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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艺术的观看方式研究
□ 张昊辰

摘 要：文章以剪纸艺术的观看方式为线索，将剪纸艺术的制作工具、创作方法、艺术原则、表现手法等统一到对剪

纸艺术的欣赏上来，将艺术作品的分析和艺术家创作的法则结合在一起，介绍了剪纸这种民间艺术的观看方式和背

后的文化内涵，使我们从如何观看一件作品顺利转变为如何理解一件作品，从单纯性的观看转变为对艺术作品深层

次的文化认同，使人们在欣赏剪纸艺术时能够将民间艺术与传统文化有效地融合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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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艺术使用的工具非常简单，即剪刀和纸，创作

者要么直接剪，要么先绘画再剪形。无论是哪一种方

式，剪刀都是剪纸形式的造就者，剪刀剪开柔软的纸张

时，为柔软的纸张增添了锋利的表现语言，越细小的东

西，观感越为锋利和明显，以至我们在观看这件作品

时，将柔与刚的概念糅杂在大片的底色与细小锋利的

细节中。而同一件工具———剪刀，在使用不同的部位进

行创作时，会带给人不同的观感。例如在库淑兰《十秃

子，五兄弟》的作品里，我们在观看时会发现一大片一

大片的衣服平铺在纸上，上面装饰有细细的花纹，这些

底色给人柔和的观感，是剪刀根部剖开纸张时的顺滑

与流畅，此时越大的弧度越让人平和，而在进行细节的

处理中，创作者用到了剪刀锋利的刀头进行细碎而快

速的剪切，成形的纸片也是尖尖的、长条的、锋利的，给

人尖锐且突出的观感。除了形体的大小，剪刀的使用方

法在材料上也有所体现，例如人物柔软的肌肤、柔软的

衣服布料、柔软的花瓣等这些柔软的材料上，创作者都

会使用剪刀根部“划开”纸张，尽可能使它流畅平和。而

在创作形状、材料尖锐的对象时，就会使用剪刀头达到

形式的一致，例如桌腿、船篙等。所以工具的使用与创

作者的思想是一致的，创作者在创作时会带着自我体

察的已知经验对艺术品进行加工，用什么工具，如何使

用这件工具都是创作时那一瞬间的由已知经验来选择

的。只有这样，创作者的作品才具有与受众同等的经验

效力，在同等经验的加持下，艺术作品所描绘的对象才

真实可信，打动人心。

中国长卷画的观看方式是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

产物，从创作到观看集成了庄子《逍遥游》“乘物游心”

的闲适状态与中国传统文人画中那种不可目视只可神

遇的存在，遂逐渐走向了道家与禅宗的神秘主义。黄宾

虹认为，中国画“画求内美，不务外观。画中内美，非常

人所能见”，此理论体系与中国人的创作方式与鉴赏方

式皆是相通的。

中国人的创作方式可从《唐朝名画录》中记载吴道

子奉唐玄宗之命入蜀描绘嘉陵江美景中窥探一二。吴

道子顺江而下一路上竟未着一笔，直到回到长安才创

作出《嘉陵江山水三百里图》，后世梅格森对事物的认

识的两种方法：“一种是围绕着事物转，另一种是进入

事物的内部。”与此不谋而合。我们记忆时是围绕着对

象转，创作时会再次进入内部，记忆过程与创作过程是

两次体验的结果而不是照抄的产物。创作完毕我们欣

赏作品的方式讲究渗透式的品阅感与交互性，主导这

一切的是本我，由“我”来控制观赏节奏，“我”对于画卷

上的一切有落视的自由，长卷的展开速度与眼睛的浏

览速度是趋于一致的，内容随之渗透入心，当视线出现

移动就包含了时间元素，有了卧游览众的观看体验与

精神意趣。这种独我自在的欣赏属于一种文化的私密

行为，也相当于我们作为观众却参与了创作者的整个

创作过程。在众多剪纸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中，大都使用

了这一创作方式，他们把过去的经验深深保存在脑子

里，创作的时候重新提取出来，一边回想一边消化掉一

切情绪，在富有规律的剪纸声中平静地完成作品，这一

场伟大的“卧游”不仅使他们反刍了自我的人生体验，

我们在欣赏时也以主视者的身份加以研究。

在观看时，我们的观看之道是观看一切，空白不是

“空”出来的，而是“留”出来的，留在天上即为天，“天”

指自然规律与法则，最早出自老庄之道。同理，留在地

上即为地，留在自然的任何一个地方即为我心所到之

处。这些留白与实景构成了《道德经》中的有无相生，相

互转化的传统辩证思维，对传统艺术的空间概念产生

了深刻影响，故而我们可以以“计白当黑”“意到笔不

到”的浪漫想象力观看长卷作品，达到“立象以尽意”的

观看效果。剪纸艺术既是回忆性的提取，也是实与虚、

黑与白的转化。例如在库淑兰的剪纸创作中，她的创作

对象一部分来自于回忆的提取，一部分来自于对神灵

的细节想象，在细节的想象中，创作者仍然在提取回

忆，但要经过夸张、变形与重组达到异世的目的。在她

的系列作品《剪花娘子》中，她“创造”出了一位精神世

界中的女神，用自己编制的歌谣伴随着这个虚拟形象

而存在，而剪出的纸花与底纸间构成了实与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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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与实景间将底纸作为观看过程中喘息的空间，既

让我们从立像角度琢磨纸的正负形，又从自己的经验

中提取物象的形象加以还原，所以在欣赏抽象的剪纸

艺术时不仅能领域到作品内容、还原作品表达的情感，

还能以极为还原、贴近作者的方式欣赏作品。

在西方的焦点透视法则中，艺术作品的创作视角

一旦被作画者确立下来，那么它则终生固定，从架上画

到博物馆，不论放在何处，它像一个格式化的图像像素

自带一个空间与角度且并不为外界所动。乔治·罗列认

为：“中国透视包含了横向移动的概念，不仅使用眼睛

观察对象，而且调动了全部感观以及精神力量去体验

客观对象。”多位艺术家把这种绘画关系称为散点透

视，认为画中不存在唯一一个灭点或者说根本不存在

灭点，大卫·霍克尼认为中国人的散点透视法就是摈弃

了“灭点”的观察方法。在剪纸作品中，大都以这种创作

方式完成作品，因为我们使用的并非是深入画法，而是

“推画法”，像写文章一样，一点一点使这件事、这个物

完整起来，让它成型，使它完整。“制作”一个东西时，这

件东西就是思维与观看的全部，它就是透视的终点，是

创作的全部。

那么如何欣赏这种散点透视的艺术作品呢，我们

以剪纸作品《五毒》为例，用中国理论家王伯敏的“七观

法”为观看步骤：

第一，步步看。这是按一定活动方式的观看方法，

像行走一样，像围观一样。在剪纸作品《五毒》中，五种

动物瞬间变得巨大，我们需要用眼睛“围绕”般观察它

每一根汗毛，每一个肢体部分。

第二，面面观。步步看是指“线”的观察活动，而面

面观则是指面的观察，我们和创作者将观察到的每一

个部分组织到一张图画上来。

第三，专一看。随着眼睛的移动，停在某一个地方，

自己随心所欲地控制着观看的时间。想看哪里就看哪

里，而不是以西方灭点作为绘画的固定终点。

第四，推远看。沈括《梦溪笔谈》称之为“以大观

小”。例如在五毒与花卉的关系问题上，库淑兰推远了

花卉植物，本该隐藏在花丛中的五毒与其形成平行关

系，互不遮挡，这种推远法下的观看是合乎审美的。

第五，拉近看。这种方式应符合“远人无卧”，即看

不清距离我们很远的物象，但在《五毒》作品中，创作者

将远处的动植物排列在画面上方，离我们近的排列在

画面下方，抛却了自然物象的距离阻挡，实现了观看时

的最佳体验。

第六，取移观。这是不以视线远近发生变化的一种

透视法，以步步有景的观察方法，以近推远，以远拉近，

避免生活中因成角透视形成的景物难以协调处置，最

终达到画面的统一

第七，合六远。“名工绎思挥彩笔，驱山走海置眼

前。”即在作品的创作中要有完全的主导意识，使有限

的画面表现出无限的景色来。

焦点透视的图像只保留了一闪而过的一个片段，

但真实的人的眼睛需要时间来看，首先看到什么，其次

看到什么，最后看到什么，随着时间的前后接替，空间

由此产生。霍克尼认为欣赏的时间越长，脑子里形成的

空间就越大。所以画家的野心不在于放大尺幅，而在于

于方寸之间表现天地古今，还原人眼真实的观看。贡布

里希认为，绘画空间在再现问题时以颇为夸大的程度

占据了艺术家的注意力，同时时间及运动在再现问题

时却莫名其妙地被一再地忽略，时间与空间结合在一

起才会有物质的运动。绘画如何使时间停止，如何开辟

出另一个洞穴供我们停思与幽居，它里面包含了时间、

空间，包含了无数次的观看、端详与经验。每一次的观

看都是回溯瞬间，超越已经过去的时间与空间。

叙事情节的产生是因为时间在空间内的持续性移

动，这种移动是靠时间的推移或是同一角色异时同构

完成的，贡布里希曾在《艺术与错觉》里说到因为时间

的表情和个人的相貌印象仰赖着静态的表征，同样也

仰赖着运动，艺术必须把必要的信息全部集中于一个

静态的物象，以补偿时间的丧失。在库淑兰的剪纸作品

《姑娘爱我石榴情》中，作品以一幅图像表述了一个故

事：一个女子的丈夫在前一年十月出门后，到次年三月

都不见回来，女子苦等无果后只能去庙里烧香，祈愿归

来。库淑兰把这样精确的时间性故事揉杂在她的作品

里，用石榴花、烧香炉还有丈夫这几个形象以线索的形

式阐明故事内容，以排列布阵的方式将事件信息的时

间性安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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