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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变迁的桂林地区剪纸艺术研究
□ 蔡婷婷

摘 要：近年来剪纸艺术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这项民间传统艺术又重新回归到大众的视野。说起剪纸艺术，大

家首先会认为是山西民间传统文化的代表，其实桂林地区也存在且保留有剪纸艺术，也是该地区重要的传统文化之

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相辅相成，传统文化从传承到创新发展之间转折的衔接、变化，是一个非常值得分析与研

究的问题。在促进剪纸艺术频繁交流以及改善原有生态环境的背景下，文章结合文化变迁机制理论，分析桂林地区

剪纸艺术的功能指向和意识表达在社会进步的潮流中发生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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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千百年来享有

“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引来众多族群来此聚居，从

而产生一系列的文化碰撞与交流。无论是外来文化和

时代因素造成的本土文化的功能与意识表达转变，还

是政府传承并挖掘发展本土文化品牌，这都对桂林发

展文化事业具有积极的影响，其中桂林地区剪纸文化

便是在文化变迁机制下逐渐发展并呈现在人们视野中

的。一方面，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桂林地区的剪

纸艺人相互交流，积极传播剪纸艺术，最终在群体和个

人的共同努力下，新生的桂林以人文与自然为主题的

剪纸和龙胜壮绣剪纸展现在人们面前；另一方面，桂林

地区的剪纸通过传承与发展本土文化已实现价值重

构，并逐渐发展成为桂林地区特色的剪纸文化。不论是

文化变迁在哪种机制下产生功能与意识表达的转变，

桂林地区剪纸本质上都是在传播桂林人文与自然文

化，表达自身的生命意识，从而让更多的人有兴趣去了

解桂林文化。

根据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在《文化人类学———

欣赏文化差异》中提出的文化变迁机制理论，他认为文

化变迁的机制包括文化涵化、文化传播和独立发明。笔

者将结合这三种机制对桂林地区的剪纸艺术发展进行

分析。

第一，文化涵化是指由文化接触而形成的文化融

合、文化交流现象，即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群体之间

持续不断的直接碰撞，任何一方或双方都可通过这类

碰撞而改变，其本质上是两种文化特质的交换或融合。

通过涵化，这些文化的某些部分会产生变迁，但每个群

体依然保持其特殊性。桂林剪纸由传承人闵江红走访

祖国南北各地，习得北方浑厚的剪纸技法和南方细腻

的线条剪纸手法，这种具有不同剪纸技艺与地理文化

的群体或者个人在相互接触中潜移默化的发生文化涵

化的现象，无论是从交通便利带动双向交流的过程来

说，还是从在文化涵化的媒介推动下产生新生的文化

结果来说，作为以闵江红为首的剪刻桂林人文与自然

主题的桂林剪纸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研究剪纸

艺术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其文化所发生的涵化现象都

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二，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间的特质采借，当两个

群体彼此贸易、通婚或发生战争时，就会形成文化的直

接传播。文化传播的过程需要各种符号和媒介载体，因

此会产生各种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形成各种价值判

断。没有文化传播就没有文化的传承、增殖与重构；没

有文化传播，也就没有文化的变迁、冲突与控制。龙胜

壮绣剪纸的文化传播正是处于一个共享、重组的过程，

也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流的社会互动过程。

第三，独立发明是人类在文明进程中进行创新，并

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终级办法，这是文化变迁的第三

种机制。时代发展使得很多传统剪纸技艺和寓意用途

逐渐消褪，现在的婚嫁气氛也很少需要纯手工制作的

剪纸图案来增加气氛，本土剪纸艺人逐渐意识到本土

文化不仅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首先，桂林民间剪纸

是桂林文化遗存的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手工技艺，它

有着相对固定而又复杂丰富的内涵和要素，隐喻着桂

北地区劳动人民的文化心理、价值规范和丰富的想象

力，也承载着传播桂北地区文化，更是联结和维系桂北

地区的社会关系以及促进族群认同的重要手段和方

式，因此当地政府和传承人不断传承与创新桂北民间

剪纸，多次举办剪纸艺术活动，希望通过创新来触发相

关的变迁和传承，以适应时代发展。

桂林剪纸特指桂林地区的剪纸，其中包括桂林人

文与自然风光为主题的剪纸、兴安的浮雕剪纸与糕点

剪纸，其中以全州为首的桂北地区民间风情剪纸和龙

胜的壮绣剪纸是桂林剪纸中最具特色最有地域性的剪

纸类型，那么桂林地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类型的剪

纸呢？笔者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从自然环境来看，桂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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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居且与其他地区双向融合的城市，更是桂东北地区

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桂林北接湖南、贵州，西

面、南面与柳州市相连，东面与贺州市毗邻，那么就为

各省市间的剪纸艺人频繁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进而

积极地影响着桂林剪纸艺术的发展。作为桂林剪纸艺

术传承人的闵江红老师，带领桂林剪纸艺人创作出以

当地文化和生活相结合的具有桂林风土人情的新型剪

纸，如今桂林剪纸艺术已成为桂林市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剪纸艺术之一。闵江红积极与各省市的剪纸艺人交

流学习，集南北方不同技法，希望能够用不同的技法来

表达桂林的人文与自然，传达对桂林这片土地的喜爱，

甚至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剪纸的形式了解桂林。闵江

红是桂林地区剪纸的串珠人，积极挖掘桂林民间剪纸

技艺，其中兴安浮雕剪纸原本存在但是未被命名也未

被熟知，在闵江红的努力下这门技艺慢慢被呈现在大

众面前。兴安浮雕剪纸也算是桂林新生的剪纸技艺，制

作与其他剪纸不同，其是用广告记事贴制作而成，先剪

出图案再将背面的粘贴膜撕掉，然后贴在纸张上浮现

出剪纸痕迹，因而命名为浮雕剪纸。兴安浮雕剪纸独特

的创作手法不仅丰富了桂林地区的剪纸种类，更是增

添了一种新的创作技法，从而多面性地表现桂林文化。

由此可见，桂林地区剪纸的种类丰富离不开传承人闵

江红的努力，也体现出桂林剪纸文化的强大包容性。

第二，从社会影响来看，政府大力发展文化品牌，

积极挖掘非遗项目丰富的本土文化，以增强地方文化

自信。桂林非遗中心积极申报地方手工技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其中桂林剪纸项目包括桂林人文与自

然为主题的剪纸、全州民间剪纸和龙胜壮绣剪纸。以龙

胜壮绣剪纸为例，首先将剪纸作为制作蓝本，剪纸艺人

就地选取比较厚的纸张，比如书写纸、烟盒纸等，然后

根据需要随手剪出剪纸纹样，这是制作背带纹样、鞋面

纹样、童帽纹样等的重要环节，最后用直针、铺针、抢

针、锤针等刺绣技法在剪纸纹样上进行绢绣。但是笔者

在对桂林地区的剪纸艺术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龙胜

壮绣剪纸与柳州三江的侗绣剪纸十分相近，这归因于

桂林与柳州两地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直接或间接地导

致两地文化发生涵化现象。

总而言之，造就桂林剪纸多样性的原因浅层归因

为文化交流、文化本土发展以及文化迁移，实则是文化

变迁的机制所导致，文化变迁是影响桂林剪纸出现不

同形式表达意识的重要原因，它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

种必然结果。

任何形式的文化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被群体广泛

使用并充分发挥其价值。桂林地区的劳动人民创造出

桂林特色剪纸无疑是为了满足自我的生活需要与精神

需求，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虽然桂林剪纸文化

的产生和功能的转变，是受时代发展和生活观念等因

素的影响，但是导致这种变迁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媒介

形式的介入，文化变迁的媒介形式即是桂林剪纸传播

方式发生转变的原因。换言之，就是桂林剪纸文化功能

的转变、传播形式的文化变迁与媒介形式有关。

桂林地区剪纸艺术有着上百年的历史，人们运用

久经不褪色的万年红纸纯手工剪出形象生动且寓意丰

富的图案，如在全州，当地传统婚嫁、春节等喜庆时使

用的剪纸，大都具有一定的装饰性与象征意义，吉祥又

祈福，展现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朴素的生命意

识表达。如今，随着物质的日益丰富，科技时代的产物

层出不穷，也增加了桂林地区剪纸艺术的内容和功能。

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变，导致现在所留存的剪纸功能指

向和创作心态随之发生改变，甚至是作为非遗活态传

承项目的桂林剪纸，也逐渐发展到艺术层面。

文化变迁对桂林地区剪纸的功能转变造成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就时代发展和传播媒介来说，桂林地区剪

纸功能依附文化变迁的机制发生了平行且交叉的转

变，主要体现在仪式功能转向传承功能、实用功能转向

审美功能、艺术功能转向商品功能，这种转变使得桂林

剪纸既保留了原有的剪纸语言，又发展出了新的艺术

特征，创新出了多样化的桂林剪纸类型。

“民俗作为一种普通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世代传承

的程式化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主要包括服饰、饮食、居

住、岁时节令、婚丧、商贸、文娱综艺等具体民俗事项，

而这些民俗事项又都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

生活变化而形成的。”桂林剪纸不仅运用在民俗活动的

仪式上，也体现在全州民间剪纸艺术用于婚嫁礼仪、春

节、节日送礼等活动中，比如办喜事必贴以双喜字为主

体纹样的剪纸图案还有以莲花为主的团花剪纸图案，

可见桂林剪纸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桂林剪纸艺

术是桂林民俗文化的折射镜，反映着桂林独特的民俗

风情。因此剪纸艺人运用剪纸的多种技巧在一张张红

纸上传达自己深厚的思想感情，同时赋予了纸张独特

的传承使命。

桂林剪纸最初除了具有仪式功能外，还有实用功

能。桂林剪纸的实用功能主要体现在龙胜壮族刺绣剪

纸和全州民间剪纸上。例如龙胜壮族刺绣剪纸往往用

于绣花鞋面、儿童帽、背带等，剪纸艺人随手拿起卡纸

剪出龙凤、花鸟鱼虫等富有吉祥寓意的图案作为底稿，

底稿在制作中起着关键的样本作用，再用绚丽多彩的

绒线将图案绣在布上，这样绣出来的物品与常规刺绣

不同，这也是产生有凹凸手感的重要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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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与各省市间的不断交往和文化传播、文化涵

化的加深，桂林剪纸受到很大影响，加之各地剪纸艺人

常常外出参赛观展，她们的剪纸作品也开始吸收和融

入外来剪纸技法与造型样式，使桂林剪纸调整自我，优

化自我，从而更加符合社会需求。从使用桂林剪纸来营

造气氛的现状来看，桂林剪纸的实用功能明显开始动

摇，装饰功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当然装饰性剪纸并没

有脱离桂林地区自身生活，而是将剪纸技艺上升到艺

术鉴赏层面，再转化成艺术文创产品，将桂林风光印在

一件件小物品上，把桂林印象记载在一张张红纸上，以

此更好地传承与传播桂林文化。

目前，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的桂林剪纸仍然在节

日中被当地人择用，有需要就会有人生产满足他人需

求的产品，其商品价值功能就悄然出现。旅游文化产业

将桂林作为主打场，桂林剪纸艺人利用桂林旅游文化

产业的发展，设计与创新出具有桂林地区的人文与自

然文化的文创产品。旅游纪念品的故事性和纪念性是

令游客对其产生购买欲望的重要决定因素，在桂林的

东西巷国粹剪纸体验店都有专门销售桂林印象剪纸纪

念品的店铺，店内陈设了有关剪纸元素的文创产品。在

桂林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下，艺术介入为桂林剪纸实

现精神到物质的转换，不仅极大满足了游客的体验需

求，而且关联并流露了创作者丰富的情感和自由的思

想表达，更使得桂林剪纸的传承模式多样化和时代化。

桂林剪纸作为一种镂空艺术，既具有传统美术类

的美感，又具有剪纸特有的丰富寓意。由于桂林剪纸是

依赖口头传播和手动创作相结合的艺术，剪纸艺人在

各地方进行教学或者交流中就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

性，不利于推动桂林剪纸在生产生活中发展“活态化”

和创造性转化。因此，在现代化经济发展和多元文化的

冲击下，桂林剪纸在传承上面临很大的挑战。

过去，桂林剪纸的传承表现在家族传承，或是闲暇

时的无意传播。如今，桂林剪纸在传统口头与传统纸质

媒介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媒介进行文化传播，剪纸艺人

通过开班、网络直播、校本课程传授等方式，激发了本

地人以及全社会学习剪纸的热情。经总结，桂林剪纸文

化的传播媒介形式可归纳为开班授课、网络直播、开设

剪纸体验馆、举办展览等，下面以前三种传播方式进行

阐述。

第一，开班授课。开班授课是最规范、最直接、最有

效的传播方式，也是传统的口语媒介之一。剪纸艺人通

过线下授课的形式面对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可以

更精细地传授剪纸技法，展示剪纸的魅力，让学习者通

过直接的接触来体验桂林剪纸的制作过程，了解桂林

剪纸的民族元素，这样不仅能够强化学习者对桂林剪

纸技巧的认识，而且能够将各年龄段的人群集中教学，

削弱传承断层现象。第二，网络直播。这种方式是当下

很流行的教学形式之一，网络直播面向的是全国各界

人士，不仅可以扩大受众人群基数，还可以跨空间展开

剪纸教学，让更多的人学习桂林剪纸技巧，了解桂林剪

纸魅力。第三，开设剪纸体验馆。在开班授课的基础上

开设剪纸实体体验馆，是又一扩大桂林剪纸影响力的

传播方式。剪纸体验馆是借助剪纸文创产品来开辟创

造和创新桂林剪纸的可能性，剪纸的文创产品不仅保

留了传统元素，还融合了新潮流元素，比如在卡包上印

上桂林著名的象鼻山剪纸样式，不仅创新了桂林剪纸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人文与自然风光主题的剪纸，而

且打破了以往剪纸装饰使用的单一性。

在桂林剪纸传播形式的变迁中，将传统与新媒介

相结合，积极传播桂林剪纸文化，推动人们了解桂林剪

纸文化，进而主动了解桂林的民俗风情，呈现给人们不

一样的视觉体验，促进桂林剪纸文化的多样化与艺术

化表达。

桂林剪纸艺术作为桂林市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

在桂林艺术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历史文化与时代创

新相结合的桂林剪纸，我们既要传承又要保护，而传承

与发展才能真正赋予各类型的桂林剪纸活力与生命

力。新媒介的应用和推广，既为剪纸艺人传播桂林剪纸

文化和吸收新技巧创造了新平台，也使桂林地区的人

文与自然风光通过剪纸印在了游客的记忆里，更重要

的是，新媒介的介入也使得桂林剪纸的功能与文化表

述依附文化变迁的机制而发生转变。剪纸艺人在保留

传统元素的基础上对文化题材不断进行创造，焕发了

桂林剪纸的新面貌，并且运用不同的剪纸艺术技巧展

现与传播桂林剪纸文化，表达剪纸艺人对桂林地区文

化形态的认识。

参考文献

[1][美]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文化人类学———欣赏文化差异[M].

周云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刘青.传承与变迁：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的文化传播研究[D].

北京体育大学,2017.

[3]田茂军.锉刀下的风景：湘西苗族剪纸的文化探寻[M].贵阳:贵

州民族出版社,2002.

[4]张芳燕,梁浩.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旅游纪念品的开发策略[J].贵

州民族研究,2017(12):192.

（作者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