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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民间艺术遗产的传承与创新
———基于豫北剪纸的调查

杨远

（郑州轻工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豫北剪纸具有浓厚的农耕文化基础，其主要分布于两大区域：以安阳—鹤壁—濮阳为中
心的三角轴心剪纸带和以济源—焦作—新乡为中心的横向轴线剪纸带。豫北剪纸品种与样式繁

多，颇具地域特色的有神衣、冥衣、纸帐和窗花。豫北剪纸题材多样，有不少是反映当地历史文化内

容的，如《二十四孝》中的人物、《周易》、殷商古都文化、英雄人物等。豫北剪纸造型多夸张变形，随

意而剪，不求形似而求神似；在技法上虚实结合，刚柔并济，构图饱满，繁简有序；在色彩上追求艳丽

和明快，点彩窗花五彩缤纷；在表现手法上运用寓意、谐音、隐喻、象征，具有一种含蓄美。豫北剪纸

属于吉祥文化，具有装饰功能和教化作用。据调查，豫北剪纸的艺人年龄较大，由于剪纸使用环境

发生了变化，经济效益不明显，濒临人亡艺绝的危险境地。针对这种状况，政府从政策、制度上给予

了一定的支持，对豫北剪纸的抢救和传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高校和艺术工作者也应担负起民间

艺术遗产的传承与创新责任，努力促进民间艺术的发展、实现当代艺术的民族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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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就民间工艺美术遗
产来看，许多都在现代社会中获得了重生，为区域经

济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对设计艺术的发展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成为现代设计艺术发展的源泉。但也

有部分遗产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

濒临失传、绝迹的危险，剪纸艺术就是其中之一。河

南的剪纸艺术尤其独特，具有浓厚的农耕文化基础，

寓意丰富。前几年，河南省民协组织相关专家对豫

西的剪纸做了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１］。而豫西剪

纸仅仅是厚重的中原文化之一角，其他区域的剪纸

还有待调查整理。近些年，笔者受河南省民协邀请，

与相关专家一起对豫北剪纸艺术做了长期的调研。

本文拟根据豫北剪纸艺术的调查情况，介绍豫北剪

纸的发展现况，并结合当代设计艺术的发展，探讨民

间剪纸艺术的传承与创新问题。

　　一、豫北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

化渊源

　　豫北是指河南省内黄河以北的地区，地处中
原腹地，行政区划包括安阳市、鹤壁市、新乡市、濮

阳市、焦作市、济源市 ６个省辖市和滑县、长垣 ２
个省辖县，总面积 ２．８５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２
１００万。豫北四季分明，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农
业以小麦、玉米、谷子、棉花等为主，是全国重要的

麦粟文化区，矿产资源主要以煤、铁、石油著称，尤

其是煤、铁开采历史悠久，这些为工艺美术提供了

能源和原材料。

豫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历史

文化源远流长。史前 “三皇五帝”中就有颛顼、帝窖

两位主要活动在豫北，他们死后就葬在内黄境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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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尚有二帝陵遗存。１９８７年在濮阳西水坡发掘出
蚌塑龙虎图案，据考证距今有６０００多年，为仰韶文
化时期遗存，被称为“濮阳龙”［２］。安阳是中国最早

的文字———甲骨文的发现地，安阳小屯殷墟遗址已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豫北也是《周易》的源

头地区，周文王被拘禁于里城（今属汤阴）时，将

伏羲先天八卦整理、注疏，演绎为 ６４卦，形成《周
易》文化。

　　二、豫北剪纸的分布区域

在长期的历史文化滋养下，豫北剪纸成为当地

工艺美术中掌握人数众多、分布最普遍、与民众生活

和生产关系最密切的手工艺术，也成为豫北民俗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布密集。豫北剪纸广泛分布

于豫北的乡、镇、农村，按照剪纸的艺术特点，可以将

其分为两大区域。

１．以安阳—鹤壁—濮阳为中心的三角轴心剪
纸带

这一区域包括安阳、鹤壁、濮阳３个地市，其中
安阳市的安阳县、汤阴县、内黄县，鹤壁市的鹤山区、

山城区，濮阳市的清丰县、濮阳县是剪纸分布比较密

集的区域。这一带主要流行与地方文化、民俗习惯

结合紧密的具有区域文化内涵的剪纸，如濮阳县郎

中乡王海村的神衣剪纸，是当地的庙会活动所用的

具有地域特点的一种剪纸艺术（见图１）。豫北的窗
花剪纸也极具地域特点，从造型上看主要是方窗花

（见图２），这跟当地的居室环境有一定的关系，这一
带传统民居的窗户多为方格棂窗，窗棂多为５×５格
式，２５个方格，内外糊白纸。窗花外方内圆，造型美
观，适合装扮窗棂。

２．以济源—焦作—新乡为中心的横向轴线剪
纸带

这一带包括新乡、焦作、济源市区，以及新乡县、

辉县、修武、武陟、沁阳等县。这一带的民间信仰剪

纸比较多，用以祭祀祖先和供奉神灵。信仰剪纸的

功能已超越人生礼仪和节令习俗，成为人与神之间

沟通的媒介，剪纸被赋予超自然的力量。新乡辉县

的帐书剪纸，重在精神寄托与心理慰藉，极具神

秘性［３］。

　　三、豫北剪纸的艺术特色

豫北剪纸与豫西剪纸等相比，富有鲜明的地域

风格，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品种与样式、题材、艺

术风格与功能作用等方面。

图１　濮阳县郎中乡王海村的神衣剪纸

图２　豫北的方窗花剪纸

　　１．豫北剪纸的品种与样式
中原剪纸的共性是其与人生礼仪和岁时节令密

切融合，是民俗化了的民间造型艺术。豫北剪纸的

品种有窗花、顶棚花、坑围花、墙围花、门笺、拉花、寿

花和丧葬花等，衣饰纹样主要有鞋花、帽花、边饰纹

样，除此之外，豫北剪纸还有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品

种和样式，具体如下。

（１）神衣。神衣是用剪纸剪出的一种服装，主
要是用于供奉神灵，主要流行于濮阳县。神衣是用

红、绿、蓝、紫、黄、黑等色纸，以及金、银箔纸，剪成不

同的衣服部件，然后拼接而成。每套神衣包括上衣

和下裳，上衣有领、长袖或短袖，多为对襟、布扣；下

衣为裙或短裤，总尺寸约为成人衣服的２／３。神衣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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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贴有用各色纸剪成的装饰图案和花边，有些衣

服上还贴有“驦”和“春”字，“驦”字非婚嫁之喜，仅

表示喜庆事，“春”字表示春天。神衣年年做，在神

灵生日供奉，先在庙上展示，而后祭祀、焚烧。神衣

的制作和供奉是集体行为，大家集资买纸，有人裁

衣，有人剪花，有人粘贴，众人共同完成。

（２）冥衣。冥衣是用剪纸的形式剪出的一些服
饰，主要用于祭祀祖先，其制作过程和神衣一样，其

尺寸比较小，只是一种象征，神衣上面也有各类植

物、花卉图案，是丧葬用品，在祭祀祖先时焚烧。

（３）纸帐。中原地区有写帐的习俗，尤以豫北
安阳县、辉县为盛［４］。所谓“帐”，是香客、信众按照

所谓的“神灵”“天意”而书写绘画出来的图案。帐

又称为盘、帐盘，大部分帐是用笔绘在纸或布上的，

其中用纸剪出来的叫“纸帐”。纸帐上的图案和文

字有些能够辨识，如庙宇、葫芦等，而大部分是抽象

的图案文字，难以辨识，多为祈福纳吉之意，主旨大

都是表达国泰民安、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消灾祛病

等美好愿望。

（４）窗花。窗花有单色窗花和点彩窗花两种。
单色窗花一般用红色剪纸剪成各种适合图案，安阳

一带流行的单色方窗花外方内圆，图案多是动物、花

卉等具有吉祥寓意的题材，也有部分是几何装饰图

案，端庄大方。点彩窗花剪纸也叫点色剪纸、染色剪

纸，以宣纸为材料，前纸镂刻多为阴刻，点染的水色

系颜色中加白酒调制而成，渗透力较强，一次可点染

２０～３０张，颜色渗透自然，画面色彩艳丽（见图３）。
豫北安阳县、汤阴等地制作窗花主要用这种工艺。

从剪纸技法上，也有一些独特的剪纸工艺，如套

色拼贴剪纸工艺，在豫北非常流行。这种工艺一般

图３　豫北点彩窗花剪纸

以深色或金、银箔刻成的阳刻剪纸为背面，按画面物

像的颜色和形态分别贴上多种不同色纸，以增加画

面的表现力（见图４）。套色拼贴剪纸多用于居室装
饰（壁饰）、门、纸扎、神衣、冥衣上。

２．豫北剪纸的题材
豫北剪纸的题材和主题十分丰富，地域人文色彩

强烈，通过不同的图案形式表现不同的寓意，有表现

男欢女爱的，如鱼戏莲、鱼拱莲、鱼吻莲、扣碗、葡萄＋
老鼠等题材剪纸；有表现多子多福的，如葡萄、石榴、

瓜
!

蔓等题材剪纸；有追求平安如意的，如瓶＋花、柿
子＋如意等题材剪纸；也有驱邪禳灾的，如剪五毒、眉
眼（虎头鞋、猪头鞋）、方胜等。除此之外，豫北剪纸的

题材还有以下反映当地历史文化内容的。

《二十四孝》中有多位人物出生于豫北地区，与

豫北有关联。如“为母埋儿”的郭巨乃安阳林州人；

“刻木事亲”的丁兰，乃河内（今沁阳）人；“孝感动天”

的虞舜，其故里是濮阳县；“负米养亲”的子路，在濮阳

讲学，死后葬于清丰县；“单衣奉亲”的闵子骞为濮阳

人，濮阳县有闵城的地名，范县还有闵子墓；“卧冰求

鲤”的王祥，曾做过温县县令；“恣蚊饱血”的吴猛，故

里也是濮阳；“卖身葬父”的董永，故里在武陟；清丰县

以孝子张清丰命名……二十四孝为豫北民间工艺美

术所表现的经典题材，剪纸也不例外。

图４　套色拼贴剪纸（沁阳·韦凤荣）

“文王拘而演八卦”，《周易》对豫北剪纸的影响

极大，而《周易》也是豫北剪纸所反映、表现的重要

内容，诸如阴阳平衡观念、和谐理念、天人合一观念

等。殷商古都文化也是豫北剪纸表现的重大题材和

内容，甲骨文、商代青铜礼器、青铜器纹样也常出现

在剪纸中。英雄崇拜也是豫北剪纸的重要内容，像

民族英雄岳飞，生在汤阴，习武在内黄，是家喻户晓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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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英雄，岳飞事迹也成为剪纸作品的热门题材。

３．豫北剪纸的艺术风格
豫北剪纸在造型、技法、构图、色彩、表现手法等

方面表现出了其独特的艺术特点。豫北剪纸造型多

夸张变形，不求形似而求神似，随意而剪，突出主体

形象，夸大特色部位，追求神似。在技法上虚实结

合，阳线和阴线相结合，刚柔并济，阳剪中辅以阴剪，

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弧线流畅，线线相连，繁而不

乱。构图饱满、浑厚，线条多、实面广，方正规矩、繁

简有序，给人以端正大方、沉稳平衡的感觉。在色彩

上追求艳丽和明快，点彩窗花五彩缤纷。在表现手

法上运用寓意、谐音、隐喻、象征，具有一种含蓄美。

４．豫北剪纸的功能和作用
豫北剪纸属于吉祥文化，具有装饰功能和教化

作用，广泛应用于民众生活和生产中，为群众日常生

活服务。像窗花、鞋花剪纸具有实用功能；许多剪纸

大幅作品做成了中堂画、屏条，加装画框，成为具有

装饰功能和欣赏价值的艺术品；有一些历史题材的

剪纸，如“孝子图”，具有重要的宣教作用。

　　四、豫北剪纸的传承状况和创新

思考

　　豫北剪纸在过去主要是通过民俗活动传承、师
徒传承、亲缘传承等方式，得以延续上千年，而且在

民间是受人尊敬的一种技能。但是，今天的豫北剪

纸面临灭绝的危险。

据我们调查统计，豫北各地基本上都有剪纸能

手，我们对２６０余位剪纸艺人做了走访，其中年龄最
大的是新乡市获嘉县照镜镇的李同秀，８８岁，年龄
最小的是安阳县的李海燕，３６岁；６０岁以上的艺人
占８９％，尤以６５～８０岁的人最多。现在剪纸大多
为邻里婚丧嫁娶所用，不出售，只有极少人做纸扎出

售，９５％的剪纸艺术无传人，面临着人亡艺绝的尴尬
境地。

豫北剪纸随着现代社会环境的变化，已经逐渐

失去了其使用的环境。如窗花一类的剪纸，过去是

传统木构建筑常用的装饰用品，而现在大多是钢筋

混凝土的结构房屋，窗户也使用的是现代的玻璃窗，

很少有人贴窗花。剪纸的使用场所在不断缩小。

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使很多民俗活动失去

了生存空间，而剪纸是其重要的表演道具，活动没有

了，道具也就不需要了，这也直接影响到剪纸艺术的

发展。另外由于剪纸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太小，因

此年轻一代也不愿意去学习传承。

上述状况导致剪纸艺术处于一个濒危的境地。

那么，剪纸艺术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我们

究竟应该怎样去保护和传承创新呢？这是我们必须

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从政府层面上，应对豫北剪纸进行保护、

抢救和传承。值得一提的是，从２００２年开始由中国
民间工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发起的民间文化抢

救工程，对豫北剪纸的抢救发挥了重要作用，命名了

一批民间剪纸艺术之乡，评出了一些国家级剪纸传

承人，并给予了适当的经费支持。如辉县剪纸被列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辉县的李爱荣被认

定为国家剪纸传承人，多次受文化部委派出国办展

览、现场演示剪纸技艺；汤阴等县被命名为民间剪纸

艺术之乡。

其次，高校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创新方面也应该

担负起传播和创新的责任。高校应该利用自身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平台，开展多项民间文化遗产的

课题研究，培养民间艺术教育的师资队伍，开设民间

美术课程，加强民间艺术研究，在学术交流中开展民

间艺术专题讲座、现场展演、作品展览和参观考察等

工作。

最后，青年学生特别是年轻的艺术工作者，更应

该担负起民间艺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责任。很多优

秀艺术作品的创作资源都来自民间文化遗产。如剪

纸艺术，从形式到内容，都有被用于装饰、室内设计、

产品设计等现代艺术设计中的成功案例，这不仅能

使艺术设计别具一格，而且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传承

民间艺术的作用。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民间艺术发展中面临的

问题日益凸显，我们应结合当代设计艺术，寻求诸如

剪纸等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创新途径，这也是实现艺

术设计民族化的必由之路。民间艺术是当代艺术设

计的灵感之源，因此我们的艺术设计工作者应多了

解民间艺术，多运用民间艺术资源，从而设计出好的

作品，以更好地传承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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