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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统剪纸艺术传播与传承模式创新的思考与探索

———以浙江外国语学院艺术剪纸社实践团队为例
□ 屠斯语

摘 要：近 3年来，浙江外国语学院艺术剪纸社的实践团队在不断思考与探索传统剪纸艺术传承与传播模式的创新

方式，从时事热点、大众喜好、地域特色等方面出发，面向社会及中小学创新开展了研学与展览活动。笔者从团队负

责人的角度回望过去的实践探索，总结归纳了传承创新的模式与通过传统展览与时代气息结合的传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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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在未来 5 年里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需要

坚定不移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传统剪纸作为世界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进程中推进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

支撑之一。高校学生是推进社会发展最有生命力的力

量，在此背景下，浙江外国语学院艺术剪纸社（以下简

称我社）成立了实践团队，不断探索大众喜闻乐见、寓

美育于生活的传承与传播模式。

高校学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有独特的

群体优势，且具有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面和较强的学

习新事物的能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非物质文

化遗产技艺濒临失传，青年人的缺席可能会导致非遗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断代。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在此契机

下，我社指导老师钱海琴带领 9名对于传统剪纸抱有

极大热情的社团成员成立了实践团队，并以该团队成

员为基础，在之后两年里不断纵向、横向吸纳不同年

级、不同学院的传统剪纸爱好者。团队成员较普通社团

成员剪纸专业性更高，较精简的队伍也更有利于后续

传播与传承活动的策划与落实。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

多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并“坚持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团队聚

焦大众关注的话题与生活习惯，同时希望借助信息化

手段，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模式，以传播促传承，以传承

促创新。

2.1.1 依据大众长期关注的时事热点

在信息化社会，大众接收的信息瞬息万变，无论是

官方媒体平台还是休闲娱乐平台，热点话题每天都在

发生着变化。受制于传统剪纸的手工特点以及团队成

员有限的精力，团队放弃了对于每日热点的追踪，通过

关注与分析媒体动态，转而选择一段时间内大众长期

关注的热点话题。

就近 3年而言，团队选取的热点话题有抗击疫情、

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杭州亚运会、党的二十大等等。

2.1.2 依据不同的地域特色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受千年儒家思想的影

响，对故乡的热爱自古以来就根植于国人心中，人们对

于自己家乡的关注度与认同度较高，更喜爱与自己的

生活息息相关的作品和活动。因此，与自己家乡文化相

关的活动更容易吸引周边民众，更容易其增强文化认

同与文化自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方水土都有独一无二

的文化底蕴。团队将地域特色与剪纸活动相结合，潜移

默化地将剪纸文化带到了民众身边。

2.2.1 依据信息化媒体平台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展览形式也更加多样化

了。线上展览的便捷性与易传播性是线下展览无法比

拟的，但线下展览的沉浸式体验感与面对面观赏的信

任感是线上展览所不可及的。因此，团队采用线上、线

下展览共同开展的方式，并通过线上新媒体平台来丰

富线下展览的传播渠道，吸引了更多外来人员前来观

展，在充实大众精神世界的同时也提升了其社会经济

效益。除此以外，团队借助公众号平台开展公益课堂，

传播一些简单的剪纸知识和技艺，有助于剪纸文化的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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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依据文创盛行的环境

当下文创产业盛行，各年龄段对于文创产品都有

较好的接受度与喜爱度，青少年较为喜爱文具类和饰

品类文创产品，如书签、耳钉、纸扇等，而中老年人更喜

爱生活类文创产品，如挂历、围巾、抱枕等。

团队以文创产品为形，以非遗剪纸为魂，将二者有

机结合进行设计。同时，团队与肖四女翘脚牛肉餐饮店

及芳菲四季企业合作，在较繁华的商区通过易操作的

热转印新型剪纸技术开展了文创制作的体验活动。

3.1.1 高校非遗社团“学习—研究—传承”模式

高校学生社团是我国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也是高校学生走向社会、与各行各业沟通交流的媒介。

我社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传承非遗文化为主旨，承

担着向当代高校学生宣传、弘扬中国传统剪纸文化的

重要责任。

我社指导老师钱海琴是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剪

纸艺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民间艺术研究会剪

纸分会副会长，对剪纸艺术的技艺和教学有一定的学

术研究，社员们能够从中学习到较为专业的剪纸文化

和技艺。

此外，我社团队以美术学（师范）专业的学生为主，

具备一定的剪纸专业知识，通过先学带动后学的模式，

一同探讨研究非遗剪纸传播与传承的创新。

在假期，我社团队以社会实践的形式联结幼儿园

及中小学学生，开展公益剪纸课堂。我社团队曾在长兴

县李家巷镇中心幼儿园开展“大手拉小手”趣味剪纸教

学，与学军小学小鲤鱼中队的部分同学通过“现场教

学+手工制作 +读书会”三合一的方式开展过活动。

通过社团专业学习、社员探讨研究、公益课堂传承

“三步走”形成了“学习—研究—传承”模式。

3.1.2 提高创作形式的趣味性与多样性

非遗剪纸传承的创新可以从题材、形式、工具材料

或教学设计等方面进行改善，我社团队主要在工具材

料和教学设计上做出了改变。

在工具材料上，我社团队采用二代热转印彩纸代

替了普通的彩色宣纸，前期创作步骤不变，但在装裱这

一步作出了变化，将装裱的底衬由硬卡或卷轴变为 T

恤衫、香囊、杯垫、挎包等布面生活用品，将刻制完成的

作品通过热转印压印机转印于布料上，制成剪纸纹样

的文创产品。

在教学设计上，我社团队尝试采用多人共创的形

式，组织 2～4 名人员共同创作一幅较大的作品，让参

与人员既感受到一定的趣味性和成就感，又能在专业

技艺上有所收获。

3.2.1 通过传统剪纸展览展现时代主题

展览是文化与艺术传播的基本途径之一，具有传

播与教育的职能。我社团队融合线上展览与线下展览，

依据大众长期关注的时事热点进行剪纸创作，赋予了

传统剪纸艺术新时代气息。我社团队曾于长兴、滨江、

景宁、宁海等地参与了举办线下“传承非遗文化 坚守红

色根脉”巡展；曾号召校内同学以杭州亚运会为主题创

作剪纸作品，并参与举办滨江宝龙艺术中心“激发非遗

活力创造美好生活”———滨江区 2022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非遗剪纸展。

除此以外，我社团队曾在“浙江外国语学院”“浙外

艺术学院”等公众号平台发布过系列剪纸展览的作品，

在“浙江调查”“中国信息报”等公众号平台也发布了部

分剪纸作品，以此来传播剪纸艺术与剪纸文化。

3.2.2 通过新媒体初步形成社会影响力

我社团队将实践成果线上、线下相呼应。活动在

“光明网”“人民日报”“学习强国”“中国教育在线”“浙

江新闻”“中国青年网”“网易新闻”“今日头条”等 10余

个高质量媒体，“杭州市文化馆”“壹群公益”“浙江外国

语学院”“明珠电视”等多个公众号上发表过作品，受大

众喜闻乐见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热议，近 3年累计报

道 50 余篇，点击率近 200万，点赞量达 3万多，佐证了

我社团队初具“星火燎原”之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

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

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

界文化的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剪纸艺术作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代表性艺术之一，承载着中国优秀

的精神与中华传统美学。

传统剪纸艺术的传播与传承，是人文精神与审美

感受传播与传承的过程，也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推进

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高校学子在承前启后学习

与传承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传播与传承创新的新模式

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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