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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剪纸多吉祥，根深叶茂源流长。

学习继承广交流，取长补短共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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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剪纸,是中国传统的民间手工艺术,它根植于人民大众之中,广泛流行在长城内

外、大河南北。中原剪纸是我国剪纸艺术的流派之一,介于北粗南细之间,是粗中

有细的实用美术。据有关资料记载,中原地区是从事剪纸人数最多、时间最久的区

域之一，涌现出众多全国知名的剪纸艺术家,如洛宁的李笑白、安阳的王玉僧、灵

宝的杨仰溪、洛阳的周绍凯等,他们的作品不但反映着中原各个时期的剪纸水平，

还代表了中原各地的剪纸特色,也为构筑中原剪纸队伍打下了基础。

本书收录的剪纸作品,以民间吉祥图为主。吉祥图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

美术形式,它丰富的内涵、真善美的理念,代表着中华传统民间文化。而吉祥观念

的产生,上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吉祥图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企盼,

因而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应用。把民间吉祥物和吉祥语作为创作依据应用在剪纸创

作中,是剪纸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以吉祥为依托,在剪纸创作中常见

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一、谐音法。如把四季花卉安放在花瓶中，即是“四季

平安”，把荷花和盒子组合在一起,即是“和谐好合”。二、比喻法。把梅、兰、

竹、菊比作“花中四君子”，把松、梅、竹比作“岁寒三友”，把鹿和鹤的组合，

比作“长寿富贵”等。三、象征法。蝴蝶和花卉象征春天,元宝和古钱象征富有。

四、变形法。如“五福捧寿”中把“寿”字变为长形或圆形,把丑陋的蝙蝠变成翅

卷祥云、风度翩翩的样子等。五、概括法。如作为华夏图腾的龙,它的样子就是融

多种吉祥物于一体,有鹿角、牛头、蟒身、鱼鳞、鹰爪，口角有须，颌下有珠,在

民间是神圣的吉祥物，代表了尊贵、英勇、威武的形象。

该系列剪纸书的出版，是中原民间美术界的一件幸事。收入书中的作品除编者

外，另有程玉霞、姚雨林、杨仰溪、王玺玉、李福财等人的作品，在此向各位同行

致以衷心的感谢。这些作品大都出自中原本土剪纸艺术家之手，体现了中原粗犷、

浑厚而质朴的传统剪纸技法,也体现出南北交融下产生的纤细、优美的装饰效果,

构成了中原地区民间剪纸的地域风貌。在该书出版之际，我们愿借中原经济区的

启动和发展，以中原民间吉祥剪纸为艺术载体，更好地促进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

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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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剪纸概述

“剪纸”，又名刻纸，过去民间统称其为“花样儿”，广义是指

一种平面镂空的艺术形式。一般来说，凡是用纸做成的工艺品，能达

到镂空效果的，通叫作剪纸。用镂空法制作出的剪纸图案，其特殊点

在于“千刀不断，万剪相连”，这是不同于其他画种的独到之处。

在中原地区出土的六千年前仰韶文化彩绘陶器和三千年前殷商文

化青铜器上，就出现了精美复杂的刻镂浮雕纹饰。郑州出土的商代金

质龙凤纹薄片和辉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银箔制品等，都具有很高的雕

镂纹饰技巧。那时，镂空花纹的雕刻材料，多半是用树皮、兽皮和金

银箔代替。先镂空出纹饰图案，再浮雕于陶瓷或青铜器上，在造纸术

发明之前，这应是剪纸艺术的一个远祖。

战国时期的哲学家老子，被尊为道教的始祖。传说老子骑青牛过

今灵宝函谷关时，用金箔剪春牛赐百姓为符，以驱邪免灾。至今，中

原地区仍沿袭着在春节时有迎新春剪春牛的习俗。

最早使用“剪纸”一词的是唐代诗人杜甫，他的《彭衙行》诗

中有“暖汤濯我足，剪纸招吾魂”的诗句。诗中说的是唐代的一种民

间习俗，认为行人路途中遭受惊恐，故用剪纸来招魂。推想这种剪纸

式样，可能是一种佛教的引路幡。直到现在，这种用纸剪成的“花

幡”，还在丧葬中使用。唐代另一位诗人李商隐，也在《人日》诗中

写道：“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农历正月初七为“人

日”，是我国的一个民俗节日，此日人们剪彩为胜（胜是妇女们佩戴

的一种首饰），又剪彩为人，以示健康欢乐度人日。唐代的剪纸艺

术，在当时的中原大地上已很流行。

到了宋代，许多小手工艺应运而生，剪纸也随之得到发展。据

《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立春那天，朝廷百官都会被赏赐金银质箔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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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剪花，入宫朝贺完后带回家，作为纪念物保存。上行下效，赏赐剪

花之俗由宫廷传至民间。明清时期，各种剪花技艺，在中原大地遍地

开花。

现如今在国内，提到民间剪纸，都会把赞许的目光投向西北、

东北和南方各省区。其实中原地区的剪纸艺术，也同样有着悠久的历

史、广泛的用场和众多的剪纸艺人。地处中原的河南，交通便利，四

通八达，沾了不少天时、地利、人和的光，也正是占据了诸多的有利

条件，才使得民间文化的传播和流行较其他地方更胜一筹。早年，历

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先生对南北剪纸作诗评论道：“曾见北国之窗

花，其味天真而浑厚。今见南方之刻剪，玲珑剔透得未有。一剪之巧

夺神功，美在民间永不朽。”这首诗道出了南北剪纸之优势，北方的

粗放浑厚，南方的玲珑剔透。而中原地带的剪纸，则是兼顾了北粗南

细的特点，形成了粗中有细的中原风格，大多为实用美术。

中原地区剪纸之所以久传不衰，主要是与民风民俗密切相关，在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广泛的使用场合。如四季节令、婚丧嫁娶、人

情礼仪、服饰花样以及环境装饰等，都有剪纸艺术的存在。这些剪纸

作品大部分以民间吉祥物与吉祥语相互搭配为创作依据，再以吉祥语

句中的比喻、寓意、谐音和象征为依托进行剪纸创作。剪纸艺术因根

在民间，又经艺人们的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代代传承，起到了美化

生活及祝福纳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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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剪纸工具与材料

要完成剪纸作品，必须配有得心应手的工具。这样，既能加快完成

作品的速度，又能保证作品的完美效果。剪纸所用的工具与材料并不复

杂，主要有剪刀、刻刀、垫板（图一），纸张及其他辅助用具等。

一、剪刀

普通的办公剪刀即可。在选用时，尽量选用刀头细长、刀口咬合

整齐、刀尖锐利的剪刀。最好准备大小剪刀各一把，分别剪大幅图案

和精细图案。

二、刻刀

目前尚无专用剪纸刻刀，一般都是根据自己的创作需要，自制

刻刀或购买代用工具。自制刻刀较为繁琐，不常用，如今多购买医用

11号手术刀片为刻刀。买回刀片后，取半截竹筷或毛笔杆，从中间劈

开，把刀片夹住，用细绳缠紧便可使用。

另有一种厨师做菜花的组合刀具，该刀具市场有售，可作为刻刀使

用。它有两种规格，小件套一个刀柄6个刀片，大件套三个刀柄10个刀

片，所配刀柄

带有螺箍，装

卸刀片方便。

三、垫板

这是使用

刻纸手法制作

剪纸作品的必

配用具。很多

初学者常用玻

璃板或三合板
图一　剪纸工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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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垫板，这是很

不规范的。这些材

料质地硬，刻刀吃

不进去，制作时既

费力又费刀，也没

有行刀的韵味。目

前，常用的垫板是

石蜡垫板。

石蜡在化工商

店有售，要选耐温

在 6 0 C
。
以上的石

蜡。购回后先要粉

碎，后倒入金属容

器中熔化，再倒入

一深浅适宜的木盘或瓷盘内，冷却后即可使用。

制作剪纸作品时，在蜡板上面会留下刀痕，只要找一硬物，如剪刀

柄等用力一推即会平整，没有损耗。一块蜡板，可反复使用。蜡板表面

有一定的粘性，用时可用滑石粉或爽身粉轻擦蜡板的表面，使其更便于

使用。

四、纸张

在剪纸作品中，最常用的是民间大红纸。在我国不管是节日庆典

还是婚庆礼仪，火红一片是主色调，所以大红纸是剪纸作品的主要用纸

（图二）。

红宣纸和玫瑰红纸也是剪纸常用的纸张，这两种纸张很薄，又有韧

性，如果所用工具得当，在一般情况下，可刻制多层。

绒面纸、瓦楞纸和即时贴纸都有一定的厚度，不易多层制作，只适

合少量剪刻。蜡光纸色泽鲜艳，适合作品展出时用，但摄影时反光，用

的也不普遍。

如果制作染色剪纸，则要用白色宣纸。套色剪纸的纸材，要多种多

样，依据作品的内容，各色纸都可备些。

五、其他材料与工具

在剪纸作品的复制、临摹或创作中，除以上几种主要工具与材料

外，起稿时要有铅笔、橡皮、稿纸、毛笔、墨汁、广告色、圆规等。在

制作时要备有订书机、回形针、大头针、摄子、磨石、稀机油等。完成

的作品收藏装裱时，要备有浆糊、排刷、板刷、裁刀、直尺等。

图二　剪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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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剪纸种类

民间剪纸，由过去单一的剪花样儿形式，经

过艺人们长时期的继承发扬、实践创新，至今出

现了多种式样的剪纸，常用的有以下几种。

一、单色剪纸

单色剪纸，即是用一种颜色的纸如红、白、

黑、蓝、黄、紫等剪出单一色彩的剪纸种类。单

色剪纸使用极广，最为普及，很受人们的欢迎。

在单色剪纸中又分为阳刻剪纸、阴刻剪纸和阴阳

结合式剪纸。

1．阳刻剪纸。是将轮廓线保留，剪去轮廓

以外的部分（图三）。阳刻剪纸剪法方便，是剪

纸作品中的主要形式。

2．阴刻剪纸。它的形式特点和阳刻剪纸相

反，就是剪去轮廓线，保留轮廓线以内的部分

（图四）。这种形式虽没有阳剪那样明快，但由

于有较多的黑白反差，具有强烈的对比效果，也

是剪纸创作中常用的形式。

3．阴阳结合式剪纸。在同一幅作品中出现

了阴剪和阳剪两种手法，即阳剪之中有阴剪，阴

剪之内有阳剪。此法能使构图变化多样，画面

黑、白对比鲜明（图五），是一种表现力很强的

剪纸手法，应视其题材需要而灵活运用。

二、彩色剪纸

彩色剪纸是新兴的剪纸形式，用现代的纸张

图三　阳刻剪纸

图四　阴刻剪纸

图五　阴阳结合式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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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颜料合成的剪纸作品，多出现在礼品、纪念品

及旅游产品之中。目前常见到的有以下几种。

1．套色剪纸，也叫衬色剪纸。以阳剪为主

稿，以黑、金为主色，将主稿逐次蒙在所需要的

彩色纸上，后用铅笔轻描画出色块范围，将各色

块一一剪下，准确地衬粘于主稿下面，即成套色

剪纸（图六）。这种套色剪纸画面色彩艳丽、丰

富，特别适合用在儿童题材的剪纸作品上。

2．填色剪纸，也叫彩笔剪纸。是在一张阳刻

的剪纸上面衬一张白色生宣纸，然后直接在上面

彩绘。主稿多采用黑、赭等深色纸，着色后可出

现浓淡变化和自然晕开的效果，十分生动自然。

着色时不要呆板和反复涂色，可充分利用自然浸

开的效果。

3．染色剪纸，是在生宣纸阴刻的剪纸上用颜

色点染。如果只是一幅作品可使用水粉颜料或广

告颜料渲染（图七）。若是多层作品，就得用国

画颜料或透明颜料，用白酒调和点染。酒的作用

是在点染时，颜色只向下渗而不向外扩散，适合

多层染色。点染时可用流水作业方法，一支笔只

染一种色，较复杂的可一张一染。染色剪纸画面

色泽华丽，很有市场。

4．勾绘剪纸，也叫绘色剪纸，是剪纸和描绘

结合的一种剪纸形式（图八）。其制法有两种：

一种以剪刻为主，兼用毛笔勾绘细部，如人物的

五官、花卉的花蕊和叶脉等。也有全用线条勾出

画面，然后用剪刀将空白处镂空，其风格素雅文

静。另一种则用金箔纸刻出花纹的大体轮廓，

使某些局部空白，然后托纸着色，并适当勾以线

条，其风格华丽热烈。

5．拼色剪纸。此法是根据构图需要，将几种

颜色的纸先分别剪出各个局部，之后依据原图，

把各个不同色块的局部连接成一幅完整的作品

（图九）。整幅作品中不能用色过多，以二三色

为宜，尤其不能拼得太零碎，以免画幅分散缺乏

图六　套色剪纸

图七　染色剪纸

图九　拼色剪纸

图八　勾绘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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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感。

三、团花剪纸

团花剪纸，民间也叫“顶棚花”，是圆形

剪纸图案的总称。它是依据一个中心点，剪出上

下、左右结构相同或相似的“均齐形”图案（图

十）。团花剪纸有绝对均齐、相对均齐和交叉均

齐等多种形式，其统一性和规律性都很强，能产

生出整齐、安详、平稳和庄重的效果。有时利用

重心使图案左右、上下在分量分布上给人以动的

感觉，所以也叫它为动的剪纸。

团花剪纸以四折、五折、六折和八折居多，

按不同的内容，用不同的吉祥物派生出如《四季

发财》、《五谷丰登》、《六合同春》、《八仙

庆寿》等作品。

四、剪影艺术

剪影是剪纸艺术中的一种古老种类。它是通

过外轮廓表现人物、动物和植物的形象，最注重

外轮廓的美。剪影由于受轮廓造型的局限，一般

都是表现人物或物体的侧面（图十一）。

剪影的工具主要是剪刀，用的纸一般多为

黑色或较重色纸。在表现人物侧影时，多是边看

边剪，只要抓住神似，即成功一半。剪影很适合

表现逆光效果，是一种有特色又出成效的剪纸类

型。

五、撕纸艺术

撕纸是传统的民间剪纸中派生出来的新类

型。其方法是利用不同类型的纸，采用双手撕的

手法去制作剪纸作品（图十二）。以手代剪自然

会受到很大的局限，不适合去表现精功细琢的作

品。可正是受到了一些局限，又恰到好处地显示

出它独特的艺术个性，给人一种古朴拙雅、豪放

雄健的格调。在撕纸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种随

意性，形成一种妙趣天成的韵味。

图十一　剪影艺术

图十二　撕纸艺术

图十　团花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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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剪纸表现手法与常用纹样

剪纸属于民间实用美术，一幅完整的作品，用手提起来不零散，

这是区别于其他画种的一个独到之处，即所谓的“千刀不断，万剪相

连”。剪纸，是写实与夸张的统一，是介于形象与抽象之间的艺术，

其表现手法与常用纹样分述如下。

                               一、剪纸表现手法

剪纸既是实用美术，其最大

的特点在装饰上。在人们长期形

成的审美观念中，剪纸作品的造

型及构图尤为重要。可根据创作

主题的要求，将剪纸作品设计成

方、圆、长、扁、棱、角等不同

形状，内容上要主题明确，主次

布局恰当，要在集中多样和单纯

统一中求得变化。在创作中要把

握以下几个要领。

1．典型特征，重在神似

中国人有着独特的艺术欣

赏眼光，就艺术而言，从不满足

于自然现象的一般写实，更善于

表现物象的典型特征与精神面

貌。力求主题鲜明，一目了然，

给人以装饰美的享受，民谚“剪

花要吉利，才能合人意”便由此

而生。如老虎前额一定要有个

“王”字（图十三）等。

图十三　老虎

图十四　抓吉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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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夸张变形，突出装饰

剪纸图案中的夸张变形，就是在造型上把最富有表现力的部位有

意夸大，比例上进行变化。如婚礼中常见的喜娃，在他肚子上剪出图

案，娃娃手里抓着鸡，头上也顶着鸡。此图叫《抓吉娃子》，看上去

非常喜庆（图十四）。在民间经常能看到此类怪异新颖的艺术作品。

剪纸的装饰性，首先表现在对自然形态进行加工整理，将其变成

有秩序、有变化的外型。剪纸多用对称、统一、平衡、均齐等手段，

以增加作品的装饰效果。如在桃子上加个“寿”字，再配衬上锯齿纹

和月牙纹，就变成了理想中的寿桃。凡是

长毛的动物，前额、双臂或两翼均可加上

涡状毛旋花朵纹，这既符合情理，又显示

出装饰之美。

3．疏密适当，实虚均衡

剪纸作品要注重造型中的简练和细

节上的精巧，使疏密和虚实安排得恰到好

处。剪纸受材料和表现力的限制，在表现

物象时，要以概括的方法来处理，保留物

象最重要、最本质的部位。

剪纸是以单色的点、线、面作为基本

的表现手法，所以画面中块面，线条的粗

细、疏密，面积的大小，都具有黑白对比

的视觉感，一定要做到实处不死板，虚处

不空洞，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合理穿插

配置，便可显示出其节奏感和美的韵律感

（图十五）。

4．千刀不断，万剪相连

剪纸作品没有严格的透视和比例关

系，在构图中多用平面透视处理，可以把

画面中的主题物象，完全按需要布置在一

起。如把人物、动物、鱼群、日月星全放

在一个画面上，只能看出局部透视，而看

不出整体透视，各物象在构图上要巧妙地

连在一起。再如人物的五官本不是互相连

接的，但在剪纸作品中把眼睛、眉毛、鼻

图十五　官上加官

图十六　强身健体

图十七　锯齿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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