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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视角下黄河流域剪纸艺术的开发与保护
□ 王婼瑶

摘 要：剪纸艺术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以风景名胜、动物植物以及传统文化元素等为载体，通过镂空雕刻将

纸张转变为工艺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科学管理模式和广泛群众基

础的缺乏使得传统剪纸艺术在快节奏的现实世界中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文章从剪纸艺术的历史溯源入手，分析

黄河流域剪纸艺术的题材内容和文化语境，透视非遗视角下黄河流域剪纸艺术开发和保护面临的困境，并为传统文

化的开发和保护开辟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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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艺术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又极具地域特色，

是一种集装饰性与工艺性于一体的艺术形式。传统剪

纸主要流行于民间，是劳动者在日常生活中为满足精

神需求而创造的产品，不涉及现实因素和经济利益。人

们通过在纸上镂空剪裁来传达思绪想法，寄托对未来

生活的美好愿望。但其发展过程必然会受到历史因素

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如新文化运动时期，新型剪纸开始

出现且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用以表达现实生活和

传播新思想，创作主体也由劳动者拓展到手工艺者和

美术家。

中国民间剪纸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纸张还

没有出现，人们在薄片材料上运用雕、镂、刻、剪等方式

来加工工艺品。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中

国北方剪纸的源头。受地理因素、生活习俗和农耕文化

的影响，黄河流域的剪纸呈现出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以

及祖先崇拜的特点，如以鱼、蛇、龙、龟等动物形象表示

对生命的崇拜；运用花鸟鱼虫等图案寄托美好愿望；通

过创造“天地神”“求雨”等主题的剪纸来传达对上天的

敬畏。

从诞生开始，剪纸艺术就一直存在于中国民间。近

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文明的出现更是让剪纸成为

一种谋生手段，样式更为多样，制作更加精良，并广泛

出现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清朝时期还出现大量剪纸

作坊，剪纸艺术深受文人喜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剪纸艺术出现了短暂的黄金期。20世纪六七十年

代，由于“破迷信，除四旧”风潮的影响，中国剪纸艺术

开始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2006年，剪纸艺术成为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黄河流域的剪纸艺术保留着北方剪纸粗犷的特

点，呈现出刚健有力、古朴雅致的风格。题材内容包罗

万象，除风俗民情外，自然风光、历史典故、地域特色等

皆可成为剪刀下的工艺品，具有时代性和人情味。作为

一种民间工艺品，剪纸以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以及日常

生活中的人、事、物为主，采用象征、想象、借喻等手法，

寄托人们祈福纳祥的愿望。例如，以动植物、远古神兽、

神话传说为主要形式的观念信仰类剪纸；为烘托气氛

的人生仪礼类和岁时节日类剪纸。现阶段的剪纸主要

有窗花、墙画、灯花、喜花、纯观赏类等类型，各地会根

据不同的民俗习惯和应用场景选择不同的题材内容，

再通过流畅的剪裁来因事制宜地创作。

黄河流域的剪纸并不是单一的文化个体，而是在

特定的地域环境和历史进程中逐步产生的，农耕文明

和传统思想文化为当地剪纸创造了一种文化语境。灿

烂的黄河文明使黄河附近地域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名胜

古迹、优良的革命传统为剪纸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剪

纸艺术可以展现当时的民风民俗和文化环境，使人们

间接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历史特点，更重要的是它

对于民俗文化的承载传播、对民俗审美观的彰显。剪纸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功能不尽相同，早期剪纸大多发挥

着承载人们信仰的精神功能，后逐渐承担起审美功能、

实用功能，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

剪纸艺术的传承主要依靠口传身授的形式，但随

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少有

人能静下心去学习一门手艺。况且剪纸的低收益也无

法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故而剪纸艺术并不在人

们的专业选择中，学习或接触剪纸的人越来越少。黄河

流域剪纸艺术的开发和保护面临着较大困境。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潮流中，优秀的传统

文化生生不息。在海量的信息中抢占市场，获得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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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和发展，是现阶段剪纸艺术的重要任务。剪纸艺术

主要存在于生活节奏较慢、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

地区，在制作、加工等方面资金不足，主要靠人力创作，

生产规模较小。小作坊式生产、地摊式销售使得剪纸艺

人的收入偏低，无法实现长期发展。另外，农村剪纸艺

人多为非职业型，在农闲时期创作，世世代代从事剪纸

艺术传承的职业剪纸艺术家较少。缺乏科学规范的管

理模式导致其无法形成行业规模，也无法进行大规模

的推广活动以形成文化产业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

适应市场需求，受到现实环境的冲击，逐渐消失在人们

的视野中，文化传承面临困境。虽然一些地方组建传统

艺术协会来传承传统文化，但杯水车薪，收效甚微。当

代年轻人更愿意接受热门的新型艺术，对传统文化的

兴趣不高。与此同时，高校多开设西方油画、素描等课

程，很少开设剪纸专业，缺乏对传统民间艺术的讲授，

使得剪纸艺术后继无人，不利于其传承和发展。剪纸艺

术工艺繁杂，制作周期长，无法立刻满足人们的需求，

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部分剪纸的人工构图、描线、剪

裁等工序逐渐被电子印刷所代替。剪纸艺术的传承需

要国家、政府、艺术团体、高校以及大众的共同努力，扩

大剪纸艺术的传播受众范围，形成庞大的群众基础。只

有这样，才能让剪纸艺术真正被大众熟知和认可。

由于缺乏版权意识，民间剪纸艺术出现抄袭现象，

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这使得部分艺术家丧失了创作

热情，阻碍了剪纸艺术的发展。剪纸艺术的学艺时间很

长，年轻剪纸艺人从模仿开始学习，未形成自己的创作

想法。除此之外，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为了追求便

捷化和剪纸作品的大规模生产，商家用机器来生产剪

纸产品，创作者的积极性受到打压，阻碍黄河流域剪纸

艺术的发展。

通过政府的支持，增加剪纸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世

界中的出现频率，扩大剪纸的传播范围和群众基础。具

体的宣传方法有：成立剪纸协会、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态博物馆、举办剪纸艺术节等；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

体平台加强对剪纸作品的讲解和展示，在公交站台、楼

宇广告、户外大屏投放剪纸作品，提高剪纸的社会认可

度，使剪纸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对于黄河流域剪纸

艺术尚有发展空间的地方，政府要提供相关政策和经

济支持，开通官方微博账号、抖音账号、微信公众号，发

挥“两微一端”的宣传推广作用。

单一发展剪纸艺术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影

响，但总归效果有限。只有推动剪纸艺术与其他行业的

融合发展，推动市场化、产业化进程，才能开辟更加广

阔的文化传承空间。例如，在一些旅游景区内开设剪纸

展览或文化走廊，邀请当地的剪纸大师现场制作剪纸

艺术作品，展现剪纸艺术的文化魅力，让游客感受剪刀

下的鬼斧神工；开设剪纸体验区，通过实践满足人们对

剪纸的好奇心；制作剪纸工艺和名胜古迹的联名款进

行线上销售；将剪纸元素融入到互联网产品或网络游

戏中，增加传统工艺的年轻受众。

黄河流域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在独特的风土人

情、宗教信仰及地域特色因素的影响之下，形成不同于

其他地区的艺术流派。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黄河流域

剪纸艺术由于缺乏科学管理和创新能力，传承人缺失，

其开发和传承面临重重困境。对此，要充分考虑黄河流

域剪纸艺术的文化特征，对症下药，采用多元化的传承

方式以恢复剪纸艺术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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