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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剪纸与古诗文作为两种独立的艺术

形式，有其各自的发展轨迹和审美标准，将剪纸元素巧妙地

与古诗文中描绘的意境进行融合，运用传统的剪纸技法表现

具有代表性的古诗文。通过对剪纸元素与古诗文的文化认同，

将丰宁满族剪纸的艺术特色推向更深厚的历史文化中去。

一、丰宁满族剪纸的文化内涵与特点

剪纸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产生与图腾艺术有着密切

的关系，丰宁满族剪纸有着东北剪纸的萨满文化特点，同时

融入了张家口蔚县剪纸的刻制技法，也蕴含着内蒙古赤峰地

区的图腾艺术，其中包括红山文化的蛙、鸟、龟、鱼等原始

图腾纹样。丰宁满族剪纸，不同于南方剪纸的秀美。由于其

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宁满族剪纸的艺术表现形式粗犷且质朴。

丰宁满族自治县的剪纸艺术是在继承原始文化基础之上，不

断吸收与借鉴多民族文化，使其相互融合而产生的新的文化

因素。丰宁满族剪纸主要表现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风景，

将实际的景色通过剪纸元素的转变，变成了一件件旅游文化

纪念品。除此之外，还可以与坝上的草原文化相结合，体现

出游牧民族自由的天性，充分体现了地域性特点和民族性内

涵。

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地处河北省的燕山深处，

该地区的人物剪纸，非常强调轮廓边缘的表现力，长线剪得

均匀且飘逸，锯齿纹细密且富于变化，主要用于细节的处理，

造型严谨，略带有绘画的韵味。丰宁满族剪纸不同于其他地

方的剪纸，至今保留着乡村妇女自剪自娱的创作状态。丰宁

剪纸的艺术特点首先是将剪纸元素与时代事迹相结合，如石

俊凤的剪纸作品《圣洁》表达了医护工作者在对抗疫情时坚

韧的品质与顽强的斗志，敢于冲在疫情的第一线，通过不断

地试验制造抵抗病毒的疫苗。整幅作品有两个色彩，一个是

传统的红色，一个是天蓝色。红色主要剪制的是荷花二方连

续纹样，下面衬一张天蓝色的纸，一方面与里面的医护场景

呼应，另一方面体现了莲花在水里的生长规律。其次，是将

剪纸元素与满族地域文化习俗相结合，如张冬阁的剪纸作品

《满家婚俗——射三箭》表现了满族婚礼仪式中下轿子的环节，

新郎拿着弓对这花轿射箭，这里包含着射箭的寓意，分别是

天煞、地煞、轿煞，这就是中国传统民俗婚礼中的三箭定乾坤。

整幅作品运用了套色剪纸的表现技法，新郎身着深蓝色牡丹

花纹样的服饰，与红色的梅花花纹相得益彰。一冷一暖，体

现出对幸福感的向往。最后，丰宁剪纸与张家口蔚县剪纸相

比较，虽然两者之间在地域上非常接近，但是在剪纸制作技

法上也存在区别。蔚县剪纸线条硬朗，尤其以戏曲人物的胡

须刻画为其代表，丝发均匀，先刻制，然后染色，颜色相对

比较考究，多为品色加酒精调制而成，染制出的作品独具特色。

丰宁剪纸也有色彩的一部分，多以套色为主。

丰宁剪纸的造型特点上运用也非常考究。剪纸艺人没有

接受过正规的美术训练，但是，制作出来的剪纸作品在点、线、

面的运用上却非常巧妙。剪纸艺人将其形象地比喻成太阳纹、

月牙纹、锯齿纹等，变得既生动又有趣。剪纸中的点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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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刻画人物的、动物的眼睛，以及花蕊等。尤其是在人物剪

纸中，人物的眼睛有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石俊凤、克非的

作品《璀璨中华 跃然纸上》，作者在表现双人滑的运动员时，

用三角形的点进行了刻画，体现出雪中芭蕾的灵魂之处。与

前面带着防风眼镜的速滑运动员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大一小、

一疏一密，无形之间产生了画面的空间感。剪纸外形是以圆

形团花剪制的花边，里面有形态各异的雪花，体现出一团和

气的艺术氛围。剪纸中线主要刻画水纹、衣纹等。线主要包

括直线、曲线、折线、弧线、波浪线。可以看到人物的头发

用流畅的线条进行舍入刻画，在双人滑选手处用简洁干净的

线条刻画出他们划过冰面所留下的痕迹。雪花那短小精悍的

线条与长弧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剪纸中间主要由大块的规

则与不规则的团块组成，其主要作用是丰富画面的阴阳对比

关系。人物躯干大部分的白与其后像弯道一样的红色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关系，同时也起到调整画面感的作用。

丰宁满族剪纸的图案纹样特点主要是满族礼节以及具有

萨满形式的动植物纹样。在造型上简约且具有抽象性。丰宁

满族剪纸图案主要来源于自然界的动植物，还有老一辈留下

来的剪纸样稿。通过对剪纸样稿的临摹，并结合现实生活中

动植物的形态进行夸张与变形，形成了典型的丰宁满族剪纸

图案。丰宁满族剪纸纹样主要包括吉祥纹样、自然纹样、几

何纹样、组合纹样。其中，吉祥纹样是中国剪纸纹样使用最

频繁的纹样之一。自然纹样多是自然界的动植物以及山、水、

火、云等自然现象。几何纹样是将以上几种纹样进行几何化

处理，删繁就简，将其变成方形、圆形、三角形、不规则图

形等进行重新组合所产生的纹样。组合纹样是将几种纹样进

行组合所产生纹样，例如：鱼戏莲、蛇盘兔等。

满族剪纸元素的民俗文化内涵主要包含祈福纳祥、祭祀

巫术、图腾崇拜等艺术形式。在民间剪纸中，祈福纳祥的剪

纸样式最为多见，其表现内容在现实生活中的婚丧嫁娶中都

可以呈现出来，寄托的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美好向往。比如哪

家要是生了孩子，就会邀请长辈剪个葫芦，内面有男娃或者

女娃，表现阴阳交合，子孙万代的寓意。另一种是祭祀巫术

剪纸，由于原始人民对世界的认识相对比较狭隘，对于祭祀

剪纸和图腾剪纸在民间剪纸中广泛流传。唐代诗人杜甫《彭

衙行》中 “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的诗句，深刻地反

映出剪纸去病招魂的作用。众所周知，喜、怒、哀、乐成为

人类感情的变现方式，为了减轻这种压力，剪纸招魂这种传

统的民俗形式在满族依然存在。当然，剪纸也包含繁衍后代

的形式。比如，“扫天婆”“抓髻哇哇”“莲花娃娃”“石

榴娃娃”“葫芦娃娃”，这些都成为多子多福的剪纸符号。

满族剪纸与氏族图腾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图腾文化发

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成长和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华北与中

原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石器时代。满族剪纸很多表

现葫芦的元素，其主要来源于《诗·大雅·绵》中：“绵绵瓜瓞、

民之初生。”瓜所指葫芦，寓意人类都是从葫芦里钻出来的，

也象征着民族的繁荣富强。

二、古诗的核心素养与特点

“古诗”是指古体诗，对近体诗相对而言的古典诗体，

主要是以唐代作为分界线，包括唐代以前除去骚体外以及唐

代以后模仿这些诗歌的形式而创作的诗歌。

“素养”一词主要是指日常的修养。“素养”这一词最

早出现在《汉书·李寻传》“马不伏枥，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

不可以重国”。“古”在《说文解字》中理解为世代经过口

口相传的事情，而“诗言志”，可以理解为以作诗来抒发内

心的情感。古诗一般分为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诗体。

一般而言，古诗语言分析主要包含语音、语义和语法。

古诗的语音是指古诗的格律，即平仄与押韵。如王安石

的《元日》，第二句和第四句最后一个字分别是“苏”“符”，

为平声字，且压“u”韵。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第二句和第四句最后一个字分别是“亲”“人”，为平声字，

且压“n”韵。古诗的语义是指古诗字词在特定语境的含义，

分为字义和词义。如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中“人间”指

的是庐山下的平地村落。“芳菲”是盛开的花，也可以理解

为花朵、花草艳盛的阳春景色。“尽”指花凋谢了。“长恨”

是常常惋惜。“转”是反的意思。“此中”是深山的寺庙里。

古诗中的语义是指古诗词在特定语境的含义，分为字义和词

义。如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中，“饮湖上”译为在西湖

上饮酒。“潋滟”形容波光闪动的样子，“空蒙”为云雾迷

蒙的样子。“西子”特指西施，春秋时代越国著名的美女，“相

宜”指合适的意思，比喻西施不管淡妆还是浓妆都很美丽，

也映射出西湖的美。又如刘禹锡《洞庭湖》中，“和”是和

谐的意思，这里是指水色和月色融为一体。“镜未磨”是指

古代的镜子用铜制成、磨成，这里比喻月下的湖面虽然平静，

但有点朦胧，像每有磨平的铜镜。“青螺”青绿色的田螺，

这里用来形容洞庭湖里的君山。古诗的语法是为了适应格律，

而使用语法，使句子完整有序。如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饮”

字前缺少主语，“饮”与“湖”之间缺少状语，赋予诗更强诗意。

又如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中的诗句为单句，每一句都是这

张独立的画卷。

三、剪纸元素与古诗文结合的创新性案例

如何将剪纸与古诗文结合，并将古诗文的意境用剪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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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表现出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两种艺术形式的融合中

得到更好的传承。下面是笔者创作的一幅作品，通过展示其

制作过程，分析剪纸元素与古诗文结合的创新性案例。

首先要在众多古诗文中遴选出适合剪纸表现的范围，重

点分析古诗文所能表现的画面感。以古诗《爱莲说》为例（图

一），图形的纹样为四条在荷花池里自由自在游动的金鱼，

每一条金鱼的尾巴又是一朵盛开的莲花。水中还有形态各异

的荷叶，在装饰荷叶上反而打破了传统的写实纹样，而是运

用添加的方法，使得荷叶上有了荷花、菊花的图形。画面的

正中坐着一个莲花娃娃，头顶莲花，手臂两旁有莲藕伸出，

进一步诠释了《爱莲说》的内涵。画面中起伏变化的水草，

增加了金鱼游动的画面感，右边的一朵牡丹花，则是围绕诗

篇进行巧妙地融入，使得整个设计不违背《爱莲说》要表达

的中心思想。《爱莲说》书写过程成要体现其流畅性、变化

性以及大的动势的运用。这种艺术形式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

剪刻技法。另一方面，加大了剪纸的文化内涵。为进一步弘

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传播途径。

图一：《爱莲说》为本文作者制作

总之，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融合，很大程度

上加大了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将剪纸与古诗文融合的创新性

研究，不仅丰富了剪纸的内容，而且促进了剪纸教学实践价

值的生成。剪纸与古诗文的结合，体现出了文化需要传承，

就需要关注当下，展望未来。虽然，剪纸与古诗文是两个概念，

但都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诗文蕴含着丰富且博大的中

华传统文化思想，因此，在开展剪纸活动中，与古诗文进行

融合是非常必要的传承方式之一。注重保护和弘扬地域性文

化，进一步对民间传统剪纸的造型艺术进行深入性、连续性、

创新性研究，这对于剪纸与古诗文的结合的创新信研究具有

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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