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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沓薄纸，一把小剪，用你的手捉住它。
在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民间美术项目中，剪纸在各地域、各层面曾经存活得最普遍、最持久；在它看
似极其简单的材料、工具和技术中却蕴藏着无限量的生活与情感信息，能表现出变化多端的视觉语言
效果，能传达作者的精神诉求和艺术创造力。
多年以来，剪纸恐怕是被书报刊物这些现代媒体介绍得最多最充分的民间美术品了，这其中的原因除
前述各项外，也还因为它大多只用单色制版印刷就可以了，可以说成本费用是相当低廉的。
不过是三四十年间的事，我们这个一直以人民心灵手巧、日常手工艺发达而闻名于世的民族忽然遭遇
到一个严重的断裂，我们苦苦追求来的工业化、现代化社会生活反过来在对我们数千年的民族民间传
统艺术进行扫荡、清剿以至“搜身”。
出于这种感慨，我曾对一些书法界人士建言，全国书法家应该搞一次大的作品义卖，所得收入用来奖
赏像“汉王笔”这样致力于以笔写输入替代键码技术开发的民族企业，因为他们所做的事业从源头上
保证了中华民族文化特质存活的条件，对于书法艺术体系的前途，具有根基性的卫护功德。
同样，我觉得20世纪中叶以来，由文化人特别是各地群众文化干部推动的基层群众剪纸创作活动对于
民族文化生态也是具有长远意义的事，尽管在“革命化”年代某些群众文艺运动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政
治运动的痕迹及急功近利的色彩，只就把这种手艺和艺术影响保存和传播开来的意义上讲，就很值得
肯定。
今年新春我在火车上遇到一位退休十多年的老铁路职工，她从在铺位上坐定直到终点下车，除过吃饭
睡觉的时间，一路都在不停地编着她的中国结。
老人自豪地讲，自从搞上这种民间手工艺，她的健康状况远比周围同年纪人强，这其中自然包括着心
理健康。
传统文化生态环境最基础的“草根”层面除了老年人外，在今天最重要的还有儿童和青少年。
实质上，随着大量民间艺术品类在社会生活中被压挤掩埋的“矿化”，无论保留“火种”还是进一步
谋划民间文化的“活态”生存，这些任务都必须由现实社会的主流文化和教育渠道来担当。
20世纪80年代起，全国各地陆续有高校将包括剪纸在内的一些民间手工艺制作引入课堂教学，还有一
些中小学也有剪纸之类的鉴赏和制作练习课。
这是一种希望，但就文化的整体局势来说，目前的状态并不够。
所谓不够，一方面是觉得这种最宜推广的艺术方式在孩子们中推广得并不够--如果能像学写汉字那样
教每个孩子都玩玩剪纸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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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中试图以尽可能多的图例和简明的文字，系统地介绍民间剪纸的语言符号、造型观念、装饰规律
，传统刀法及方法步骤，目的是为民间剪纸爱好者、艺术馆与文化站的美术辅导干部及学校美术教师
提供一份较全面的传统民间剪纸技艺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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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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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上中学时，我的美术启蒙老师潘振扬先生对剪纸艺术研究颇深，常有论文和作品发表于报端，对我影
响很大，我学着先生的样，在农村和集市上收集或购买一些民间剪纸珍藏起来，也剪一些作品请先生
指点。
美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陕北安塞县文化馆工作，因辅导工作的需要，开始对陕北民间剪纸进行调
查和剪纸创作的实践。
但对民间剪纸真正意义上的认识与研究是从民间美术大普查开始的。
1979年秋，在靳之林先生的鼓励与指导下，我对安塞县14个乡镇的村村户户进行了全面的普查，发现
当年40岁以上的妇女，几乎乎人人都会剪花，村村都有高手，每个乡镇都有领袖人物，庞大的创作群
体着实让我吃惊，更让我惊叹和折服的是老大娘们那精湛娴熟的剪纸技艺与独特的造型观念。
74岁的王占兰老婆婆剪纸时用一把做衣服的大剪刀，不描不画，放刀直剪，造型大气磅礴；68岁的曹
佃祥大娘，剪动物时多用单剪，体现特征的地方多用夸张手法，不影响形象的地方多作变形，内部装
饰喜欢用有寓意的花草纹样，然后用长长的牙牙纹统一画面；67岁的高金爱大娘剪动物多采用折叠手
法，几剪下去，一个稚趣逗人的生动形象便跃然手上；白凤莲大娘剪花样，从花心下剪，从里面向外
层层剪起⋯⋯每研究一位大娘的剪花技艺，便对我心灵是一次震撼，深深感觉到民间剪纸的丰富与博
大。
通过普查，我也意识到了民间剪纸面临失传的危机，老大娘们的剪纸技艺是千百年来民族民间文化的
凝聚与传承，由于现代文化的冲击，民俗文化逐渐萎宿，剪纸巧手相继衰老与去世，年轻人不了解传
统剪纸的技法与特点，已形成严重的断层，抢救与继承传统的剪纸技艺显得尤为重要。
从那时起，我便有心向老大娘们请教，看她们怎样下剪，怎么打扮，有什么寓意，应注意那些问题等
等，把这些经验与技艺进行总结，然后用于民间剪纸培训班的辅导之中。
1989年，我调入陕西省艺术馆负责民间美术辅导与研究工作。
在辅导中发现，好多地县艺术馆、文化馆在举办剪纸培训班时缺乏深入了解民间剪纸技艺的辅导老师
，也找不到合适的教材，剪纸爱好者对传统剪纸技艺缺乏了解，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学习方法，创作出
的作品很少有民间剪纸的特点。
根据存在的问题和自己多年的思考，便有了编写民间剪纸技法一书的想法，在省艺术馆领导支持和关
心下，在同事和朋友们热情鼓励下，开始了长期时断时续的编写工作。
民间剪纸技法按传统的学习程序进行分册编写，第一册为((花草纹样剪法》，第二册为《动物纹样剪
法》，第三册为《人物纹样剪法》，先出版前两册，第三册正在筹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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