

化遗产转化为可持续开发资源, 为文化旅游、经济旅游

的可持续发展做长远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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