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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白族剪纸的创新发展研究
□ 李娅维

摘 要：白族剪纸是白族人民的一项传统手工技艺，内容以居家装饰和刺绣花样为主。白族剪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一种的重要表现形式，作为中国非遗项目之一，具有独特的民间艺术魅力。本文探讨了白族剪纸在现代化背景下的

传承与创新，以白族剪纸州级传承人杨亚辉为采访对象，使用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从白族剪纸的历史、变

迁、创新 3个方面了解了白族剪纸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与思考，探讨白族剪纸在创新中的表

现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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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白族剪纸的传

承与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和考验。为了更好地将

白族剪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必须注意继

承与创新的平衡，积极探索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传承

和创新思路，进一步拓展白族剪纸的社会价值和经济

价值，以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关于白族剪纸的历史起源，有多个学者在研究中

发现其存在不同的观点，分别为“本土诞生说”和“中原

借鉴说”，云南艺术学院张晓醒学者对这两种观点持中

立态度，而大理州博物馆馆员陈萍认为“白族剪纸可能

产生于南诏晚期或大理国时期”，她的文中以四川成都

出土的文物《梵文陀罗经咒》为研究对象，属于“中原借

鉴说”的观点。同样大理大学的学者杨娜也赞同陈萍的

观点，在《大理白族剪纸的人类学研究》一文中提到“目

前尚未由出土文物和可靠的史料能够证明白族剪纸诞

生于西南边疆本土”，推断白族剪纸的传承至少有 766

年以上的历史，经历了多个世纪的演变而保留至今。悠

久的历史给白族剪纸增加了特殊的艺术特点和文化内

涵，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价值。

笔者此次通过采访州级剪纸传承人杨亚辉，从传

承人的视角了解了白族剪纸家族传承的历史。在跨度

一百多年的家族历史中，白族剪纸在杨氏家族中的四

代女主人中是如何传承下来的。根据时间的发展顺序

可确定太奶奶为第一代传承人、奶奶为第二代传承人、

其母杨慧英第三代传承人、传承人杨亚辉为第四代传

承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了解白族剪纸从生计方式

演变为地方文化符号的过程，在传承人家族中体现了

出来。在国共战乱的时代背景下依靠做女红养家，为了

家人的温饱把剪纸从爱好演变成维持生计的方式，并

在当地流传起来。第二代处在改革开放时期，外出打工

没时间做剪纸，把一些老绣样和剪纸样品保存了下来。

第三代杨慧英剪纸工具随身戴在身上学习，农闲时候

或者农忙休息的时候就用剪刀学习剪花样。在赶集的

日子就去卖剪纸花样、画枕套绣样等等，一定程度上把

剪纸作为事业来经营，并成为了白族剪纸的省级传承

人。州级传承人杨亚辉从孩童时期起就不仅学习剪纸，

还在求学期间专注于学习美术功底和广告设计知识，

学业有成后，把毕生所学投入到了剪纸的传承和创作

上。2016 年成为州级传承人，2017年在大理古城成立

工作室，其主要工作是利用剪纸制作成为文创产品、刺

绣作品、个人展品等等，将不同类型的创新作品出售给

喜爱的群众，把剪纸作为地方文化符号传承了下来。

白族剪纸在白族民俗中的特色应用主要归纳为两

大类：一类侧重于“人事民俗”，另一类侧重于“神事民

俗”。在“人事民俗”上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把白族刺绣纹

样的底样剪出来贴在布上，作为刺绣的前期准备工作。

剪纸主要分为三种类型：植物类、动物类和人物类。常

见应用于香包、鞋样、服饰、帽样、窗花上居多，这些纹

样也有一定的价值含义，不同的纹样组合具有一定的

价值寓意。人们把自己的祝福和期盼寄托在剪纸纹样

中，以期实现趋吉避凶的美好愿望。民间剪纸作品在许

多地方运用谐音、象征等方法来表现作者的情感。例如

蝴蝶纹样的应用和寓意是：当地人相信如果家里养的

花吸引蝴蝶飞来，说明这家人有福气。应用于服饰上的

就是在小孩的裹被上半部圆边上的纹样或者小孩帽子

上用的绣样，寄托对孩童平平安安、长大成材的美好期

望。应用于装饰上的就是枕头上的绣样，是家庭富裕的

家庭给儿女准备嫁妆上使用的，或者待嫁女孩子自己

绣的枕头绣样，寓意夫妻情深；同时，蝴蝶在当地还有

美丽的神话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喜爱这个故事

所以有了夫妻间的感情或子嗣繁衍的美好寓意。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审美的变化，传统白族剪

纸融合现代审美创造出了新的作品类型。如文创作品

《五只瓦猫》，传统瓦猫是民房屋脊上的装饰品，瓦猫虽

被冠以猫名，但却寓虎于猫，取虎凶猛无畏之意，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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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保家镇宅的目的。作品主题参照瓦猫的形象，加入了

毛笔与书本、桃花与爱心、梅花与金元宝、毛笔和如意、

山茶花与寿字等纹样的组合，分别有着金榜题名、广结

善缘、招财进宝、吉祥如意、福寿双全等新的寓意。

在时代和科技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四代人的剪纸

地点和剪纸方式有了明显的变化，前三代人均用手工

剪纸。发展到杨亚辉这一代在创作中加入了刻刀等工

具，将一些需要精细打磨的作品用刻刀来辅助完成，同

时加入了现代化设备———雕刻机，形成机剪。机剪主要

应用于量大常用的纹样上，普遍是卖给当地人，由于当

地人做刺绣的纹样比较常规和简单，数量又非常大，手

工剪时常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所以改用机剪的纹

样。考虑到当地人常用的纹样为了便于时间成本和价

格的管理，杨亚辉和她的母亲决定只对当地人提供这

种机剪作品。而卖给游客或教育传承的则使是手工剪

纸作品，坚持传统剪纸在技艺上与时俱进，促进了白族

剪纸的现代化发展。

目前剪纸品种繁多，但总体分两类：祭祀类和装饰

类。祭祀类占比不大，主要是装饰类作品。装饰类作品

应用于书签、摆件、香囊、白族服饰、刺绣、包包等等文

创工艺品。

将白族剪纸向市场化推广，在发展和创新中笔者

分为几个方向进行了总结，一是剪纸元素的增加，如在

传统剪纸作品上添加文字剪纸，在剪纸元素的广告设

计中加入文字创新；二是产品的定制，如以婚纱照照片

定制剪纸作品，从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从一位顾客定制

剪纸版全家福得来灵感，对应需要定制的照片进行剪

纸创作并在基础上加入了个人创新。这个灵感应用在

婚纱照定制的尝试已经成功并通过抖音等平台进行了

推广；三是表现形式的多样，使剪纸作为一种表达符

号，成为剪纸元素，应用于商业广告、政府宣传和影视

作品上等等。通过不断地摸索，杨亚辉不仅在与企业的

合作中使用亚克力材料把剪纸元素结合贴了上去，做

出了优秀的宣传作品；同时也与政府宣传部门合作，

“我们手工给他们剪，剪完了之后他们把它（剪纸）扫描

下来，再做一些调色，然后作为广告牌来使用，像我们

下关的三岔路口（广告牌）基本上都是从我家剪出来

的。”传承人杨亚辉的创意为剪纸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

不同的道路。

面对现代化带来的挑战，为了更好地传承白族剪

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剪纸在政府扶持和传承

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杨亚辉作为传承人在剪纸传承上

不仅在创新性的发展中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也把在广

告公司的一些工作经历的经验呈现在了剪纸作品上，

创造出了一些切合时代的主题和迎合消费群体的创新

剪纸作品。

笔者对本次田野调查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与思考，

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白族剪纸的传承遇到了一系列

挑战，社会环境的变迁，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和文化多元

化的影响，造成了一部分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忽视，白

族剪纸也面临着失传的风险；市场化发展不完善，导致

白族剪纸在当今市场中的定位不够明确，与其他民间

艺术品的竞争力不足，难以实现剪纸的商业化。

针对不同的消费人群应采取不同的文创产品和服

务。工作室的宣传效果有限，更依靠朋友和媒体的推荐

宣传，缺少稳定的宣传渠道。笔者认为：首先从年轻人

的角度，考虑使用哔哩哔哩、抖音等年轻人多的互联网

平台进行宣传，使用以剪纸为主题的账号来运营直播，

主要是为了增加年轻人对白族剪纸的喜爱，影响受众

的审美观念。做到先有人喜爱，使人们深受其文化感染

后再间接营销，达到喜爱群众长期稳定增长的目的。其

次，40～60岁这个人群，一般处于家庭稳定或者事业有

成的阶段，对审美有了一定个性化的理解。建议是走高

端定制路线，打造与客户相匹配的定制服务和产品，拓

宽剪纸的生存空间。最后，将传统白族剪纸打造为创新

型产业。通过与高校师生合作的方法，有偿让学生学生

设计，以期了解与年轻人喜好相关的剪纸刺绣产品，打

开市场需求，提升销量。

在本次田野调查中，笔者认识到了白族剪纸非遗

传承下的现状、白族剪纸未来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等等。

白族剪纸在历史的长河中留存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和

记忆中，是白族特殊的传统文化之一。面对科技的高速

发展，年轻人对个人喜好的不断追求，传统文化的提倡

和宣传等等，白族剪纸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走出自己的

一条路需要进一步的尝试和探索，才能使白族剪纸更

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和市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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