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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艺术“再生产”———谈新疆剪纸与文创
□ 何 桃

摘 要：剪纸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是一种相对独立存在的文化形态。从传统手工艺角度考量，剪纸似乎

既不属于工艺美术，也不属于现代设计。剪纸的装饰形态是创作者主观情感的直观体现，是一种精神生产。本文从艺

术生产理论的角度解读剪纸艺术“再生产”方式，围绕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设计融合，通过探究地方手工艺资源应用于

文创艺术设计实践，传承剪纸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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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的同一性原则，作为传

统手工艺的剪纸是一种依靠行为方式传承的非遗。它

既不同于工艺美术，也不同于现代设计。剪纸发展史也

可以说是依托人类动作行为的原始工艺技术的继承、

发展与完善。新疆剪纸以西域文化为依托，流行于西北

地区，是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剪纸艺术。新疆剪纸的雏

形在早期新疆镂刻艺术中可以找到印证。早期的剪纸

以丧葬文化的形式出现，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

剪纸是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纳古墓遗址中出土用以

陪葬的剪纸，具有很强的宗教文化意味。随着生活方式

的变迁，剪纸艺术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审美认知、审

美教育和审美娱乐方面，也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的集中

体现出现在岁时节令中，作为单纯的装饰物品美化人

们的日常生活等。

考古发现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一批重要文物中，有

五幅团花剪纸、七个人形联起剪纸等一批考古遗存，是

当下研究新疆剪纸艺术的宝贵资源。新疆剪纸艺术的

发展历史，大致分为古代剪纸、支边年代剪纸和改革开

放年代剪纸等。依托于以上新疆地域文化中的特殊价

值符号与文化内涵，2018 年新疆剪纸艺术进入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非遗扩展项目名录。对比其他省份剪纸非

遗的发展，新疆剪纸呈现出“气候性”、多元性不强的特

征，对视觉文化的影响较弱。但值得珍视的是，新疆本

土美术资源特色在剪纸中较为凸显，比如兵团剪纸艺

人李永梅的作品，题材不仅有中华传统民俗文化，还包

括屯垦戍边、美丽新疆等题材。

从艺术分类的角度来看，剪纸作为传统装饰艺术

门类之一，具备实用性、工艺性和装饰性。新疆民间剪

纸艺术作品，其总体造型特点、构图形式均具有浓厚的

民间文化特征和强烈的装饰审美特色，反映了对生活

的美好期许和质朴追求。

在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中，把艺术看作是一种特

殊的精神生产。这一理论关照的是艺术创作、艺术作品

和艺术鉴赏相互关系。艺术创作是“生产阶段”，艺术作

品对应“产品”，艺术鉴赏则可以看作是艺术的“消费阶

段”，是艺术享受过程。在艺术消费刺激下，剪纸艺术

“再生产”指的是后工业时期剪纸装饰艺术创作过程中

剪纸形态的不断重复与更新，包括简单再生产与扩大

再生产，是一种文化的持续传播方式。当下剪纸非遗应

用于文创设计实践，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剪纸艺术“再生

产”活动。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边疆与中原文化、中西文化兼

容并蓄，体现在剪纸艺术中，既有新疆的拙朴，又有中

原的灵动，形成了粗犷且细致的装饰艺术风格。剪纸创

作纹样也因题材而异。新疆剪纸纹样的个性体现通过

夸张、变形、解构和反相等演变形式，最终形成形式繁

杂的剪纸纹样。剪纸装饰的形象，在似与不似间，鲜明

的地域装饰特点更增加了民间艺术的魅力。

剪纸通常使用红色纸张，寓意吉祥喜庆。在新疆剪

纸中，还使用了其他颜色的材料。新疆剪纸艺术家林贵

福创作的一系列反映新疆民俗文化的套色剪纸作品，

如《魔鬼城》、《沙漠骆驼》、《火焰山》等就是新疆地方剪

纸的特色代表。从民间图案特点和形式法则、素材来

源、造型构图和黑白关系等方面，新疆剪纸题材基本分

为传统题材类型和现代类型。新疆剪纸纹样丰富，包括

人物、动植物等。其中，动植物纹样多以新疆土著对象

为原型，经过思维创新创造出新形象。新疆剪纸作品不

乏表现西域自然风光的，比如林贵福的《火焰山》《天山

雪景》、李永梅《吐尔根之春》《江布拉克之夏》《禾木之

秋》《英格木之冬》系列作品等。

插画的视觉应用以其手绘形象特质，在现代设计

中颇具影响力，在平面、数字媒体、影视等领域都可

见其踪影。随着文化转型，基于绘画材料及工具更新，

插画的概念已被拓展。尤其是在插画创作材料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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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更运用了多种创作手段，增添了插画艺术的创作可

能性。

插画从“文字形象化解读”功能逐渐过渡到对人们

感性认识的满足，又发展到对商业主题的阐述，以及对

艺术家独特审美、技巧、观念的表达。随着多种功能性

和目的变化，彩绘剪纸应运而生。彩绘剪纸在技法上保

留了镂空技术，在视觉透空处辅助以各色填充，填充材

料、手法不一，是一种剪纸创新形式。在视觉传达领域，

彩绘剪纸吸纳传统剪纸的风格和技艺，注重线条造型，

强调设计构成，形成了构图匀称、层次鲜明、造型装饰

化的艺术效果。

插画的视觉应用已不是新事物。而以剪纸元素作

为插画表现形式，并将其运用到文创产品中，与其说

“给传统的文化艺术赋予了现代文化元素”，不如说是

传统手工艺元素让现代设计更有传统文化内涵。关于

文创产品的种类，从旅游纪念品到办公用品再到家居

用品、工艺品等都可以归于其中。剪纸元素运用到文创

产品中，或平面或立体，以图形和剪纸符号为对象，给

人以视觉享受。各类剪纸文创营销策略，配合旅游文创

IP，开发各类旅游纪念品，短视频营销、跨界合作等，为

剪纸应用于文创提供颇多经验。然而，如何凸显地域剪

纸艺术特色、传承剪纸文化内核仍是问题。通常的做法

是深入研究文创市场、文化消费趋势与目标消费者，结

合区域剪纸艺术文化内涵，确定开发文创产品。结果

是，比之故宫文创，地方性文创明显落后。传统文化能

够继续活跃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合适形式究竟是怎样

的？剪纸艺术的创作、展示、传播的形式越来越丰富，科

技因素不断融入。这些终究离不开成熟的、好的剪纸艺

术作品，离不开美好的视觉传达形象。可以说，要让剪

纸艺术融入现代生活并传承与发展，终归是要解决好

美的问题。正如有人所说：文化创意产业生产的产品不

再是过去式的、基本的物质性必需产品，而是更富有精

神性、文化性、审美性的产品。市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这是创意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如何让这个动力可持

续存在，让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在文创产品自

身的独特性上多加考究。

讨论作为插画的剪纸视觉应用，就要谈文创产品

创新的设计理念与尝试的不同方法。文创产品除了要

体现优秀文化传承，在视觉应用方面，理念的创新重点

还是要放在剪纸艺术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上。故宫

文创馆推出剪纸形式的书签，让人在阅读间隙有片刻

眼神舒缓，提升一分精神享受。纵观市场已有的文创

品，如何打破常用的设计方法，即“将传统文化元素进

行打散、重组或者改变其形态，通过变形、简化、重复的

手法创作新图案”，表现出文化特色，是需要不断实践、

探究的。

谈作为插画的剪纸视觉应用领域与价值，就不得

不提及产业化发展。当下，提及文创实践都要说到文化

创意品牌，这很容易导向走产业化发展模式，从而追求

更大的商业价值。然而，剪纸传承中的文化价值、艺术

价值是不是也能通过这种产业化方式达到最大化？或

者，文化传承是不是也要追求价值最大化？艺术的滋养

不是一蹴而就的，艺术的气质与底蕴也不是批量生产

的。产业化固然科学，满足明确的行业需求、能够实现

效益，但伴随着工业愈加强大，手工作业的方式反倒更

能使大众享受平静，这也应该是剪纸视觉应用领域的

一个探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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