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藁城工艺纸雕宫灯的审美价值探究
□ 孙忆楠

摘 要：宫灯是古代皇宫中的主要照明工具，兼具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以藁城纸雕宫灯手工艺为例，其集木雕工艺

技法、漆工艺技法、绘画技法等多元艺术于一体，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特征与审美特征。而且通过对藁城纸雕宫灯工

艺品的深入研究，发现其在题材、造型、颜色、审美等层面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表现风格。总结梳理藁城纸雕宫灯的艺

术审美价值，能够为当代宫灯制作工艺的完善提供有效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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藁城工艺纸雕宫灯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至明

朝时期。据传，明朝时期，藁城区屯头村的李师傅制灯

技术高超，可在短时间内制作出一个堪称“绝品”的灯

笼。李师傅高超的技艺被当地官员发现并将其作品进

贡至宫中并得到皇帝赏识，自此，李师傅的灯笼被赋予

“宫灯”称号。这些历史传说虽已无从考证，但是今天藁

城区的工艺纸雕技术依旧堪称一绝，可以制作出各种

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宫灯，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技

术的进步，藁城区在传统制灯基础上发展了工艺纸雕

宫灯，进一步提升了宫灯的艺术内涵。今天，藁城区制

作工艺纸雕宫灯技术已经炉火纯青，可以制作出不同

形状的宫灯，如奥运福娃系列宫灯、各种节日宫灯、高

定系列宫灯等。

根据调查得知，藁城区制作工艺纸雕宫灯的材料

主要是玻璃卡纸，这种材料经过特殊压光处理呈现出

镜面效果，以此强化工艺纸雕宫灯的艺术性。过去，藁

城区制作工艺纸雕宫灯时多选用传统的普通纸张作为

材料，这种纸张虽然可以满足宫灯设计者的设计需求，

但是由于其质量轻薄且容易破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宫灯制作的困难，也极大影响了工艺纸雕宫灯的销

量。随着社会发展及大众审美水平的提升，传统纸质宫

灯已经难以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藁

城区的宫灯制作者纷纷将玻璃卡纸作为制作宫灯的原

材料，这种“纸”与传统意义上的纸张不同，其不仅能够

通过镜面效果提升宫灯自身的艺术性，而且材质较为

厚实，用其作原材料能够使宫灯产品具有较长的储存

时限。

藁城区的工艺纸雕宫灯制作受到我国传统剪纸的

影响，内容多以自然风景、人物、花鸟等为主。在我国传

统社会中，人们的言论自由受限，难以直接用文字表达

内心想法与情感，因此，人们便将自身真实情感寄托于

各种自然之物中，这种“托物言志”的方式一直流传至

今。宫灯作为历史悠久的文艺产品，自然而然成为民众

传情达意的一种新载体，民众可借助不同类型的纸雕

宫灯传达不同的情感变化。例如，“鱼”是“余”的谐音，

象征着“年年有余”，这体现出了人们对来年美好生活

的期盼。因此，工艺纸雕宫灯在设计过程中便将“鱼”作

为一个重要的设计元素，以满足人们精神寄托的需求。

工艺纸雕设计借用了人机工程学的部分原理，注

重将图案设计与人体四肢大小相结合，以达到绝佳的

审美艺术效果。例如，“鱼”是工艺纸雕设计中的重要元

素之一，充分观察当前市场中流通的各类“鱼”元素纸

雕宫灯可以发现，“鱼头”面积与人手大拇指面积相当，

这种设计是为了方便工人进行宫灯的组装，提升宫灯

的生产效率，同时实现较高的审美价值，满足当下大众

的艺术审美追求。在当今社会，大众物质水平有了极大

提升，于是开始追求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各地政府配

合人们的需求变化纷纷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例如，在节

假日期间，政府部门注重举办工艺纸雕宫灯展览活动，

这不仅可以丰富人们的空闲生活，而且可以起到较好

的宣传作用，而宫灯设计师们也会借助这一机会展示

结构多样的宫灯产品，如“宫灯花篮”等，以改变大众

对宫灯设计的固有认知。

最初的藁城纸雕宫灯主要以主架和红绸布搭建的

单一化造型为主。发展到清朝时期，纸雕宫灯在原来的

基础上又增加了形状的变化，在外形制作以及种类制

作上更为考究和细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大力支持

文化复兴产业，由此为宫灯样式的丰富奠定了政策基

础。近年来，纸雕宫灯制作从材料选用到样式类型都在

不断改进和创新，形成了系统化、规模化的生产链条。

在藁城各个村庄中，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工艺纸雕

彩灯，逢年过节时的宫灯寄托了村民美好的寓意和愿

景，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发展至今，藁城宫灯经历多

代人的革新，形成了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艺术形

式，无论从哪种灯具类型来看，其内在的文化背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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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价值和欣赏价值都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

珠。

藁城宫灯在题材上增加了新内容，具有变化多端

的特点，同时，丰富的变化形式也是藁城纸雕宫灯的价

值所在。自清朝时期的花鸟鱼虫类型，到如今的“连年

有余”“福寿双全”等吉祥题材，不仅反映了时代变化的

主旋律，同时也证明了大众审美需求的丰富性，为藁城

纸雕宫灯的发展奠定了题材创新基础。另外，藁城纸雕

宫灯除了沿袭清朝时期的宫灯变化外，还增加了对时

代事件的隐性记录，比如灯身纸雕工艺设计的龙凤、熊

猫、中国结、奥运福娃、进博会等框架题材，为藁城宫灯

的种类与图案提供了丰富的元素支撑。

在造型上，藁城宫灯独特的装饰风格吸引了大批

受众的关注，成为又一审美特色。首先，上盖下托是藁

城宫灯艺术造型的显著特征。无论是沿袭下来的宫灯

纸雕工艺造型，还是如今的现代宫灯造型，在造型风格

上都没有较大偏差。下灯架直径不能大于上灯架，二者

制作时通常按照 0.6∶1的黄金分割比例进行，如此方

能达到视觉审美上的平衡既视感。上盖下托这一审美

原则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是设计者在纸雕宫灯设

计中不可忽视的。其次，藁城纸雕宫灯中还运用了较多

镂空装饰构件，是当地手工艺作品中的经典审美特色。

藁城工艺纸雕彩灯外观上的装饰工序较为复杂，需在

固定灯架的各个位置设计不同的结构造型，采用装饰

雕版的方法将不同角落的镂空雕刻图案展现出来。依

据这一原理设计的纸雕宫灯既有丰富的图案内容，又

具有观赏性。另外，藁城纸雕宫灯在设计时还会融入穗

坠造型。穗坠即流苏，早先被运用于车马配饰中，之后

宫灯设计者将其与宫灯进行了融合，采用弹力较强的

红黄线，在宫灯纸张上进行粘贴缝制，具有较高的审美

性，是纸雕宫灯中手工艺中较为繁杂的一种艺术特色。

藁城纸雕宫灯在颜色选用上十分大胆，红绿蓝橙

颜色各异，为每只工艺纸雕彩灯都赋予了不同的寓意

和内涵，但每只宫灯灯架只选用一种颜色，只有灯帽与

灯体才会辅以其他颜色配合。逢年过节时大红色宫灯

较为常见，家家户户都会备有红色宫灯，代表了藁城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吉祥寓意和节日到来的和谐祝

愿。多年来，经过文化融合发展，藁城宫灯颜色设计中

逐渐融入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元素，比如蔚县剪纸。在纸

雕宫灯设计中，设计者将剪纸文化元素与虫鸟鱼兽、四

时风景、人物故事等不同题材相结合，再辅以颜色搭

配，充分将藁城纸雕宫灯的观赏价值上升到了无与伦

比的高度，彰显了宫灯色彩与各工艺的完美嵌合功能，

极具审美意味。

藁城纸雕工艺因其趣味性强的艺术特征而极具审

美价值。从外观设计上分析，宫灯动感与平衡度的设计

变化多样。藁城纸雕宫灯从外形上看，似与木质六方宫

灯外形相似，但纸雕灯因其是纸张制造，具有灵巧轻便

的特征。因此，多数设计者会改变纸张材料特征，将整

体灯的重量减轻，使其具有灵动飘逸之感，这一设计形

式充分符合了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比如在下灯架设计

中，设计者会从构图时便考虑确切的设计比例，从整体

画面比例到留边比例都进行了对称计算，使得宫灯整

体外观设计稳定中又具有平衡感。从内部趣味性层面

分析，纸雕宫灯的趣味性在于被人赋予不同的内涵与

意义，并将其运用到不同场合中，给人以丰富的审美

变化。

就藁城纸雕宫灯传承现状而言，其在设计上呈现

出新颖独特、美观实用的特征，体现出劳动人民的勤劳

智慧和心灵手巧的可贵品质。在今后社会经济振兴时

代背景下，世界文化融合趋势将更加明显。藁城纸雕宫

灯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会形成一

种独有的文明传承形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向世人

展示自己的内在魅力，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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