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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间剪纸艺术的地域特色
□ 张双双

摘 要：民间剪纸艺术是一种源自中国民间的传统艺术形式。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文化差异较大，剪纸作为

文化的载体和外在表现，不同地区与民族的剪纸风格有着不同的展现。文章以南北方剪纸代表性地区为例，分析

该地区剪纸的艺术风格，从宏观与微观上对比南北方艺术风格的差异，从而更加准确地认识各区域剪纸的地域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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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作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举之一，是以纸

为材料，通过刻刀等工具在纸上刻画出各式各样的图

案和造型的一种艺术。在中国，剪纸艺术历史悠久，

起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时期，繁荣于明清两代。

剪纸作品通过寓意、象征等手法，传递出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既具有实用价

值，也具有审美价值。此外，民间艺术剪纸还体现着

丰富的民间文化、风俗习惯和地域特色。即便是在现

代社会，剪纸作品依然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和实用价

值，是一种受欢迎的民间艺术品。2006年 5月 20日，

剪纸艺术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2009年 9月 28日至 10月 2日，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上，中国提交的剪纸项目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剪纸作为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呈现出“北犷南

秀”的特点。郭沫若先生也曾说过“曾见北国之窗

花，其味天真而浑厚；今见南方之剪纸，玲珑剔透得

未有[1]。”剪纸的地域特色反映出当地所对应的民间文

化、风俗习惯和审美观。

北方剪纸以粗犷、古朴的风格著称，充满着浓厚

的民俗气息。在题材方面，北方剪纸既传承了传统文

化，又生动地反映出了现实生活。在内容方面，包括

人物活动、花鸟鱼虫、民间传说故事等。北方地区的

民间剪纸，尤其是以山东、山西和陕西地区的剪纸备

受瞩目。

山东剪纸的艺术风格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豪放

为特点的渤海湾地区，这种风格的剪纸与黄河流域其

他省份的剪纸有着相似之处[2]；另一类是以细腻著称

的胶东沿海地区，此类剪纸强调线条表现，以复杂的

装饰手法而闻名，与山东汉代画像石的精致风格相

似。由于该地区窗户多为细长条形，只能贴上小型剪

纸。因此该地区通过创新，将大型的剪纸分割成条

状，然后重新组合成完整的图案，这种剪纸也被称为

“窗越”，通常被贴在窗户的中心。此外，还有“窗旁

花”“窗角花”以及挂在窗前的“斗鸡花”等。这些

剪纸形态共同构成了独特的“棂间文化”。

山西剪纸的特点是质朴和粗犷，其中山西中部、

山西南部、山西东南部、山西西北部以及吕梁山区主

要流行单色剪纸。而雁北地区则以染色剪纸为主，呈

现出婉约典雅、富丽堂皇的风格，尤其是颇受瞩目的

“广灵窗花”。此外，晋城的磁性剪纸将科技元素融入

传统艺术中，彰显出了科技进步的价值观念。山西的

民间剪纸艺术以窗花为代表，尺寸会根据窗格的不同

形状而有所变化。比如，晋北地区的窗户大多为菱形、

圆形、多角等样式，因而窗花也呈现出相应的特点。

被称为“活化石”的陕西剪纸艺术保留了鱼身人

面像、狮身人首像等中华民族特有的图案纹样，以及

与周文化相通的“抓髻娃娃”和与汉画像类似的“牛

耕图”，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阴阳哲学的内涵和生殖

繁衍的崇拜观念。陕西剪纸丰富多样，包括单色剪

纸、色纸拼贴、点彩剪纸、渗染剪纸和剪纸熏样等。

陕北地区的剪纸主要以单色剪纸为主，造型简洁

质朴、夸张变形，承载着古老的审美趣味和造型理

念。如窑洞门上的大团花和窗户上的“烟格子”，都

呈现出古朴淳厚和线条粗壮有力的特点[3]；定边、靖

边等地区的剪纸线条则呈现出直线细致的特点；宜川

剪纸以粗犷的线条和丰富的曲线为特点；关中地区的

剪纸精细如针；朝邑地区的剪纸以戏文题材为主，造

型与皮影相近；而三原地区剪纸则以花卉为主题，结

构简洁，色彩对比鲜明；富平地区的剪纸风格丰富多

样，剪纹流畅且明暗搭配得当；陕南剪纸以曲线为

主，尺寸较大，图案也多选用植物纹样，宛如地毯花

纹一般。

南方剪纸讲究形状的“圆、尖、方”，尤其注重

在线条上表现出阴阳浓淡的变化，呈现出高雅挺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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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独具优雅、清新、精细的艺术特色。南方地区剪

纸以江苏扬州、广东佛山、福建漳浦、湖北沔阳等地

较为突出。

江苏扬州剪纸以线条优美、构图精致、形象夸张

简约、技法创新为特点，被誉为南方民间剪纸艺术的

代表。扬州剪纸的表现手法与白描技艺相似，剪纸线

条流畅且注重细节描绘，强调清秀线条与写实造型，

对形态有着严格要求[4]。同时，作品以素色为主，注重

层次和过渡，除去多余的色彩，富有江南水乡的风情。

现今分布在漳州市漳浦县沿海一带地区的漳浦剪

纸在福建最具代表性。据《漳浦县志》记载：“元夕

自初十放灯至十六夜，乃已神祠家庙，或用鳌山运傀

儡，张灯烛，剪采为花，备极工巧。”漳浦剪纸因其

丰富的构图、对称的平衡、简洁流畅的线条、自然的

连接和精致细腻的工艺闻名。在表现技巧上，阳剪和

阴剪互为补充，使画面主题清晰、富有层次感。在色

彩运用上，以单色为主，寻求对比色的协调，进而展

现出独特的工艺装饰效果。其独一无二的排剪技法源

自于刺绣技艺，并借鉴了刺绣的线条排列方式，创新

出了排剪剪纸技法。这种技法成组成排，犹如发丝，

成为了漳浦剪纸的特点。

湖北沔阳雕花剪纸，又叫“沔阳刻纸”，俗名

“花样子”，由民间艺术家在蜡盘上运用刻刀和白纸雕

刻出精美绣花图案，一般可以叠加一二十层白纸进行

雕刻。沔阳雕花剪纸构图丰富、黑白对比强烈、刀法

流畅、配景得当、写实与写意兼具，独创了以“圆

形”为核心的剪纸语言。沔阳雕花剪纸，既展现了南

方剪纸的共性，又体现出江汉水乡剪纸的鲜明特点。

据《沔阳县志》记载，明末清初时期的沔阳剪纸就以

构图匀称、雕工精细的独特风格闻名。当时的民间艺

人多使用斜口雕刀，在样图下叠加一二十层纸，摆放

在蜡板下雕刻出花样，作为妇女刺绣的底样。

广东佛山地区的剪纸，金碧辉煌、结构庞大、色

彩鲜艳，作品更具视觉冲击力。该地剪纸还融合了

剪、刻、凿、印、写、衬等多元技艺，巧妙地运用了

不同的材料和表现手法，展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佛

山剪纸制作主要分为剪和刻两大类别。刻纸艺术主要

以当地特有的铜箔和彩色纸张作为主要创作材料，独

具地方风格。剪纸艺术主要以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需

求为主，在民间活动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此外，佛山

剪纸还采用了诸如凿刻、衬托、印刷以及手绘等技

艺，形成了独特的纯色、衬托、染色以及铜凿等风

格。剪纸艺术在佛山的创新发展中，逐渐蜕变成了大

型装饰艺术品。这种新颖的艺术形式不仅具有显著的

商业潜力，而且充分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佛山大

型剪纸壁画的代表作品《红楼梦》便是其步入高雅之

境的典范之作。

广西剪纸融合了广西各民族，如瑶族、苗族等的

文化特色，其中南宁剪纸较为突出。根据文献记载，

南宁剪纸可以追溯到当地师公在卜卦、祭祀仪式上所

使用的纸质祭品，具有浓厚的民间信仰色彩。南宁剪

纸既有单色剪纸，也有彩绘剪纸，且色彩搭配和谐、

刀法精湛、线条流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早期南

宁剪纸图案包括大小不一的红色人物和多种形式的纸

制花卉，普遍应用于南宁壮族地区的丧事、佳节庆典

等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南宁剪纸开始融入中原剪

纸文化及广西民族文化的特点，逐渐打造出了独具特

色的民族剪纸艺术。

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

而南北方的经济差异是造成中国剪纸出现南北派的原

因之一。早在唐宋开始，南方就已经呈现出了开放的

特点，经济重心南移使人们的审美和眼界也得到了提

高。明清时期南方经济的繁荣和开放意识较强，其

剪纸作品也呈现出了明显的商业化特征。相较之

下，北方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滞后的商品经济使剪

纸作品展现出自然、原始的气息以及豪放、粗犷的美

学风格。

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在《人类地理学》中提出了

人类地理学理论，认为地理分布的差异导致了文化的

多样性，文化形态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环境和文化环

境密切相关。南北方自然环境的差异也赋予了剪纸艺

术“北犷南秀”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不仅反映了南

北方社会现实状况的差别，也展示了南方水乡和北方

大陆人民各自的气质与性格，传达出了南北方民众不

同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愿景。

剪纸区域的分布体现了我国地域文化的多样性，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加大对剪纸艺术的研究与保

护力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剪纸艺术的创新发

展，让这一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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