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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剪纸艺术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策略探究
□ 薛人辅

摘 要：民间剪纸艺术是最古老的民俗艺术形式之一，在中国民间有着深厚的发展基础。文章在简要概述民间剪纸

艺术设计思想的基础上，从助推剪纸艺术与平面设计有机融合以及剪纸艺术与室内装饰有机融合两个角度入手，讨

论了民间剪纸艺术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策略，以期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艺术的同时，实现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

有机融合，使传统工艺绽放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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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是传统艺术的核心体现，是在中国民间形成

的一种美术形式。将其融于现代艺术设计，可以丰富不

同艺术设计行业，也能使艺术设计始终保持民族特色，

从而向全球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光彩，助推中国快

速提升文化软实力。民间剪纸艺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利用其丰富的艺术设计模式，助推设计师从剪纸艺

术中探寻灵感，进一步提升艺术设计的表现力与生命

力，促进中国艺术设计迈向新的发展台阶。

剪纸艺术在中国的出现时间较早，中国祖先曾在

远古时期就用影子进行外形装饰。后期考古学家曾在

各种材料上发现祖先的艺术技法，随后逐渐产生了雕

刻和剪纸等不同的表现模式。例如，中国曾在原始洞穴

中发现岩画，这都是剪纸的雏形。随着时代的不断发

展，中国的民间剪纸艺术也逐渐变得丰富和精湛。最早

古人利用金和银进行剪裁，但由于成本较高，因此后期

人们就利用丝帛剪裁以制作各种花样。直至宋代剪纸

技术趋于成熟，而至明清时期，此项传统艺术已在特定

地区形成了相应的节日活动。例如，部分区域会在春

节、二月二等举办剪纸活动。剪纸已经逐渐成为了不同

区域的民俗活动，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强化对民间剪纸艺术的了解和认知，发现其设计

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绘事后素。绘事后

素是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对美的一种阐述。在孔子的阐

述中绘事是因装扮而凸显美丽，而素则是指一种天然

的美。所谓绘事后素能体现出剪纸的设计思想，也能体

现出古人的文化追求。其次，删繁就简。删繁就简最早

是指利用简单的笔墨来呈现丰富的内容。例如，最早中

国画在绘画兰竹时，便采用删繁就简的模式，虽然在绘

画兰竹时没有细枝密叶，但仍能从其挺拔之姿中感受其

风骨。最后，宜设而设，精在体宜。此是指在民间剪纸设

计的过程中会因地制宜，采用宜简不宜繁的设计模式。

3.1.1 加强对剪纸意象造型的利用

在平面设计过程中助推民间剪纸的相关意象造型

融入平面设计，丰富设计模式，提升设计的艺术感，可

以实现现代艺术设计的创新发展。首先，加强对象征艺

术的利用。象征艺术利用隐喻模式来表述多元事物的

内涵，其会赋予设计以生命力。民间剪纸造型中的许多

符号充满了象征意味，蕴含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设计师可以借助相关的吉祥符号，推动艺术设计的创

新和优化。例如，工商银行的标志是以古代的钱币图像

为基础，并用工字置换钱币的方孔，以凸显标志的文化

内涵。且其对标志内工字的处理，也能体现出银行和客

户平等的依存关系。其次，将比喻式造型融入平面设

计。剪纸中比喻式造型的利用频率相对较高，人们会在

看到图片时产生联想，以此能够赋予作品生命力。设计

师可以基于时代的发展，利用多元主体情感进行平面

设计，以此来提升平面标志的趣味性。例如，中国邮政

的标志是对汉字“中”和成语“鸿雁传书”的有机融合，

其造型具备较强的丰富性，展现了中国邮政的实干宗

旨。最后，将联想造型应用于平面设计。设计师在平面

设计的过程中要加强对剪纸造型的科学化利用，利用

联想式模式进行艺术创作，可以在丰富平面设计的基

础上展现标志的内涵。例如，中国联通的标志来源于吉

祥结，其暗含着对公司事业的美好期待，且整个图案洋

溢着喜气与祥和的氛围。

3.1.2 加强对剪纸时空造型的利用

民间剪纸艺术具备较强的丰富性，在艺术设计的

过程中加强对剪纸时空造型的利用，既能用全新的修

饰手段来设计多维形象，也能为观看者带来新的体验

和感受。首先，借助剪纸的形式感，表现平面设计的形

式自由。现代平面设计造型丰富多彩，设计师会随着设

计主旨来选择相关的构成元素，以形成新的造型。在借

助民间剪纸艺术拓展创作思想时，可以将传统剪纸与

现代时尚有机融合，打造全新的艺术感受，争取在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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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过程中加强文化传递。例如，中国在设计艾滋病

的相关公益广告时，设计者将安全套与民间剪纸艺术

进行了有机融合，并将代表爱情的鸳鸯融入图案中，希

望打破传统公益广告的设计模式，强化自由化表达。其

次，助推不同时空事物的有机融合。在传统平面设计的

过程中，设计师会利用拼接艺术来实现多种艺术的有

机拼接。而将剪纸设计融入平面设计时，可以适当地促

进剪纸艺术与现代元素的概括化融合，并提炼出不同

物象的核心要素，借助巧妙的组合演化为新的平面标

志。例如，电信公司在设计平面宣传海报时，将手机和

剪纸艺术有机融合，并基于传统谚语“喜上眉梢”进行

不同时空元素的组合，以此来提升宣传效果和视觉震

撼感。在平面设计的过程中，加强对剪纸时空造型的利

用，既能推动平面设计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又对设计师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设计师需充分理解剪纸艺术，也需

加强对不同时空元素以及剪纸造型的透彻理解，才能

基于源远流长的传统剪纸艺术，赋予艺术设计以新的

生机与活力，提升平面设计的艺术性，助推中国艺术事

业迈向新的发展台阶。

3.2.1 强化科学借鉴，争取实现化简去繁

在将剪纸艺术与室内装饰有机融合时，需加强科

学化借鉴，从多维角度入手争取实现化简去繁的目标，

助推室内装饰设计与时俱进地发展。首先，在加强借鉴

的过程中将剪纸元素融入室内设计。例如，设计师在室

内装饰设计的过程中，可以将剪纸元素应用于墙面或

隔断等部位。直接利用剪纸元素时可以基于不同区域

的功能采用不同的图案，以此满足使用者的心理诉求。

中国民间剪纸图案相对多元化，适用于墙面装饰的造

型也相对较多。例如，常见的八骏图和龙凤图的应用频

率相对较高，而在借助民间剪纸艺术进行室内设计时，

多采用吉祥图案，希望凸显室内的喜气氛围。在设计时

设计师可以对剪纸的色调进行调整，基于装饰风格采

用相关的图案类型，以此实现剪纸艺术和室内装饰的

有机融合。其次，借助化简去繁的形式加强对剪纸造型

的概括性表达。剪纸艺术具备较强的多样性，将其融入

室内装饰设计，既可以将其应用于墙面装饰，也可以从

剪纸造型中进行造型提炼，并对相关的构成元素进行

再次创造，以此构建中国风装饰。以近些年来热度较高

的简约装饰风格为例，其装饰设计追求简单凝练，此时

可以借助化简去繁模式来加强对剪纸艺术的应用。例

如，设计师在设计时可以加强对意境的表达，争取用多

种材料进行有机融合，加强抽象化提炼，以此凝结剪纸

纹样的精髓，并将具象造型融入设计。

3.2.2 运用传统图案，加强对多维空间的关注

在室内装饰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可以加强对传

统剪纸图案的利用，也可以加强对多维空间的关注，以

此提升剪纸艺术融入室内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拓

展设计模式，优化设计理念。首先，在利用传统图案设

计时，设计师可以适当地在家具与隔断中利用剪纸元

素。以隔断为例，隔断一般会基于空间功能将特定的空

间划分为不同部分。设计师可以借助剪纸元素加强对

隔断的设计，并用于室内玄关和推拉门进行装饰，以此

提升空间的通透感。从民间剪纸中提炼的造型元素充

满了文化意味，将其应用于屏风设计，既能提升空间的

灵活性，又能增加设计的艺术性。其次，加强对多维空

间的关注。民间剪纸多为平面造型，为实现其与室内装

饰的科学化融合，可以加强对二维空间或三维空间的

有机利用，借助多元化的剪纸造型，打破传统设计的局

限，以提升剪纸造型的应用价值。例如，设计师可以在

设计时加强对空间要素的提炼，将点线面融入不同的

设计中，组成不同的形状，以此提升空间生命力。例如，

设计师在室内设计的过程中，可以促进剪纸元素从地

面向墙面延伸，增加对观者的视觉冲击力，使观者在进

入房间时犹如进入一个崭新的环境。在利用剪纸元素

进行色彩延伸的过程中，设计师需注重颜色搭配，既要

提升造型表达的灵活性，也应在区分不同空间时，确保

各元素相互协调，以形成多维视觉效果。值得注意的

是，设计师在设计时，需加强对多元要素的科学化梳

理。传统图案应用于多维空间不是指相关要素的简单

叠加，而是要将其融合为一个整体，以提升室内设计的

艺术性。为此，设计师在透彻理解剪纸造型时，也需加

强对相关设计元素的科学化利用，争取生成全新的设

计理念，以提升室内装饰的协调性和艺术性。

综上所述，将民间剪纸艺术应用于平面设计和室

内装饰等方面，有利于中国设计行业核心竞争力的增

强，也能彰显出设计作品的文化内涵，以此赢得消费者

的青睐。设计师在借助民间剪纸艺术增加设计亮点时，

也需加强对传统艺术的现代化表达，确保在艺术创作

的过程中加强对传统民间剪纸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并

对其展开适当的创新，但也要充分尊重民间艺术创作

者的智慧结晶，在尊重文化的基础上提升现代设计的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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