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 信息 No . 5 2022

纸论坛 Paper Forum

·纸文化·

摘 要：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许多传统的广西民间剪纸技艺已濒临失传，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不

可忽视的重大难题。文章以信息化时代为背景，针对广西各民族剪纸艺术发展所面临的艰难逆境，围绕广西民间剪

纸的发展历史，价值与现状，传承与保护这三方面来分析探讨，最后总结出保护策略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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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剪纸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古

代民族中最直接、最具艺术性和东方风味的手工艺术

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和中华民族精神的

重要载体。在如今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民间艺术环境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间剪纸的价值、地位、发展和生

存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广西民间剪纸应如何

传承下去，这是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难题。

过去，学者专注于剪纸艺术的起源、发展历史等方面的

研究，以及剪纸艺术的技术、风格、主题、遗产和保护等

具体研究，研究成果卓有成效。本文意图在原有研究的

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信息时代下广西民间剪纸的发展、

传承和保护措施，希望能为广西民间剪纸在信息时代

下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信息对世界的影

响变得越来越重要。信息量、信息的传播速度、信息的

处理速度、信息的应用程度等都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人们在知识学习、获取和应用等方

面提出了新的挑战。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坚定文

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为新时代

的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广西民间剪纸艺术传承至今

已有数千年的光辉历史，但是再辉煌的过去也抵不过

如今信息化时代的飞速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广

西许多民族剪纸技法早已无人继承，最终走向消亡。

民间剪纸起源于中国，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智

慧结晶，是中华民族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之一。人类最

早考古到的剪纸实物是 1967 年在新疆高昌遗址发现

的两晋时期祭祀用的剪纸，其种类齐全，样式众多，花

纹繁杂，且用的是折剪法，由此可知，在那时民间剪纸

技术就已相当成熟。宋朝时期，造纸业的崛起和商业的

繁荣使剪纸艺术达到全民化的普及程度。民间手艺人

也开始有了各项职业分化，剪纸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

用也发展得越来越丰富。而到了明清时期，剪纸技术达

到鼎盛，无论从种类上还是花样上，较之宋代有着更为

深入的发展，尤其是在技术手法上，民间艺人早已是炉

火纯青，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直到清末，西方资本主

义的介入和 21世纪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民间剪纸艺

术才开始逐渐衰落。

全州县位于桂林以北，地处湘江上游，是一个具有

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邑。据老一辈的民间手工艺人

说，全州剪纸最初是中原人从北方带过来的一种传统

民间技艺，所以，全州民间剪纸结合了北方剪纸的奔

放、张扬和南方剪纸的秀丽、小巧，形成了独特的剪纸

艺术。据《全州县志》记载，全州自古春节至元宵期间好

玩花灯，灯有牌灯、龙灯、提灯等，灯上或用笔彩绘出花

样图，或用纸剪制人物、鸟兽、花卉等图案贴于灯笼外

侧作点缀。这说明了全州剪纸样式众多，种类齐全，主

要包括：人物形象、动植物景象、戏剧场面、节日场景、

五谷丰收、祭祀图腾等近百种主题。花纹构图题材也多

取自全州土著百姓的生活写照，表达了纯风质朴的桂

北民间剪纸文化及其艺术特征。

以前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时都会在篮子上贴上自

己做的剪纸图案，用来装年货和礼物，寓意吉祥如意，

平安顺遂。如今工厂生产的礼盒精致高档，渐渐也就很

少有人再去剪纸了。在农村举办红白喜事的时候也会

剪窗花、“喜”字等贴在新房里，寓意幸福美满；或者剪

一些公鸡、太阳等贴在棺材、墓地里，祈求投胎转世。虽

然这些传统民间习俗依然在流传着，但是与之前比较

却是少之又少。如今，全州剪纸已被纳入第三批广西壮

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更要加以保护和重视。

融水苗族自治县位于桂中地区，隶属于广西壮族

信息时代下广西民间剪纸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探究
□ 韩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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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柳州市，中国大部分苗族人民都集居在这里。剪

纸是苗族民间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族人民常常把

剪纸和刺绣结合起来，形成独一无二的苗族传统剪纸

艺术。他们一般将历史变迁、生活习俗、祭祀图腾、民族

信仰等表现在刺绣与服饰上，而剪纸就是这些刺绣的

样底，因此，苗族妇女也是苗族剪纸的主要传承者。剪

纸包含了苗族漫长的历史底蕴和丰富、深厚的民族文

化。苗族剪纸通常会用象征、隐喻等手法表达作者的意

图，比如，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和灵物崇拜

等，通过剪些蝴蝶、鱼、鸟、龙、竹等纹样表达苗族百姓

的宗教信仰。苗族人民还通过“花好月圆”“龙凤呈祥”

等图案来纪念、庆祝各种婚礼和节日民俗。因此，除了

语言，苗族剪纸也是记录历史的一种独特的载体。

苗族剪纸善于创新，时至今日在传统民间艺术中

依然有苗族剪纸的一席之地。传统苗族剪纸艺人主要

服务于刺绣服饰和宗教活动等方面，而在信息化时代

下，当代苗族剪纸艺人的观察能力和创新能力更为突

出，善于在自然景观中提取素材加以创作。将现代艺术

与剪纸纹样结合，构图严谨，题材多样，最主要的是顺

应潮流趋势又不迷失本源，在各艺术领域中博采众长，

在保留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特色上大胆创新，极大地促

进了苗族剪纸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贺州市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下辖市，位于桂林

东部地区。贺州的盘瑶剪纸已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早

期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瑶道传教等为主

要题材进行创作。贺州盘瑶剪纸还分为神像剪纸、红罗

花帐剪纸、围台风剪纸和花旗剪纸等类型，分别为人们

传达不同的情感。盘瑶剪纸的使用方法除了常规的粘

贴法，还有悬挂法、竖插法以及焚烧法。例如，盘瑶人深

信人死后，灵魂仍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存，因此，通常

以焚烧代表将东西寄往灵界。除此之外，盘瑶剪纸还有

着特殊的“禁忌”，主要是语言禁忌和行为禁忌，前者是

指剪纸艺人不能在剪纸过程中说不吉利的话，后者是

指剪纸艺人在准备阶段需提前七天禁绝房事并且沐浴

更衣等极其严格的要求。

盘瑶剪纸技艺一般是家传制或者师传制，因受传

者的限制太多，现代的剪纸传承艺人少之又少，且传承

群体老龄化严重，盘瑶剪纸技艺已濒临失传。

南宁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省会城市位于桂林南

部地区，也是北部湾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其历史长达

1700多年。随着城市的繁荣与壮大，社会、经济、文化等

方面都得到提升，也催生了这座城市传统手工艺的发

展与繁荣。其中，剪纸就是南宁传统手工艺的代表之

一。据文献记载，南宁剪纸源于当地师公占卦、祭祀时

所焚烧的纸质祭品。早期的南宁剪纸多为壮族地区的

节日装饰、婚丧嫁娶服务，剪纸的纹样多为大小不一的

红人和各式各样的纸花。后来，逐渐与北方剪纸和广西

民族文化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南宁民间剪纸艺术。南宁

剪纸除了有装饰、美化的功能外，最具特色的就是它的

祈福驱邪功能。在民间，百姓为祈求幸福美满、平安顺

遂等美好心愿会把带有壮锦图案的剪纸如：青蛙、太阳

纹、云雷纹等贴在家具与床帘上，或者在举办丧葬仪式

时，准备寿衣、寿鞋、纸花、纸钱等驱邪除害。

近年来，自从南宁剪纸被纳入南宁市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目录，不少南宁市的中小学甚至高校也

开设了剪纸课，在风格形式上大胆创新，以壮族历史、

壮族风景等为题材，其图案纹样独具特色，充分展现了

广西壮族的传统文化，使南宁剪纸迅速得到发展。

靖西市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代管的县

级市，位于桂林西部地区，也是壮族边境的人口大县。

在这片充满壮族文化的厚土上，孕育出世代相传、独具

特色的民间剪纸文化。早期的靖西剪纸是做一些小纸

人和小动物的形象，用于丧葬仪式，这种习俗至今仍有

保留。此外，靖西剪纸还用于祭祀和供奉神灵等。值得

一提的是靖西剪纸艺术还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

民间百姓常常将剪纸用作寄托美好事物的物质载体。

比如“花轿”这种题材象征着求子和保胎；以及十二生

肖中的“虎”，具有高大壮硕的体魄和勇猛的性格，往往

可以带给人们勇气与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发展、交通改善等原因，

大量新事物的涌现给靖西壮族的传统文化造成了不小

的打击。因剪纸文化传承方式的特殊性，其生存发展更

为艰难，靖西剪纸技艺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发展阶段。

3.1.1 丰富剪纸内涵

信息时代下，剪纸的主题和内涵是影响剪纸创新

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优秀的题材和丰富的剪纸内

容更容易被人们广泛地接受。因此，在信息时代，广西

民间剪纸艺术的内涵是剪纸革新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传统剪纸工艺的历史意义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广西

民间剪纸艺人可以从最擅长的纳吉、祈福、祛邪、除恶、

劝勉、警戒、趣味等主题着手，制作自己喜欢的剪纸作

品，并总结经验以发展、创新剪纸工艺；或者根据时代

的需要，创作出与思想、艺术、教育等相关的具有功能

性的剪纸工艺品，其思想内容作为信息时代的文明载

体，能够积极反映民主、富强、文明、公正、廉洁、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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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等主题，符合时代的基本旋律和主导价值。

3.1.2 提升剪纸知名度

如今，人们了解新闻或者新事物的方式是多种多

样的，而网络信息无疑是最快、最便捷的一种。我们可

以借助信息技术，通过新闻报道、广告宣传、影视播放、

明星效应等方式提升广西民间剪纸艺术的知名度。

3.1.3 与时代潮流结合

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将广西民间剪纸应用到人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举办广西剪纸线上及线下展

演活动，建立广西剪纸体验馆，在短视频平台大量发布

广西剪纸教学视频，在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发布广西

剪纸的相关文章与作品，开创广西剪纸的衍生品等，让

广西剪纸无处不在，丰富大众视野。

3.1.4 加大政府政策支持

2021 年 8 月 1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意见》，广西地区各民间剪纸也一次次被纳入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说明国家正在重视广西民间剪纸。

可以向政府提议建立广西民间剪纸博物馆并举办相关

的主题竞赛或者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稳定规划剪纸的

交易市场。

3.2.1 剪纸走进校园

剪纸在课堂教学中起着重要的教育和传承作用。

传统的民间剪纸技术仅从家族和师门里继承，而新时

代的民间剪纸则需要更多的传承者参与进来。目前，剪

纸在大学、中专和中小学的课堂上都有一部分实践。为

了提高学生对民间剪纸艺术的兴趣，可以邀请广西剪

纸艺术大师走进校园，特别是要面向各种美术学院、艺

术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他们是中国未来艺术领域的支

柱，对未来剪纸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鼓励艺术界

的学者完善广西民间剪纸的理论著作，整理相关书籍

体系，并利用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组织各级、各类的剪纸保护活动、剪纸艺术展

览和学术交流活动。

3.2.2 打造剪纸品牌

通过网络传播，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到广西民间

剪纸活动中。在信息化时代，人们每天翻阅大量如“抖

音”“快手”“今日头条”等短视频平台，可以将剪纸与流

量结合，将广西民间剪纸以短视频演示和直播教学的

形式进行宣传。另外，可以借助当红明星、新闻热点、影

视传媒等方式为广西民间剪纸打造品牌形象。除此之

外，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针对剪纸艺术爱好

者定期发表与民间剪纸相关的文章和作品展示，并完

善广西各民族地区有关剪纸的网站及论坛，实时发布

最新的相关动态，使其潜移默化地走进群众的视野。

3.2.3 展开剪纸衍生品应用

在信息时代下，广西民间剪纸需要发展相关的文

化创意产品。打造剪纸文化品牌是剪纸艺术可持续发

展实现由现状向创意转型的重要方向。从文化和商业

两方面入手来发展具有广西民族特色的剪纸艺术，将

现代品质与民间习俗结合起来，设计出百姓喜闻乐见

的艺术产品。此外，要实现新时代剪纸文化消费的提

升，还必须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对民族剪纸文化进行

加工、转型、优创、整合，以新一轮国内消费转型为契机

和趋势打造流行剪纸的方向。

3.2.4 营造剪纸发展空间

广西民间剪纸生态环境的变化、农村传统社会结

构的转变、民间社会实践活动和节日盛会的减少是限

制广西民间剪纸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原因。新时代民间

剪纸艺术的发展空间必须要从社会基础、市场需求、生

活实际这三方面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和

扶持基金为依靠，探讨进一步的可行性方案和指导措

施，弘扬和保护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从实际出发，理论

结合实践，有效地促进广西民间剪纸艺术的发展。除此

之外，在国家与企业等多方力量的帮助下，通过组织各

种线上、线下的剪纸比赛和学术交流，提高民间剪纸艺

人的创作、创新热情。

广西民间剪纸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

门极具特色与魅力的艺术，它能引起中华民族的审美

共鸣，提高民族艺术的实用性和美学能力。在如今信息

化时代的影响下，广西民间剪纸举步维艰，传承和保护

剪纸艺术也绝不仅仅是个人的责任与义务，而是要依

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齐心协力，共同发展。希望在

不久的将来，广西民间剪纸可以重新活跃在大众的视

野中，在艺术技艺领域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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