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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夺天工的敦煌艺术剪纸

谢生保

剪炕艺术是中国最古老、最丰富、最受人民群众喜雯的民间工艺美术之一 o 它所以受人

民群众喜爱，是因为它是由人民群众创作，文能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一种工艺美术 o 人们

的吃住衣行、生老病死、婚嫁丧葬、出生中兄奇、岁时咛日等各种喜变活动，几乎都缺少不了

自J 处艺术。剪纸艺术既能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又在、为人民群众的各种人生活动服务，

是人民群众喜爱剪纸艺术的原因之一。

剪低工具简单，一把剪刀，随身可带。剪业东料哥哥.随时可取 c 剪娥内容不受限制，随

心所敌，棍据自己的思想情趣，想剪什么就剪什 AO 剪 1孔不需要很高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

全凭手传心授。只要动手，勤剪勤练，人人都能学会 C 半以.剪 1氏的创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没

有文化的村姑农妇，这是剪筑艺术普及如人民群众喜爱有批艺术的原因之二。

下面就剪珉艺术的用途和种类.技坷之路土的剪纯艺术.敏、惶艺术剪纸的创作者，谈谈

俨人的昔法和简介:

…、剪纸艺术的用途和种类

苟低艺术的种类是和啊途紧峦联系在一起的。快才告不坷的响途和剪奴粘贴、放置、使用

的地方不同.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窗花:是剪纸最普遍、最主要的一种。是春节号:喜叹之日装饰窗卢的剪纸花 1.) 0 

2. 房花:是新宅建成.或是喜气之日装饰房间的各扣剪纸花样。包括门花、墙花、房廊

花、房角花、顶棚花、仓房花、桌裙花、坑周花等。

3. 叮花:主要是指春节、元宵节灯会时，装饰宫灯、彩叮、走马灯的剪纸花样。

4. 喜花:是女子出嫁时放罩在惊妆物品上和布置洞房时听，具有新婚喜庆图案的剪纸花

样。

5. 礼品花:是人们在生子、视寿、乔迁、开?节等古节之日，亲友:曾送贺礼时.放置在礼

品上.具有吉祥祝贺图案的剪纸花样。

6. 服饰花:旧时妇女为了在衣服、鞋帽上刺绣、 ;p 法花样方便.事先剪成的花样。这种

实用的剪组花样叫服饰花样。包括鞋花、帽花、;可吃、袖吃、鞋垫花、围肚花、围裙花、枕

尖花、 1要带花、背带花、圈暖花等 o 其中鞋样、鞋垫7Ë、枕头花最普遍，也最丰富 o

7. 生肖花:是依据十二生肖属相剪成的动忡图案花样。十二生肖剪织花样多用于妇人 l临

立、小孩过满月、过生日的视贺礼品。什牛商相的孩子.京t 剪 1曾送一幅什么生肖的花样。

8. 岁时花:是人们为纪念欢安岁时节日时吁剪的花边 c 不坷的节日，花样也不间 O 如春

斗?时，可迎春花;正月初七人胜日，剪人性花样;元宵咛对.剪彩灯花样;端阳节时.剪除

毒花样;七夕节时，剪"牛郎织女"、"喜费;每吓"花坛.中于i 节时.剪"姑娥弈巧"、"月
中玉龟"花样等。



9 . 丧葬花 : 是丧葬祭祀时所用的剪纸花样。丧俗祭花 、 纸钱 、 引魂幡 、 棺木上粘贴的供

养人和供养团花都是用纸剪咸的。古时富贵有钱人家厚葬死者 ， 为表孝敬 ， 用实物做冥器。而

平民百姓用剪糊纸帽 、 纸衣 、 纸鞋 、 纸元宝等做冥器 ， 以表孝敬哀思。这些冥器上的花纹装

饰 也多用剪纸花样。

1 0 . 功德花 : 是给佛 、 神敬献 ， 做功德的剪纸花样。佛教传入中国后 ， 平民百姓在浴佛

节 、 涅赞节 ， 孟兰盆等佛教节日时 ， 用剪纸花样敬献给佛陀 、 菩萨做供养。这种剪纸花样多

有佛教色彩 ， 如菩提树叶 、 莲花宝珠 、 小千佛 、 小佛塔 、 佛陀 ， 菩萨像等。

剪纸艺术不仅用于上述民俗活动 ， 还用于乞求神灵 、驱除病害等封建迷信活动。例如 : 久 雨

不停 、 黑云不散时 ， 剪 "驱云婆婆 "( 南方叫 "扫晴娘 " ) ; 驱邪镇魔时 ， 剪 "龙虎彩旗 " 发生瘟疫 时，

剪 "收瘟葫芦 " 小孩受惊时 ， 剪 "招魂娃娃 " 久不生育时 ， 剪 "送子娘娘 "或"石榴多子 " 诅咒仇

人时 ， 剪个纸人 ，用针扎纸人的心。这些不健康的民俗剪纸反映了人们在科学不发达的封建社

会的愚昧思想。随着社会的进步 ， 人们文化科学知识的提高 ， 这类剪纸已经逐步消失了。但它

的遗留物可以为我们研究人类文化的进步 ，提供可贵的形发资料。

剪纸艺术是 一种为人们的民俗活动服务 ， 又随着民俗活动发展 、 丰富起来的民 间 工艺美

术 ， 几乎和人们的民俗活动不相分离。因此 ， 剪纸艺术亦是一种民俗艺术 ， 它是民俗学研究的对

像之 一 。

二 、 丝绸之路上的剪纸艺术

剪纸艺 术起源于何时 ， 至今没有定论。民据有关专家 j~ 研究 . 剪抵艺术可能起源于战国时

期。那时的剪纸艺术不是用纸 ， 而是丐金范和丝舟。南北朝;.1才期 . 南梁 · 宗慷编著的《荆楚岁时

i己》中记录 "正月七日为人日 ， 以七种菜为羹 ， 剪彩为人或传金为人 ， 以贴屏风 ， 亦戴之头鬓。又

造华 JJ生以相遗。 "南北朝时的这种人日节( 人性1::1 . 传说人类是这 一天 诞生的。 ) 一 直延续到隋

唐 、 宋代。唐朝皇帝有"储金作胜 ， 剪彩为人 "赏问群臣的盛大礼仪。唐代诗人李贺 的《人日》诗

中 ， 有 "储金作胜传荆俗 ， 剪彩为人起晋风"之句。诗句中清楚地指出这种风俗起源的时代 、 地点

和使用的材料。诗句中的" 金 "是金结彩"是在唤均丝坷。当时的" 金性 "、"彩人 "都是极贵重

的工艺品 ， 它们不是普通的民间剪纸。因此可见 ， 制为剪纸艺术的工艺技 术可能起源很早 ， 但真

正的民间剪纸艺术 ， 最早也在汉代造纸术产生之后 . 才可能产生。但是不是汉代造纸术发明之

后 ， 就产生了 民间剪纸艺术? 现在还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t 可靠的实物证实。

人们称誉丝绸之路是一条 " 人类文化大运河东西方文化通过这条犬运河进行交流。中国

中原华夏文化向西方传播时 ， 剪纸这种民间

艺术也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由于特殊的

气候 、 地理条件 ，在丝绸古道上给我们留下了

北朝至五代时的 民间剪纸艺术 作品的实物。

(一)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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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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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疆博物馆贾应逸先生在《中国美

全集 · 工艺美术卷》罔版说明中介绍 : 1960 ~ i1Jé. ~ j. fIL 二 新疆 u土 鲁 番阿斯塔那古墓 新疆。土鲁-$-阿斯塔那古墓

年至 1 967 年在吐鲁番问塔那古墓中 ， 曾先后 出 土囚花剪纸(北朝) 出土团花剪低(北朝 )
出土四幅北朝至隋代的剪纸实物原件直往 25 厘 米 原件直径 25 厘米)

第一幅 ， 团花剪纸 : 直径 25 厘米 ， 将纸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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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 ， 剪成四面均称的几何形团花 ， 中问为楼开;苟:寸 . 国轮上育馆齿开; 7Ë 纹。与同墓 8l 土文物考定·

为北朝(见图 1) 0

第二幅 ， 团花剪 纸 . 直径 25 厘米 ， 与第一幅}/ ;在相 ':z . 凡是内安三小国轮。 1 967 年与第 一

幅同墓出土 ， 时间考定为北朝 ( 见因 2) 。

第二幅 ， 对鹿剪纸 ， 残存一小部 分 . 固，心已吏法沙在牛 . 飞 7年一 l飞弧线。从残余形状看 ， 可

以判定为六边形团花因案 . 每边上各立相背的二店(0 F 苟皂?自行!连 . 四月专直立。其 中一鹿尚

存精角 ， 造型浑厚优美。 1960 年出土 ， 与此幅可 f支出二均有苟昌幸 ~;1 十 一年 ( 公元 5 ，11 年 ) 文

15 . 考定为北朝 ( 见因 3 和阳 5 复原件 ) 。

新疆。土寄番阿斯塔那古墓

址:土剪纸 :

(门对鹿剪纸(北朝 )原件

残存部分 : 10X 1 0 厘米

|冬13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

出土剪纸:

(2 )猴的苟沃(隋低)原件

直往 2 S 星 米

|￥11 

第四幅 ， 猴形剪纸 ， 残存 一部分 ， 可判 J( 为专开;因花

图案 ， 原大直径约为 25 厘米。中心为圆形国吃 . 司]-1(层

次重叠的八角形 ， 再以国围绕 ， 图上站立- ?~/;;专子 . 飞子

头顶为锯齿形国轮。出土时推子残存四只 . 七苦要原 - R

子可能是十六只。相邻的一叶稚 ， 相背而立 . r-f ~相连 . [:才

头相视 ， 两手相拉 . 上举连接固纶。形象生卅 . .与专巧抄 I% (l

年出土 ， 时代考定为隋代(原件见因 ，1. 要取升 í~ ~~ 6) 。

第五幅 ， 人胜剪纸 ， 据 l味竟先生在(( l\ ~:r ~重古 (t r; i:\ 

i究中国剪纸渊源》一文中提供 ， 新疆古墓中:~专 :Ci.二一百

唐代人胜剪纸 ， 共剪七个人形花胜 ， 造主开沽 . lJ 注:斗， 炼

( 见 i手/ 7) 。同时 ， 还发现大量晋代至唐代时期莘莘抗是 、 到

靴 、 t!飞帽 、 纸冠 、 纸腰带等。这些纸制冥器 J. 也育]~专叶

利华丽庄重的剪纸装饰。

从新疆古墓出土的剪抵实物 ， 可以证 2旦在建晋南朝

时期 . 民问剪纸已经「分普及 、 成熟 ， 并且广泛应专于丧

葬民俗活动中。剪纸是民 l日l 工艺美术 ， 主要靠手货，(，' ~.受 . 世

代相习 ， 具有很强的传单性。新疆古墓中址:土的丧葬有武

|υ ) ì'Í 代丧葬剪纸十分相似 ， 也口《中国民也苟 ri\ 因素》中

对鹿剪纸复原件

|￥I 5 

猴开j 剪纸复原件

|￥I 6 

人脏剪纸〈店〉

新疆。土寄番阿斯塔那

古墓出土人月生剪纸

l￥I 7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丧 俗 祭 iË " 都是菊花圆 I~' ， 多国 轮团花 ( '[四 8 、 9 、 1 0) 。

中国近代氏间丧葬剪低 囚 花 (8) 中国近代民间丧葬剪纸 团花 (9) 中国近代氏问丧葬剪纸团花(0)

|创守1 9 图 1 0

新帽古墓出土的唐代人胜剪致同《陀东民俗苟朵》中 的 .. 牵 手娃娃 " , (( 山西剪纸大观》中人

f:l 1;ÿt氏 "拉手娃娃 "十分相似 ( 见回 门、 1 2 、 1 3) 。只是新疆唐 代人胜剪纸意象性更强 ，造型简略 ，

四服不分 . 没有口目 。近 代 人日剪批中的"拉手娃娃 "写实性 ;灵强 . 四 肢 分 明 . 口目清楚。

4 

甘肃陇在近代剪纸《拉手娃妓》

|刽 11

甘 肃吨在近代剪纸《拉手娃姓》

图 1 2

山 西近代民间剪纸4拉手娃娃 》

!到 1 3



(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剪纸作品。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五万余件文物 ， 其中绝大部分是各种文字的手抄佛经 ，一小部分是
社会文书和绢画、绣画等佛教绘画艺术品。从藏经洞发现近 一个世纪来 ， 人们只注重对佛经 、社

会文书 、 佛教绘画艺术品的整理研究 ，公布了大量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对于剪纸艺术作 品 很

少有人注目过问。只是近几年来才有零星资料公布 ， 笔者只看到过两条资料 :

1. 敦煌研究院史苇 湘先生同 女儿史敦字编

绘的《敦煌图案集 )) 099 5 年上海书店出版)中 ，

有 一幅唐五代时的"双鹿佛塔 "剪纸 (原件现藏印

度新德里博物馆) ，保存完整无损。其剪法是将纸

对折 ， 剪成对称图案。上为三角形塔顶 ， 顶上有法

轮和刹杆 ， 中为塔身 ， 有门户栏柱 ，塔身两边是前

肢向上的对鹿 ，塔基两边是对鸟 ， 中间是一对小

鹿。构图对称 ，造形生动。尤其是塔身两边的对

鹿 ，形像生动活泼。这幅剪纸的构图和寓意 ， 与莫

高窟第 76 窟(宋代)东壁所绘释迦牟尼圣迹故事

画《八塔变》中第三塔《鹿野苑佛初 转 法轮处宝

塔》十分相似。可以断定这是一幅与佛教内容有

关的剪纸艺术作品(见图 14) 。

2. 敦煌研究院赵声良先生从日本寄回一篇 莫高窟第 17 窟五代剪纸塔与双鹿

《丝绸之路大美术展巡礼 》的报导 (刊于 1996 年 ( 出于藏经洞 现藏印度新德里博物馆)

《敦煌研究》第 3 期) ，详细地介绍了 1996 年 4 月 图 14

在日本东京美术馆展出的 ， 由 9 个国家 1 5 个单位收藏的 235 件文物的 "丝绸之路大美术展" 。

这次展览文物量最多的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绘画艺术作品。在藏经洞出土佛教艺术作品标题

中 ，赵声良先生说 "伯希和收集品中还展出了两件锤空剪纸菩萨。 一件为水涡纹背光菩萨 ，一

件为持幡菩萨。沿着黑线勾勒地方剪出形像 ， 但又保持一定的墨线 ，这种剪纸技术很独特。 "赵

声良先生的文章没有附图 ， 也没有说明时代 ， 但我们 可 以断定其时代最迟不晚于藏经洞封闭的

宋代。

从藏经洞发现的剪纸实物 ， 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 :

1. 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后 ， 民间剪纸艺术染上了宗教色彩 ，参与了佛教民俗活动 。 佛教认

为开窟修庙 ， 塑像画佛 ， 抄经印经 ，礼敬佛陀菩萨 ， 弘扬佛法是种 "福田 " 做"功德 "的善事。古时

有钱有势的达贤贵人捐资捐物 ， 开窟修庙 ，造像画佛 ， 刻 sp 经 书 。信仰佛教的平民百姓因剪纸廉

价易得 ， 亲自剪刻佛塔、佛像 、 菩萨 、 天王献于石窟佛坛，以表自己虔诚供养。这类剪纸不断发

展 ， 逐渐形成剪纸艺术的 一个种 类 : 功德剪纸。在唐 、 宋对期这类功德剪纸可能巳十分普及成

熟 ， 并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藏经洞发现的唐五代时期的"佛塔双鹿 "剪纸就是很好的例证。

2 . 从赵声良先生的报导中可以看 出藏经洞发现的剪纸艺术作品已用墨线起稿 ， 以刀矮刻。

这种工艺与雕版相似 ， 是民间艺人为了多产省工 ，一次刻出多张效果相同的剪纸作 品 。从此，我

们可以推知当时可能已有专门生产功德剪纸为生的民间艺人。

黄河中游的关陇黄土有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关陇黄土高原人民自古以来居住窑洞 ， 窗花

剪纸是关陇黄土高原历史悠久的群众性传统民间民俗工艺美术。汉代之后 ， 魏晋南北朝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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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大批关陇汉族因避战乱，充军屯回或做生意;f}丝坷之路西迁，他们把关陇中原汉族文化和

民俗也就带到了那里。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商业交坷的枢纽和重镇，西汉设都时.已有

大批汉族居住。吐鲁番是前凉高昌故国的国都之地.汉魏时剧就有大 fl~r! 族居住。因此，吐鲁

问斯塔那古墓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丧葬剪低和功愕剪批. fR 可能出自汉族民间艺人

之手， Jt 汉族带到那里的民间民俗艺术。

三、敦煌艺术剪纸的创作者

剪纸做为一种古老的民间工艺美术，最然起源很早.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其内容也很丰富。

但历代文人、美术家一直把它视为工匠小技，妇人花样，不 if 犬雅之堂，看不超过一民间美术。

但这一民间工艺美术并没有因文人、美术家看起与看不起而自生自灭。它虽然不如牡丹富丽名

贵.却如乡间山花，永远同人民大众生活在一起。

本世纪四十年代，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去土的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延安鲁艺的美术

家吱现了民间剪纸艺术这朵山野之花，开始收集整理映北民间剪炕，出版了《西北民间剪拙巢》

等专集。不少美术家向人民学习，创作剪纸艺术作品。并用制作版画的办法印制具有剪纸艺术

特点的作品，鼓舞延安解放区军民的斗志。

新中国建立之后，剪纸艺术更加受到重视，各地出版了不少民间剪抵专巢，还把剪做艺术

当做中国美术的一个品类，参加各种美术创作展览，地民间剪织登上了艺术殿堂。

改革开放的春风，使教煌石窟艺术名扬中外，成千上万的中外游人不辞万里，纷纷到世界

佛教艺术宝库一一莫高窟参观游览。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旅游工艺品的走展。不少美术家和

民间艺人 l临摹、创作了不少具有敦煌艺术风格特点的旅游工艺品:敦煌壁画临品、敦煌彩塑 11自

品、敦煌艺术拓画、敦煌艺术蜡染、敦煌艺术剪纸等。由于剪抵艺术品轻便易带，又是中回特有

的民间美术工艺品，很受国外旅游者的喜爱。因此.剪抵艺术也就漂洋过海跨出了因门。

为了给国内外剪纸艺术爱好者和美术工作者提供一本具有敦煌艺术风格特点的剪纸作品

专集，编者从近年来在敦煌艺术剪纸创作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的工艺美术 1I币、艺术家陈宜江、吴

娴风、郑伯萍所创作的几百幅作品中，精选出 160 悟，编辑成《敦煌艺术剪纸》专巢，并按敦煌壁

画艺术的内容进行了分类。

从剪低工艺土说，这本《敦煌艺术剪纸》已不是以剪纸为主.而是以刻抵为主。严格地说已

不是剪抵艺术，应是刻纸艺术。但自古以来把以刀传刻的刻妇也包括在剪珉艺术中，统称为剪

报。本专;在也沿用古称叫《敦懊艺术剪珉》。

从剪纸作者上说，这本《敦煌艺术剪纸》已不是民间艺人，更不是农妇村姑，而是美术家和

艺术大师 o 民间艺人剪纸时大都不设计图稿，随心所缺。美卡家和艺术犬。币的剪或作品，要事

先设计好回稿，然后再进行锤、交IJ 、剪。设计因稿实际上就是 :1自摹或创作的美术作品。因此，不

仅要求作者具有很高的剪刻技巧手艺，更需要有恨高的美术修养，本人首先是一位画家或工艺

美术师。从这个意义土说，这本《敦煌艺术剪纸》是一本美术家如工艺师以剪珉艺术形式临摹、

创作的敦煌艺术作品集 o

将三位作者的艺术经历和作品简介如下:

陈宜江，甘肃兰州市人， 1969 年毕业于兰州培黎石油技术学校。现为甘肃民间艺术家协会

和中国民问艺术家协会会员。自幼受父母家传，喜受绘画和剪抵艺术，已从事剪纸创作 30 余

年。在省级和全国报刊杂志上发表剪纸作品百余幅。作品多次参加省市和全国举办的民间工

艺美术展。近年来，临摹、创作了百余幅以中国古代人物、唐诗宋词、教煌艺术为内容的大幅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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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作品，深受国内外工艺美术界的好评。作品被甘肃省啤物馆和中国美术馆收藏。 1995 年 3 幅

作品入选中国艺术界名人展示馆。 1995 年 5 月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评为"剪纸艺术大师"。
间年 9 月经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推荐，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他

的部分作品被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的来宾、专家收藏。

陈宜江的剪纸作品多为大型巨幅剪纸，最大的作品 2 米 XO.8 米，一般多在 1.2 米 XO.7

米左右。场面犬，人物多，背景繁杂，画面开 j坷。人物造型准确，姿态优美，届四清秀，生动传神，

衣饰花纹，线条流畅 o 刀法既简练大方，又精细不苟 o 其作品边看好似一幅 l临摹逼真、线条有力

的敦煌艺术线描画或单色版面，近看才是一幅剪纸作品。本集精选陈宜江以敦煌壁画艺术为内

容的剪纸作品 40 幅 o

夹娴凤，甘肃兰州市人， 1962 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英术系工艺美术专业。从事工艺美术

创作 30 余年，曾任甘肃省工艺美术厂副厂长，高级工艺美术师，甘肃省工艺美术公司副总工艺

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嗖事、甘肃省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曾多次到敦煌莫高

窟 If自摹敦煌壁画和敦煌彩盟。最先开发以软煌艺术为内容的旅游产品， 1临摹、设计、创‘作了多种

敦煌艺术的工艺美术产品。其中敦煌剪纸作品"敦煌舞乐"、"教煌装饰画"获得甘肃省工艺美术

作品百花奖和优秀奖。壁画!陆品"敦煌菩萨"曾获"国际中华书画临摹展"二等奖并收藏。近

来，她间郑伯萍合作，设计制作了以敦煌壁画为内容的剪纸作品 200 余幅 o

郑伯萍，祖籍安徽庐江。自幼喜爱剪纸艺术， 1974 年进甘肃省工艺美术厂，专业从事剪纸

艺术达 20 余年。获省文联授予的"甘肃省民问工艺美术家"称号。曾在《中国旅游报》、《甘肃画

报》等国内报刊杂志上发表剪纸作品多幅。近年来与吴娴凤合作剪刻以敦煌壁画为内容的作品

200 余悔。

本集精选吴娴风、郑伯萍合作的剪纸作品 120 余悟。她们两人的剪纸作品多为小型剪纸，

最大的 30 厘米，最小的 5 厦米。场面小，人物少，多为双人和单人，无繁杂背景。分类配套，每

一分类 10…20 惕。人物设计，准确优美，传刻精细，一丝不苟，线条流畅，圆润秀丽。尤其是"敦

煌飞天"、"敦煌舞侠"彩带飞旋，衣裙飘曳，手舞足蹈，活灵活现，眉目传神，姿态优美，几乎与壁

画无别。尤如没有着彩的工笔仕女画一样典雅秀美。

1997 年 4 月 15 日子兰州滨河路院部

.嗜书目

1. ((中国民俗剪纸阁集)).潘鲁生编著，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2. ((山西剪纸大观))，朱间主编，((山西工艺美术))} 986 年 1~4 期合刊。

3. ((甘肃民间剪纸)).张宗编，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o

4. ((陇东民俗剪纸))，王光普收集，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1987 年 8 月第 l 版。

5. ((丝明之路造型艺术)).((新疆艺术》编辑部编，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 年第 l 版。

6. ((敦媲阁案集))，欧阳琳、史教字编绘，上海书店出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7. ((中国美术企集·工艺美术编》第 12 册《民间玩具、剪纸、皮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1988 年 9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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