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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中的豫西南沟村剪纸的传承与保护研究
□ 魏 华 洪 阳

摘 要：豫西南沟村剪纸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剪纸艺术随着自然环境与社会的发展发生了传承环境、传承方

式以及剪纸功能的改变。文章以豫西地区南沟村为例，在南沟村剪纸变迁的基础上，提出其变迁后的传承困境，并对

南沟村剪纸的保护性策略展开讨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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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南沟村剪纸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有着极

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在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冲击着这个古村落的民俗

民居。现有大部分文献多是对豫西整个地区剪纸的艺

术特色、纹样应用方面的研究，针对南沟村剪纸在发展

中的传承保护研究还存在空白。所以，本文研究在社会

变迁背景下南沟村剪纸的传承困境，并提出保护性对

策，以助推南沟村剪纸更好地发展。

豫西陕县南沟村是 20世纪初期有名的剪纸村，但

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豫西剪纸受到城镇化进程、科

学技术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生活得到大幅改

善，人们搬离了窑洞，剪纸传承环境消失，使得剪纸逐

渐式微，走向衰败。2003年的田野大调查，豫西陕县南

沟村、卢氏、灵宝等多地特色剪纸被发现，逐渐被列入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南沟村也被列为国家

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村落。政府开始制定一系列

措施来传承与保护南沟村剪纸，比如成立南沟村剪纸

协会、出版南沟村剪纸相关书籍、开设非遗剪纸培训班

等，南沟村剪纸逐渐发展起来。在此过程中，承载着人

们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南沟村剪纸发生了不同程度

变迁，即传承环境、传承方式、剪纸功能等方面的变迁，

传承环境由原来的“进村不见村，闻声不见人”的窑洞

居住村落逐渐演变为砖瓦房的地上居住空间；传承方

式由家族式传承演变为多元化、社会化传承；剪纸本身

用来装饰窑洞、布置新房的实用性功能也逐渐褪去，发

展为大幅观赏类工艺品剪纸……面对这一系列的变

迁，出现了剪纸艺人流失、传承活力消失以及剪纸生存

空间困难等困境，亟待解决。

不同区域艺术风格的形成，其背后都蕴含着当地

的社会形态与历史文化背景，当地艺人的思维方式、剪

纸习惯形成自己独特的剪纸风格。从南沟村剪纸作品

中不难看出，一方面，手工艺人年龄偏高，普遍在 50岁

左右，只能传承给村里或县里感兴趣的年轻人，年龄断

层严重。更有七八十岁的民间手工艺人因上了年纪，已

经剪不了剪纸了，传承人流失严重。比如南沟村有名的

剪纸艺人任梦仓，因高龄无法握住剪刀，导致其剪纸技

艺失传。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南沟村年轻

人口减少，许多人走出封闭环境去尝试新的职业和技

术，进城打工成了许多年轻人的选择，剪纸技艺传承已

然出现断层。正如南沟村剪纸协会会长任更厚所说：

“现在剪纸制作费事又不赚钱，如今南沟村里的年轻人

都出去打工，不愿从事剪纸。”并且由于年轻人缺乏对

剪纸艺术的了解，情感上的缺失导致年轻人对剪纸艺

术缺乏热情。很少年轻人会剪，创新较难。就目前剪纸

市场现状来看，环境变迁———窑洞、村落的消失导致剪

纸这一非遗技艺出现后继无人的局面。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穿手工鞋，鞋花、枕花、衣服

样花随处可见，都需要裁纸剪样。不仅如此，窑洞内顶

棚、窗户都张贴着黑色的剪纸花样，用来遮阳、保护隐

私、装饰室内，实用性突出。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加快，

如今穿手工鞋的人寥寥无几，伴随着窑洞的消失，窗

花、炕围花、顶棚花等传统剪纸品类的实用环境消失，

这些剪纸迅速消亡。另一方面，一些剪纸爱好者、收藏

者会定制一些大型剪纸艺术作品，剪纸艺人为了生存，

迎合现代审美趋势，将剪纸制作得大幅且昂贵；脱离了

实用特性的手工剪纸使得普通人家消费不起，民间手

工技艺逐渐脱离自己的原生土壤。正如柳宗悦所言，脱

离了实用性就没有正宗的工艺，被评论为鄙俗的实用

性必须得到保护。日常实用性剪纸逐步转变为高昂的

工艺品，失去了民间土壤的剪纸传承活力逐渐消失。

工业化的发展使得民间剪纸艺术被工业化瓦解，

村民生活受到城市、工业的影响，村民的意识也逐渐发

生改变，这导致来自乡土的传统剪纸工艺遭受重大冲

击。民间手工艺人在工业与手工业的夹缝中艰难求生，

生存空间困难。现如今，工业时代的来临让传统手工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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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逐渐被新材料、新技术的工艺类剪纸所取代，传统节

日民俗生活中的剪纸贩卖演变为工艺品销售，出现许

多 3D打印批量生产的仿作，冲击着传统手工艺市场，

许多手工艺人无法实现创收，逐渐改行。南沟村村长任

宝珠说：“剪纸艺人忙活一整年，剪纸拿到镇上卖不出

去，消费者不认可。”传统手工剪纸让位于机械化生产，

在工业时代生存空间变窄；新媒体时代，现代媒体的快

速传播为民间手工艺人提供了交流学习机会，也造成

部分手工艺人模仿抄袭，剪纸同质化严重，剪纸销售

困难。

南沟村剪纸的保护与传承应重点放在传承人身

上。南沟村剪纸传承方式大部分是父子相承或集体授

课模式，传播面不大，传授方式不精，所以，要整合多方

力量，加强对传承人保护的制度建设。当前，建立一套

具有南沟村本土文化特色的传承人保护体系是解决这

一问题的有效措施。

首先，政府可以建立南沟村非遗传承人奖励制度，

为非遗传承人提供便利条件，并且加强对县市级非遗

传承人的培养。组织他们走出去，进行剪纸技艺的交流

与学习，提高他们的剪纸技艺与传承意识；鼓励传承人

利用自身的剪纸技艺带动周围村民脱贫，激发传承人

的传承意愿，为剪纸技艺的传承提供内在动力。

其次，鼓励大众广泛参与非遗剪纸的传承保护，积

极引导社会力量建立社会传承保护机制。笔者通过走

访调研、通过与南沟村省级非遗传承人任更厚的交流

发现，就目前而言，开设非遗剪纸培训班，建立剪纸协

会，将准入门槛降低，发挥社会集体传承优势是完善传

承机制的有效路径之一。但剪纸技艺的传承与保护还

需社会大众进一步广泛参与，深入了解剪纸从构思制

作到成品的过程，体会剪纸文化内涵。

南沟村剪纸的珍贵性就在于文化的不可替代性，

想要把南沟村剪纸继续传承下去，就应使其具有自己

的民俗特色，才能占据剪纸市场。南沟村剪纸风格粗犷

中带有细腻，其尚黑特色最为突出，特别是在婚嫁、节

日礼俗中的应用最具特色，应坚持本土地域风格，挖掘

南沟村剪纸本土文化进行传承，提高本土产品的竞争

力，共同打造具有南沟村地域特色的剪纸产业。

具体而言，陕县南沟村有关部门可以设立南沟村

剪纸自然保护基地，以剪纸为核心，让保护实践与传统

剪纸民俗保护并举。现如今南沟村地炕院已成为特色，

可以设置非遗村落、非遗景区，为南沟村剪纸提供可以

展示的平台，黑色剪纸与地炕院白墙、窗户形成鲜明对

比，具有形式美感。人们还可以利用传统的嫁娶、丧葬、

祭祀活动来招揽游客，形成独有的核心竞争力，让更多

游客和非遗传承人加入，实现双赢局面。

首先，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南沟村剪纸可以与

新媒体广泛结合，利用多媒体平台进行宣传与推广，寻

求多元化发展。例如借助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形式进行

南沟村剪纸的宣传与推广；还可以利用新媒体网络直

播平台对剪纸艺人进行培训，以网络直播形式展示技

艺来吸引观众，达到传播目的；还可以通过直播方式在

网上进行售卖，增加剪纸的销售渠道。这样不仅宣传了

南沟村剪纸，同时还宣传了非遗南沟村村落、地炕院建

筑等民居环境，吸引游客参观。

其次，南沟村剪纸有大量图案与符号，有着属于自

己的文化寓意，这些图案可以进行二次加工与创新，拓

宽销售渠道，进一步延伸南沟村剪纸的价值。比如，将

南沟村剪纸图案应用于陶瓷设计、灯饰装扮设计、服饰

设计、家具摆件设计等，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也可以

将南沟村剪纸制作成半成品，供消费者 DIY 制作；或用

于儿童绘画图书，使之呈现立体化剪纸镂空样式，使南

沟村剪纸得到更好的传承与保护。

作为非遗村落陕县南沟村，其剪纸受城镇化影响，

传承方式、传承功能、传承环境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出现传承人老龄化严重、剪纸生命活力不足、生存空间

缩小等问题。所以，人们要在变迁中保护与传承南沟村

剪纸技艺，建立传承人保护机制、提高剪纸地域性特

色、拓宽剪纸销售渠道，要站在综合性、全局性高度进

行生产性、创新性传承与保护，以此来带动南沟村剪纸

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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