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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传承的、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

文化空间，包括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文字，各种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如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各种民俗

礼仪节庆和民间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它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

发展的保证。    

定边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素有“三边旱码头”之称。农耕文化、黄土文化、草原游牧文化、边塞军旅文化、红色革命文

化、古长城文化、三边民俗文化在这里交融荟萃，形成独特的陕北文化。定边虽作为陕北文化范畴，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文化本

质又区别于陕北文化，属于农耕文明的边缘之地。因此，非物质文化也表现为多样性、包容性等特点。在漫长的岁月中，生活在这个

地域的祖先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

了严重的冲击。抢救和保护那些身处困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工作和任务。　　

人民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人民。为传承我们的文化血脉，维护共有的精神家园，造福子孙后代，我们有责

任进一步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不仅是一种文化自觉，是对人民文化创造者的尊重，更是我们必须担当和完成

好的历史使命。这次对我县列入省级非遗名录及市级非遗名录项目编纂成书，就是履行保护传承使命的具体实践。这些项目都代表和

反映了定边的文化背景、发展主线、风土人情、地域特色。定边剪纸曾被著名诗人艾青评价为“洒脱中见细腻”；民俗赛驴独树一

帜，全国一绝；陕北说书人才济济，传承脉络清晰，风格多样，内容丰富；霸王鞭舞节凑明快，乡土气息明显，表演场面壮观、大

气；皮影道情历史久远，剧目多、唱腔有特点；道教音乐，演奏音乐风格独特，表演方式严肃而活泼，宗教色彩明显；大块羊肉、羔

羊肉特色饮食已经成为招待贵客的一道美食，成为宣传定边的一张名片。刺绣、木雕、根雕、泥塑等传统手工艺在陕北传统文化中也

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书籍的形式公布于世，功在当代，惠及后世，有利于群众了解过去，以史为鉴，对

优秀传统文化更加自珍、自爱、自觉；有利于我们面向未来，攻坚克难，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加快文化强县的建设步伐。

今后，我们要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始终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

针，继续推动定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与社会各方共同努力，传承、弘扬好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增强定边文化软实力、推

动定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贡献！       　　　

　

                                                                                                                            定边县文体广电局局长    艾   君 

                                                                                                                                           2013年3月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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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JIAN ZHI

中央电视台《欢乐中国行》走进榆林，录制定边剪纸

项目简介

定边剪纸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近代剪纸艺人留传下来的作品分析判断：自境内有人类活动之后不久，即有剪纸作品

的雏形出现。其中一些图形与古生物形态相似，一些图案如牛、虎、鹰、羊、龙、马、蜥蜴、蛇蝎等与远古岩画相像；蛇和

蛙是皇帝部落图腾，在传统的定边剪纸作品中为常见图形。定边剪纸究竟始于何时无法考证，但从定边县郝滩乡发掘的东汉

古墓壁画中的构图和线条中，显现有定边剪纸的痕迹。

定边剪纸构图巧，线条细，剪芽长，剪工俏，显现了定边女性追求精巧细腻的心理特征。因此，定边剪纸既不同

于南方的写实风格，也更不同于陕北安塞、延绥等地的粗犷的表现手法。诗人艾青曾评价定边剪纸：“洒脱中见细

腻”。1993年定边县被文化部授予 “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称号。

定边剪纸渗透着边塞文化现象，其内容和形式中包含着边关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融合吸纳的痕迹。除了有古老

的传统作品之外，还有革命战争时期的优秀作品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创作品。

定边剪纸历来广泛地运用在民间婚丧嫁娶的庆典、祭奠活动，运用在宗教及迷信活动中的帷幔图符中；运用在民俗生活

中的刺绣、剪贴及节日喜庆时的房屋和用品装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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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边剪纸历来广泛地运用在民间婚丧嫁娶的庆典、祭奠活动，运用在宗教及迷信活动中的帷幔图符中；运用在民俗生活

中的刺绣、剪贴及节日喜庆时的房屋和用品装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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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杨秀芳窗花

代表传承人史红丽

分布区域

历史渊源

定边县域内各地。南部山区以粗犷为主，与延安风格接近。北部滩区剪工细腻，风格独特。

定边县历史悠久，早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属黄河流域“河套文化”及“仰韶文

化”范畴。夏禹时，属雍州，为古羌族后裔，羌氐民族的游牧徙居地。殷商时期，定边为鬼方之地，是商朝在北方的劲

敌，《易经·既济》中有“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的记载。西周至战国时期，定边先后为荤粥、猃狁等戎狄部落所踞，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设郡县制，定边为北地郡马领县所辖。汉时匈奴南侵，朝廷大量移民戍边，定边一带为汉族和匈

奴、羌等民族杂居地。定边境内先后成为汉族和鲜卑、羯、氐、羌、柔然、吐蕃、突厥、党项、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活

动的场所，他们或游牧狩猎、交易互市，或金戈铁马、兵戎相见，各民族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史诗般的话剧。

独特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剪纸精神之源，定边周边地区是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交汇处，从当地出土的网

格纹、锯齿纹等彩陶纹饰中，可以看到先民们的剪纸镂空装饰效果。通过古代匈奴、鲜卑、蒙古等马背民族在这里留下

的剪纸艺术，还有宁夏贺兰山岩画凝练厚重的影绘表现方式，都可以寻觅到定边剪纸从远古到今天演变传承的轨迹。

定边北部与内蒙古交界，这是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流

与融合的通道。定边就位于这样一个文化融会的区域，在丰富的

历史积淀之中，其民间艺术也得到了繁荣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

定边剪纸风格，具有草原与中原双重特点，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

内涵，独特地理环境风貌及物产特点而著称于世，成为中国剪纸

界独具魅力的一枝奇葩。

定边剪纸中的不少造型与古生物形态十分相近，与原始岩画

比较，也能感到二者的相似。定边民间美术的传统形象，像虎、

牛、蛇、蜥蝎、鹰、鹿、羊等，在远古岩画中已有出现。

将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先秦彩陶、拉手娃娃、人面鱼、陶

猪、鸟鱼葫芦瓶、人首鱼瓶和秦汉画像石、画像砖比较，定边的

传统剪纸艺术都和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已故作者刘秀英的

剪纸“五道娃娃”与青海出土彩陶“舞蹈娃”相类似，她剪的娃

娃手拉手，双腿交叉，作舞蹈状，剪好贴在门头上，有避邪之

用；已故作者郭棉桂的“娃娃鱼”剪纸与先秦彩陶“人面鱼”同

出一辙。在定边，蛇和蛙的剪纸作品非常普遍，这是因为蛇和蛙

是黄帝族的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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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剪纸艺术都和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已故作者刘秀英的

剪纸“五道娃娃”与青海出土彩陶“舞蹈娃”相类似，她剪的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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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凤、虎在定边民间美术，特别是在传统的剪纸艺术品中，所占比重较大。龙、凤、虎几乎与中华文明同时诞

生并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程，最终演变成龙凤形象和神化的虎。在定边传统剪纸中，有“龙生九子”“三爪龙”“四

爪龙”“五爪龙”“二龙戏珠”“凤凰戏牡丹”“双凤和鸣”“龙凤呈祥”等。关于虎，著名学者杨和森先生认为

“夏、周王室源出远古羌戎，以虎为原生图腾”，“夏王室崇拜远古羌戎伏義虎文化，所建历法仍以虎（寅）月为岁

首”，“周室的发祥、崛起到鼎盛，都以古羌戎的活动中心陕甘高原为其摇篮和大本营”。

剪纸发展到唐宋时代，已经在民间普及。从有关记载看，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彭衙行》中写道：“暖水濯我足，剪纸

招我魂。”可见剪纸艺术已应用在各个方面。到宋代，民间剪纸的应用范围更广，有的将剪纸作为礼品的点缀，有的贴在

窗上做窗花，有的巫师用剪纸“龙虎旗”驱邪，有的把剪纸用于工艺装饰（宋代的吉州窑，用剪纸花样在瓷器上贴印烧

制，使吉州瓷器独具特色），还有用剪纸装饰灯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走马灯（内装剪纸形象）对普及剪纸的作用。宋

代，每年正月十五的“灯市”活动很热闹，民间剪纸就是通过走马灯的形式开始走出家门进入社会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

代，定边县正月十五元宵灯展中，也常有走马灯，灯内用硬纸板做一个圆形风扇，中间做一个小眼，用白麻纸把风扇糊成

一圆桶状，把剪纸（马）贴在麻纸圆桶之上，上下贴，灯笼底部竖立一根高粱秆，顶部插一根针，把纸糊的圆桶放在上

面，灯笼底部放上麻油灯或蜡烛，使热冷空气对流，灯芯旋转，带动马不停蹄，就像万马奔腾，十分好看，这就是保留下

来的宋代风格。

到了明代，定边剪纸艺术更加成熟，因定边是边关重要军事要塞，驻军多是南方人，驻军家属必然也把当地的剪纸艺

术带到了定边。这样，南方的剪纸和本地的剪纸艺术互相融合，就形成了独特的“三边”剪纸风格。因此定边剪纸既不同于

南方剪纸的写实，又不同于延绥剪纸的粗犷。到了清代和民国时期，定边剪纸艺术达到了顶峰。

定边有着灿烂的文化传统和民间风俗，以定边剪纸为代表的“三边”剪纸历史悠久，群众基础深厚。1942年“5·23”

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美术家力群、陈叔亮、张仃、古元、夏风等，深入到“三边”向群众学习民间剪

纸，并且创作出一大批反映解放区人民生产、战斗、生活的新窗花，极大地推动了群众性剪纸的创作和发展，使传统民间

剪纸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定边剪纸在传统剪纸艺术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剪
纸

传
承

人
张

兰
英

（
已

故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6 007

剪
  纸

剪
  纸

龙、凤、虎在定边民间美术，特别是在传统的剪纸艺术品中，所占比重较大。龙、凤、虎几乎与中华文明同时诞

生并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程，最终演变成龙凤形象和神化的虎。在定边传统剪纸中，有“龙生九子”“三爪龙”“四

爪龙”“五爪龙”“二龙戏珠”“凤凰戏牡丹”“双凤和鸣”“龙凤呈祥”等。关于虎，著名学者杨和森先生认为

“夏、周王室源出远古羌戎，以虎为原生图腾”，“夏王室崇拜远古羌戎伏義虎文化，所建历法仍以虎（寅）月为岁

首”，“周室的发祥、崛起到鼎盛，都以古羌戎的活动中心陕甘高原为其摇篮和大本营”。

剪纸发展到唐宋时代，已经在民间普及。从有关记载看，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彭衙行》中写道：“暖水濯我足，剪纸

招我魂。”可见剪纸艺术已应用在各个方面。到宋代，民间剪纸的应用范围更广，有的将剪纸作为礼品的点缀，有的贴在

窗上做窗花，有的巫师用剪纸“龙虎旗”驱邪，有的把剪纸用于工艺装饰（宋代的吉州窑，用剪纸花样在瓷器上贴印烧

制，使吉州瓷器独具特色），还有用剪纸装饰灯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走马灯（内装剪纸形象）对普及剪纸的作用。宋

代，每年正月十五的“灯市”活动很热闹，民间剪纸就是通过走马灯的形式开始走出家门进入社会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

代，定边县正月十五元宵灯展中，也常有走马灯，灯内用硬纸板做一个圆形风扇，中间做一个小眼，用白麻纸把风扇糊成

一圆桶状，把剪纸（马）贴在麻纸圆桶之上，上下贴，灯笼底部竖立一根高粱秆，顶部插一根针，把纸糊的圆桶放在上

面，灯笼底部放上麻油灯或蜡烛，使热冷空气对流，灯芯旋转，带动马不停蹄，就像万马奔腾，十分好看，这就是保留下

来的宋代风格。

到了明代，定边剪纸艺术更加成熟，因定边是边关重要军事要塞，驻军多是南方人，驻军家属必然也把当地的剪纸艺

术带到了定边。这样，南方的剪纸和本地的剪纸艺术互相融合，就形成了独特的“三边”剪纸风格。因此定边剪纸既不同于

南方剪纸的写实，又不同于延绥剪纸的粗犷。到了清代和民国时期，定边剪纸艺术达到了顶峰。

定边有着灿烂的文化传统和民间风俗，以定边剪纸为代表的“三边”剪纸历史悠久，群众基础深厚。1942年“5·23”

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美术家力群、陈叔亮、张仃、古元、夏风等，深入到“三边”向群众学习民间剪

纸，并且创作出一大批反映解放区人民生产、战斗、生活的新窗花，极大地推动了群众性剪纸的创作和发展，使传统民间

剪纸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定边剪纸在传统剪纸艺术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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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陈叔亮编的《窗花》封面骆驼，就是定边剪纸，在上海出版。同年，美术家江丰和诗人艾青在张家口印了

《陕北民间剪纸》，这是我国出版的最早的剪纸集。1949年，江丰和艾青在《陕北民间剪纸》的基础上增选了一部分新剪

纸，改名为《西北剪纸集》，在上海出版。这些剪纸集，不仅为研究剪纸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引起了我国美术界

对剪纸艺术的高度重视及收集和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定边剪纸的价值不断提高，剪纸的劳动得到尊重，剪纸创作空前繁荣。“文革”期间，定边剪纸受到

严重冲击和影响，一度出现了无人敢剪、无人敢贴，剪纸艺术萎缩，作品几近绝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广大群众文化

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定边剪纸再度焕发生机，在继承传统手法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并逐渐走出家门，走向市场。

1984年定边剪纸在榆林市展出。1985年，定边剪纸在陕西省美术家画廊展出，艾青、江丰、古元等为展览题了词。1986

定边剪纸走出国门——在德国进行文化交流。图为现场展示剪纸作品

年，定边剪纸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先后在香港、省内外多次进行展出，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1993年，定边县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称号。

定边剪纸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题材广泛、剪工细腻，多用阳刻（这样不影响房内的采光）。

一、剪工特点

定边剪纸对剪工要求高，线条细匀不断，细芽长而不乱。

二、构图特点

定边剪纸的构图特点是布局得法，镂空巧妙，肥瘦得当，形态生动，左中右协调，天地人合理。

三、剪纸种类

定边剪纸大概分为转花、角花、小窗花、刺绣样、宗教花等几种。

转花，一般分开剪为四块，贴在窗子中间。四个格四张，拼为圆形或一个动物的整体，主要有花鸟、麒麟、狮子、老虎

等花样。转花起中心装饰作用。

角花，是三角形的纹样，贴在窗子的四边角上，主要有石榴、牡丹等花样，与其他小窗花相组合，使图案完整。

小窗花，是贴在小窗格内的独立形象图案的剪纸，在三十六格窗上都有小窗花。

刺绣样，定边刺绣往往先要用剪纸出底样，这些刺绣品多用于女子出嫁送给对方的亲朋或者对方的老人。准备的绣品多

以鞋垫、枕头、针扎、荷包、烟袋、钱包为主。图样多为花卉、桃、莲、动物等。

宗教花，比较常见的是财神爷的门帘、吊帘，多是繁丽的贯钱连续图案。还有阴阳招魂用的招魂幡、亡人灵前的灵堂纸

火多以剪纸的形式镂空，内容以二龙戏珠、瓶花、碗花、二十四孝等为多。

四、题材内容

春节时用于美化居室。春节是定边剪纸大放光彩的时候，家家户户贴窗花，神态各异，五彩纷呈。以传统的吉祥如意

的作品居多，有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花、草、鱼、虫，家畜的牛、羊、马、狗、骆驼，也有生活场景、劳动果实等，还有

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保平安、镇宅避邪的狮子、老虎等。

男婚女嫁时用于装饰洞房。洞房装饰剪纸，内容多与生育有关，如《老鼠吃西瓜》意为破瓜见红得子，《老鼠吃葡

萄》意为多子多孙，《娃娃坐莲花》意为连生贵子等。还有四个大花馍也叫儿女馍，上面盖的剪纸花样多为石榴牡丹、双

喜争梅等花样。房顶棚或者窑顶中间贴大型圆团花，房顶棚四角贴大型角花，多以吉祥如意为内容。如《八狮滚绣球》

《龙凤呈祥》《连年有余》等，其中的《蛇盘兔》意为“若要富，蛇盘兔”。

革命战争时期的定边剪纸，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先后创作了《夫妻识字》《骑白马挎洋枪》《送郎

基本内容



008 009

剪
  纸

剪
  纸

1946年，陈叔亮编的《窗花》封面骆驼，就是定边剪纸，在上海出版。同年，美术家江丰和诗人艾青在张家口印了

《陕北民间剪纸》，这是我国出版的最早的剪纸集。1949年，江丰和艾青在《陕北民间剪纸》的基础上增选了一部分新剪

纸，改名为《西北剪纸集》，在上海出版。这些剪纸集，不仅为研究剪纸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引起了我国美术界

对剪纸艺术的高度重视及收集和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定边剪纸的价值不断提高，剪纸的劳动得到尊重，剪纸创作空前繁荣。“文革”期间，定边剪纸受到

严重冲击和影响，一度出现了无人敢剪、无人敢贴，剪纸艺术萎缩，作品几近绝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广大群众文化

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定边剪纸再度焕发生机，在继承传统手法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并逐渐走出家门，走向市场。

1984年定边剪纸在榆林市展出。1985年，定边剪纸在陕西省美术家画廊展出，艾青、江丰、古元等为展览题了词。1986

定边剪纸走出国门——在德国进行文化交流。图为现场展示剪纸作品

年，定边剪纸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先后在香港、省内外多次进行展出，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1993年，定边县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称号。

定边剪纸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题材广泛、剪工细腻，多用阳刻（这样不影响房内的采光）。

一、剪工特点

定边剪纸对剪工要求高，线条细匀不断，细芽长而不乱。

二、构图特点

定边剪纸的构图特点是布局得法，镂空巧妙，肥瘦得当，形态生动，左中右协调，天地人合理。

三、剪纸种类

定边剪纸大概分为转花、角花、小窗花、刺绣样、宗教花等几种。

转花，一般分开剪为四块，贴在窗子中间。四个格四张，拼为圆形或一个动物的整体，主要有花鸟、麒麟、狮子、老虎

等花样。转花起中心装饰作用。

角花，是三角形的纹样，贴在窗子的四边角上，主要有石榴、牡丹等花样，与其他小窗花相组合，使图案完整。

小窗花，是贴在小窗格内的独立形象图案的剪纸，在三十六格窗上都有小窗花。

刺绣样，定边刺绣往往先要用剪纸出底样，这些刺绣品多用于女子出嫁送给对方的亲朋或者对方的老人。准备的绣品多

以鞋垫、枕头、针扎、荷包、烟袋、钱包为主。图样多为花卉、桃、莲、动物等。

宗教花，比较常见的是财神爷的门帘、吊帘，多是繁丽的贯钱连续图案。还有阴阳招魂用的招魂幡、亡人灵前的灵堂纸

火多以剪纸的形式镂空，内容以二龙戏珠、瓶花、碗花、二十四孝等为多。

四、题材内容

春节时用于美化居室。春节是定边剪纸大放光彩的时候，家家户户贴窗花，神态各异，五彩纷呈。以传统的吉祥如意

的作品居多，有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花、草、鱼、虫，家畜的牛、羊、马、狗、骆驼，也有生活场景、劳动果实等，还有

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保平安、镇宅避邪的狮子、老虎等。

男婚女嫁时用于装饰洞房。洞房装饰剪纸，内容多与生育有关，如《老鼠吃西瓜》意为破瓜见红得子，《老鼠吃葡

萄》意为多子多孙，《娃娃坐莲花》意为连生贵子等。还有四个大花馍也叫儿女馍，上面盖的剪纸花样多为石榴牡丹、双

喜争梅等花样。房顶棚或者窑顶中间贴大型圆团花，房顶棚四角贴大型角花，多以吉祥如意为内容。如《八狮滚绣球》

《龙凤呈祥》《连年有余》等，其中的《蛇盘兔》意为“若要富，蛇盘兔”。

革命战争时期的定边剪纸，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先后创作了《夫妻识字》《骑白马挎洋枪》《送郎

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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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军》《兄妹开荒》《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五哥放羊》等许许多多的新式作品。

定边剪纸的现代题材，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为多，有《治沙英雄石光银》《家乡》《一路清廉》《养

猪》《养兔大户》《圈羊》等。

一、剪纸工具

小剪刀、色纸、小木板、油灯、针、纸钉等。

二、传统保留制品

在一块小木板一面刷上水，将一张白纸铺在木板上面，在纸上再刷水，把水分刷尽、纸刷平，然后把剪纸花样放

在刷好的纸上面，用油灯进行熏。熏好晾干，把花样取下，即为剪纸底样。

用色纸或油光纸，裁成与底样大小四块色纸，将底样压在上面，用针扎眼、用麻纸剪成小三角形，用手搓成纸

钉，钉穿入针眼，四周订好把纸钉压平。剪纸装订完备，进行剪工。

三、创作

根据作者的想象用铅笔画出大致的轮廓，然后装订，进行剪工。

定边剪纸分布广泛。剪工独特，虽历代都有造诣颇深的代表人物，但他们之间并不一定是传承关系。在发扬和传承

的形式中主要体现为，家族内部学、村社邻里传学，因此构成了区域性剪纸艺术风格，以自愿型、松散型为格局。绝大

多数是因爱好或者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以自娱为目的。定边剪纸艺术的师承关系未有纯粹的“一脉相承”， 而是呈网状

的交织传承。

史宏丽，女，生于1957年1月，汉族，定边人，现住定边

县安边镇西关村。从小受祖母和母亲的影响，喜爱剪纸，经常

给人家剪窗花，剪顶花，受到亲朋和邻家的好评。她剪的窗花

多以阳刻，擅剪动物花鸟，剪工洒脱细腻。剪的线条如发丝，

擞得毛毛尖锐，动物鲜活，曾在省、市大赛中多次获奖。

王有斌，男，生于1960年6月，汉族，定边人，擅剪动

物、人物、车马等图案，多用阳刻剪法，民俗与现代相结合，

相关器具及制品

传承谱系

代表性传承人

作品洒脱而细腻，线条细长而锐利。作品曾多次在中国美术

馆及西安、香港等地展出，并多次在省、市大赛中获奖，享

有一定的知名度。

定边剪纸是定边人特别是妇女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民

间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广泛的民间性和群众基础。它是根据

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和生活方式创作出来的。根据直觉和

印象，对物象进行大胆的捕捉和创造，题材广泛、夸张变

形、构图饱满、线条如丝、剪工细腻，把花样联成一体。正

像诗人艾青为“三边剪纸”展览题词“洒脱中见细腻”，通

过艺术概括，将复杂的形体突出事物的性格特征。

定边剪纸是人们寄托对社会发展的一个精神缩影，对于

研究陕北农耕社会的生产发展以及民俗风情、意识形态等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剪纸是集美工、绘画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的一种纸上艺

术，是陶冶性情、进行美化教育的艺术形式。定边剪纸内容丰富

健康，寄托着人们美好的祝愿，对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

社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定边剪纸为我国民间美术尤其是剪纸艺术的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特别是革命战争时期，延安鲁迅艺术院的美术家

与定边艺人交流联系，创作了大量反映边区人民生活、劳

动、战斗的新作品，使新剪纸在千家万户传播，提高了妇女

的思想觉悟，鼓舞了战士对敌斗争的信心。

定边剪纸包括大量的爱国主义题材作品，是对青少年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传统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

生动教材。

基本特征

主要价值

熏样

传承谱系 
代别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传承方式

 
居住地址 

魏秀英 女 1886 不详 民间 定边镇 

李桂英 女 1889 不详 民间 定边镇 

刘秀英 女 1893 不详 家传 安边镇 

第 

一 

代 
郭锦桂 女 1896 不详 民间 安边镇 

高仲元 男 1923 不详 民间 姬塬镇 

何桂芳 女 1930 不详 家传 纪畔乡 

第 

二 

代 杜学玲 女 1931 不详 家传 石洞沟乡 

杨继泰 男 1940 小学 家传 定边镇 

陈玉琴 女 1942 小学 师传 石洞沟乡 

梁月英 女 1943 小学 家传 定边镇 

第 

三 

代 

张兰英 女 1944 初中 师传 安边镇 

贾治霞 女 1951 小学 家传 石洞沟乡 

李桂莲 女 1951 小学 家传 盐场堡镇

杨   萍 女 1951 初中 家传 定边镇 

屈晓玲 女 1952 小学 民间 安边镇 

史红丽 女 1957 小学 师传 安边镇 

高秀萍 女 1958 高中 家传 定边镇 

王有斌 男 1960 本科 家传 定边镇 

朱燕丽 女 1972 中专 家传 定边镇 

郭玉珍 女 1968 本科 民间 定边镇 

郑飞燕 女 1972 本科 师传 定边镇 

陈玉兰 女 1969 小学 家传 定边镇 

苏   瑛 女 1969 初中 家传 定边镇 

第 

第 

四 

五 

代 

代 

王   玲 女 1969 初中 师传 安边镇 

韩小霞 女 1976 初中 家传 安边镇 

张   佳 女 1978 小学 家传 定边镇 

杨永霞 女 1983 本科 师传 定边镇 

白   菊 女 1982 本科 师传 定边镇 

第 

六 

代 

韩丹丹 女 1985 初中 师传 定边镇 

刘研秀 女 1986 高中 民间 定边镇 

白茜茜 女 1992 初中 民间 定边镇 

刘一晗 女 1992 初中 师传 定边镇 

陈玉星 女 1995 高中 师传 安边镇 

郝雅洁 女 1996 高中 师传 安边镇 

第 

七 

代 

刘利媛 女 1996 中专 家传 安边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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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军》《兄妹开荒》《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五哥放羊》等许许多多的新式作品。

定边剪纸的现代题材，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为多，有《治沙英雄石光银》《家乡》《一路清廉》《养

猪》《养兔大户》《圈羊》等。

一、剪纸工具

小剪刀、色纸、小木板、油灯、针、纸钉等。

二、传统保留制品

在一块小木板一面刷上水，将一张白纸铺在木板上面，在纸上再刷水，把水分刷尽、纸刷平，然后把剪纸花样放

在刷好的纸上面，用油灯进行熏。熏好晾干，把花样取下，即为剪纸底样。

用色纸或油光纸，裁成与底样大小四块色纸，将底样压在上面，用针扎眼、用麻纸剪成小三角形，用手搓成纸

钉，钉穿入针眼，四周订好把纸钉压平。剪纸装订完备，进行剪工。

三、创作

根据作者的想象用铅笔画出大致的轮廓，然后装订，进行剪工。

定边剪纸分布广泛。剪工独特，虽历代都有造诣颇深的代表人物，但他们之间并不一定是传承关系。在发扬和传承

的形式中主要体现为，家族内部学、村社邻里传学，因此构成了区域性剪纸艺术风格，以自愿型、松散型为格局。绝大

多数是因爱好或者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以自娱为目的。定边剪纸艺术的师承关系未有纯粹的“一脉相承”， 而是呈网状

的交织传承。

史宏丽，女，生于1957年1月，汉族，定边人，现住定边

县安边镇西关村。从小受祖母和母亲的影响，喜爱剪纸，经常

给人家剪窗花，剪顶花，受到亲朋和邻家的好评。她剪的窗花

多以阳刻，擅剪动物花鸟，剪工洒脱细腻。剪的线条如发丝，

擞得毛毛尖锐，动物鲜活，曾在省、市大赛中多次获奖。

王有斌，男，生于1960年6月，汉族，定边人，擅剪动

物、人物、车马等图案，多用阳刻剪法，民俗与现代相结合，

相关器具及制品

传承谱系

代表性传承人

作品洒脱而细腻，线条细长而锐利。作品曾多次在中国美术

馆及西安、香港等地展出，并多次在省、市大赛中获奖，享

有一定的知名度。

定边剪纸是定边人特别是妇女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民

间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广泛的民间性和群众基础。它是根据

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和生活方式创作出来的。根据直觉和

印象，对物象进行大胆的捕捉和创造，题材广泛、夸张变

形、构图饱满、线条如丝、剪工细腻，把花样联成一体。正

像诗人艾青为“三边剪纸”展览题词“洒脱中见细腻”，通

过艺术概括，将复杂的形体突出事物的性格特征。

定边剪纸是人们寄托对社会发展的一个精神缩影，对于

研究陕北农耕社会的生产发展以及民俗风情、意识形态等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剪纸是集美工、绘画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的一种纸上艺

术，是陶冶性情、进行美化教育的艺术形式。定边剪纸内容丰富

健康，寄托着人们美好的祝愿，对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

社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定边剪纸为我国民间美术尤其是剪纸艺术的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特别是革命战争时期，延安鲁迅艺术院的美术家

与定边艺人交流联系，创作了大量反映边区人民生活、劳

动、战斗的新作品，使新剪纸在千家万户传播，提高了妇女

的思想觉悟，鼓舞了战士对敌斗争的信心。

定边剪纸包括大量的爱国主义题材作品，是对青少年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传统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

生动教材。

基本特征

主要价值

熏样

传承谱系 
代别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传承方式

 
居住地址 

魏秀英 女 1886 不详 民间 定边镇 

李桂英 女 1889 不详 民间 定边镇 

刘秀英 女 1893 不详 家传 安边镇 

第 

一 

代 
郭锦桂 女 1896 不详 民间 安边镇 

高仲元 男 1923 不详 民间 姬塬镇 

何桂芳 女 1930 不详 家传 纪畔乡 

第 

二 

代 杜学玲 女 1931 不详 家传 石洞沟乡 

杨继泰 男 1940 小学 家传 定边镇 

陈玉琴 女 1942 小学 师传 石洞沟乡 

梁月英 女 1943 小学 家传 定边镇 

第 

三 

代 

张兰英 女 1944 初中 师传 安边镇 

贾治霞 女 1951 小学 家传 石洞沟乡 

李桂莲 女 1951 小学 家传 盐场堡镇

杨   萍 女 1951 初中 家传 定边镇 

屈晓玲 女 1952 小学 民间 安边镇 

史红丽 女 1957 小学 师传 安边镇 

高秀萍 女 1958 高中 家传 定边镇 

王有斌 男 1960 本科 家传 定边镇 

朱燕丽 女 1972 中专 家传 定边镇 

郭玉珍 女 1968 本科 民间 定边镇 

郑飞燕 女 1972 本科 师传 定边镇 

陈玉兰 女 1969 小学 家传 定边镇 

苏   瑛 女 1969 初中 家传 定边镇 

第 

第 

四 

五 

代 

代 

王   玲 女 1969 初中 师传 安边镇 

韩小霞 女 1976 初中 家传 安边镇 

张   佳 女 1978 小学 家传 定边镇 

杨永霞 女 1983 本科 师传 定边镇 

白   菊 女 1982 本科 师传 定边镇 

第 

六 

代 

韩丹丹 女 1985 初中 师传 定边镇 

刘研秀 女 1986 高中 民间 定边镇 

白茜茜 女 1992 初中 民间 定边镇 

刘一晗 女 1992 初中 师传 定边镇 

陈玉星 女 1995 高中 师传 安边镇 

郝雅洁 女 1996 高中 师传 安边镇 

第 

七 

代 

刘利媛 女 1996 中专 家传 安边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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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分布区域

定边民间道教音乐是道士们做道场时演奏的器乐曲和演唱的曲调。道教斋醮（礼仪）音乐有独唱、齐唱、散板式吟唱和鼓

乐、吹打乐及合奏等多种形式。器乐演奏常用于禹步（类似舞蹈的步法）等场面，演奏的曲牌有《上南坡》《西方赞》《下江

南》《光棍哭妻》等。声乐形式则是斋醮音乐的主要部分，其体裁分为“颂”“赞”“不虚”“偈”等格式，属于上下句或起

承转合四句体结构的曲调。定边民间道教音乐承袭唐、宋、元、明道教传统，又与陕北民俗结合，体现出地方民间宗教文化和

民俗文化的历史价值以及研究利用价值。

定边县民间道教乐班分布区域：

1. 定边镇：高光世乐班。（具有代表性）

2. 安边镇：王文智乐班。

3. 砖井镇：曹世珍乐班、白生清乐班。

4. 砖井镇：高光彦乐班。

5. 杨井镇：乔世英乐班。

6. 白湾子镇：付维阳乐班。

7. 红柳沟镇：张光国乐班。

做法事演奏现场

道士头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