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 信息 No . 11 2023

纸论坛 Paper Forum

广西全州民间剪纸艺术活态传承的路径思考
□ 韩金龙 朱润彬 赵明月

摘 要：文章介绍了当前全州民间剪纸活态传承亟待解决的传承结构断层、资金保障不足、新兴工艺冲击、城镇

化趋势影响、数字化保护较弱等主要问题；提出了新形势下力求实现广西全州民间剪纸艺术活态传承的重点举

措：健全申报机制、落实财政支持、顺应市场需求、助推“文旅”融合、搭建数字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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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民间剪纸艺术是由北方中原人南迁时传入并

延续发展的，迄今已有近 160年的历史；其在传承和

弘扬过程中深受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的影响，逐渐形

成了既能彰显北方剪纸的纵横恣肆、豪迈之感，又颇

具南方剪纸精雕细琢、栩栩如生之态的独特的桂北艺

术风格。

《全州县志》记载：“全州县内人民素有观灯、

玩灯的传统习惯，尤以春节、元宵为盛……此外有牌

灯，画有骨牌或纸牌图案或人物、鸟兽、花卉等”。

全州民间剪纸艺术是由全州民间劳动者运用独特技法

在纸上制作镂空纹样，多用于装饰和美化生活、参与

民俗活动的一种民间手工艺术。据史料记载，全州民

间剪纸艺术于明代中期得到发展和普及，直到清代道

光年间才得到广泛推广。全州民间剪纸流传至今，题

材丰富、形式众多且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在以自己

独特的艺术魅力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形成了广西桂

北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和深厚的价值底蕴，彰显出桂

北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全州民间剪纸艺术源于北方之说，主要有以下三

点原因。一是据翦伯赞编写的《中国史纲要》所述，

秦始皇（赢政）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年），曾下令

攻打百越地区，征战期间为解决军饷运输问题，监御

史曾率领士兵于湘水、漓水间开凿灵渠，疏通了长江

和珠江水系的交通。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年），秦

王攻克西瓯（主要分布于如今的广西柳江以东、郁江

以北、湘漓以南和西江以西的广大地区），并派遣几

十万北方百姓移居南越、西瓯地区与越人杂居。由此

推断他们的后代很可能继承并延续了从北方地区流传

过来的民间剪纸艺术（据相关文献记载，隋唐时期，

北方民间剪纸工艺已趋向成熟，在宋朝时达到鼎盛）。

二是全州地处湘桂古道，是南北方文化交融的聚集

处，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很早就受到湘楚文化和

中原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三是查阅正史记载，属全州

籍贯的以蒋冕（明代，嘉靖年间任内阁首辅）、谢济

世（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的名御史）、赵炳麟（晚

清时期的名御史）为代表的官员往返于南北方之间，

承担着福国利民的重任，其家族、门生和仆人很有机

会将北方民间艺术传播开来。

当前，广西全州民间剪纸艺术的活态传承主要面

临传承结构断层、资金保障不足、新兴工艺冲击、城

镇化趋势影响、数字化保护较弱等问题，这些问题亟

待解决。

广西全州民间剪纸艺术的传承主要有家族制和师

徒制两种形式。当前，全州民间剪纸非遗传承人唐爱

春老师已有 64岁，虽然唐老师一直致力于将全州剪

纸发扬光大，但毕竟年岁渐长，推广全州民间剪纸的

范围有限。除此之外，申报条件太高也成为培养非遗

传承人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难题。根据 2019年 11

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细则可知，这种

需经政府层层审核的申报流程较为繁琐、审核周期较

为漫长。大多数符合条件的民间手工艺人年龄普遍较

高且文化程度偏低，无法完成如此复杂的申报工作，

结果往往也就不了了之。

广西全州民间剪纸非遗传承缺乏系统完备的组织

机构，受到场地等硬件设施不足的制约，究其根本是

缺乏专项资金保障。目前，全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保护中心仅招投标项目一次，基金扶持力度有限，

且保护基地内不仅专职人员少，更没有与之匹配的研

究专家。另外，有关全州民间传统工艺的非遗博物

馆、珍藏馆中还存在作品收藏不全、陈列摆放零散、

宣传推广不足、研究调查不充分等现实问题。上述问

题皆与当地资金保障不足有关。

新兴工艺的崛起对传统手工艺的打击更为致命。

广西全州民间剪纸技艺近年来受到西方“快时尚”

“极简风”等潮流文化的冲击，地位已岌岌可危。新

型工艺趋势下，批量生产的机器剪纸成品大规模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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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传统的手工制品，这种剪纸产品有着生产成本低、

制作周期短的优点，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对传统民间

剪纸技艺的赓续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城镇化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到达一定高度后必然

发生的一种社会形态转变趋势。城镇化的推进使全州

青年逐步向城市迁移，大批青年人才的流失和留守老

人问题导致民间剪纸技艺无法得到更好的融合创新，

始终被圈在全州县及周围地区，难以进行进一步的传

播与推广。

当前，广西全州民间剪纸艺术的发展还面临数字

化发展不足、非遗数据库不完善、博物馆资料不充

分、图片影像资料稀少等难题，甚至没有一部记录完

备的全州民间剪纸著作。另外，全州民间剪纸的展示

形式仅局限于传统的线下和线上展览，且多数为重大

文化节日时与其他传统艺术的联合展示。除此之外，

全州民间剪纸艺术的线上展览依旧是图片和文字解说

相结合的模式，缺乏创新，展示形式和艺术效果过于

老旧，相比于其他地区融合了 VR、3D技术等的数字

化展览，仍有提升空间。

针对广西全州民间剪纸艺术活态传承中的现存问

题，通过健全申报机制、落实财政支持、顺应市场需

求、助推“文旅”融合、搭建数字平台等，可以有效

实现广西全州民间剪纸艺术的活态传承。

针对培养广西全州民间剪纸非遗传承人的区域局

限性问题，相关部门应切实增强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和

申报流程，着力优化申报条件、完善申报制度，通过

多部门联动，加大宣传关于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及申报

流程。另外，针对民间艺人及特殊人群应采取灵活认

定方式，精简审核申报制度。

积极发挥政府在非遗传承和保护项目上的主导作

用，扎实落实对广西全州民间剪纸非遗传承人的培养

方案和资金扶持。解决好场地设施、专职研究专家、

传承人福利补贴和宣传推广等问题，调动民间手工艺

人的工作积极性，给予其完善的后勤保障，是促进全

州民间剪纸非遗传承和保护的当务之急。

广西全州民间剪纸艺术的未来发展路径应顺应市

场经济改革，将概念性的民间传统文化逐步向市场经

济效益过渡发展，进而形成一个系统完备的市场化产

业链。在新形势下，应从传统工艺的设计理念中脱离

出来，结合时政与社会热点，融入现代化的时代特

征、人物故事等元素，寻求创新思路，研发具有实用

功能、审美功能和价值功能的新型文创产品，从而推

动广西民间剪纸艺术由“指尖技艺”向“指尖经济”

转化。

桂林市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名，其旅游

业一直是国内行业中的翘楚，全州县龙井村景区又被

称作“小九寨沟”，吸引了大量慕名而来的游客。全

州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应合理利用本土自然资

源，将全州民间剪纸艺术的衍生品与当地旅游业有机

融合起来，发展具有区域民族特色的艺术文化产业，

促进市场经济和民间传统工艺的协同发展，这对全州

民间剪纸艺术的活态传承具有突破性作用。

立足于新时代，要大力开展广西全州剪纸艺术的

数字化保护工作，将现代化数字技术投入到全州民间

剪纸的非遗传承和保护中，完善传统保护机制中所遇

到的关于图像信息的收集、整理、存储和展示等问

题，最大程度地保留全州民间剪纸艺术的艺术特征、

文化内涵和价值底蕴。一方面，鼓励学者积极展开田

野调查工作，使用摄影、扫描、录音等现代科学技术

将全州民间剪纸技艺的图像、影像、制作过程和与非

遗传承人的交流、访谈及其对技法的讲解归纳整理出

来，并转化成数字文档存入非遗数据库。另一方面，

打造虚拟数字平台，让公众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欣赏传

统民间技艺的独特魅力，解决线上或线下单一的传统

展出模式。同时，利用 3D、VR 等现代技术进行辅

助，为受众提供优质的情境体验，唤醒其对传统手工

艺术的保护观念和地方民俗文化的传承意识。

在新时代科技领域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必须

重视广西全州民间剪纸艺术的传承发展问题，在实践

中提出问题，积极讨论相应的举措，并贯彻落实解决

方案，从而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新的生机。

基金项目：2023年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

“广西全州民间剪纸艺术的活态传承研究”（项目编

号：YCSW2023466），项目负责人：韩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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