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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蔚县剪纸作为中国北方剪纸艺术的杰出代表，以其精湛的刻工技法、浓郁的色彩语言和深厚的民俗文化意蕴，成为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本文从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双重维度展开研究，通过分析其历史源流、工艺体系、传统思想影响及地域特色，
揭示其“以刀代笔”的技艺独特性与“天人合一”的文化象征性。研究发现，蔚县剪纸不仅承载燕赵文化的阳刚之美，还通过传
统哲学思想的视觉转化，构建起民间社会精神世界的符号系统。但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背景下蔚县剪纸面临诸多挑战，亟需探索
其创新保护路径，推动传统手工艺的活态保护，使其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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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作为地域文化基因载体，其独特性
与文化认同功能愈发凸显。河北蔚县剪纸作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成熟的艺术形态虽定型
于清代中晚期，却承载着自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
汉画像石程式至宋元寺观壁画的多层文化积淀，
呈现出原始图腾崇拜于儒释道哲学互渗的复合性
特征。据（清）杨笃纂修《蔚州志》（光绪三年
刊本，卷九·风俗志）记载，该地区至光绪时期
即已形成戏曲与剪纸艺术的共生系统——200 余
座明清戏楼遗存，与剪纸艺术共同建构起“八百
村堡八百戏楼”的文化地理景观，为研究华北民
间社会文化生态提供了活态见证。

 一、民间艺术研究的兴起与蔚县剪纸的定位

1950 年，日本颁布《文化财保护法》，提出 
“无形文化财” 概念，搭建起民间艺术等非物
质文化的系统性保护与研究的框架，为后续全球
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理论与实
践基础。历经半个世纪的理论沉淀与实践探索，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立 “非物质
文化遗产” 概念及界定标准，推动全球对民间艺
术的重视达到新高度。2009 年，中国剪纸入选《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非遗”身份
将中国剪纸带入全世界共识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语
境中，吸引更多学者从剪纸的地域特质、象征意
义、文化内涵、保护与传承、产业经济等人类学
及其他多学科领域展开研究。在国际民间艺术研
究不断深入的进程中，蔚县剪纸作为中国剪纸的
重要分支，凭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成为研究民间艺术传承与发展的关键样本，其承
载的不仅是地域文化，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本
土文化身份的坚守与表达。

二、 历史演进与技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蔚县剪纸的发展历程深深扎根于地域文化且
不断演进与升华。其起源与早期的民俗活动紧密
相连，在岁月的沉淀和当地戏曲文化的滋养下，
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技艺体系，为后续艺术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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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萌芽与初步发展：民俗土壤中的孕育
蔚县剪纸最早源于民间刺绣花样，起初只是

人们为满足日常生活装饰需求而进行的简单图案
描摹，造型多为基础的几何图形以及常见的动植
物形态，制作工艺也尚显粗疏。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剪纸艺术开始深度融入民俗活动。唐朝杜甫
诗作“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中，清晰展现
出剪纸在民间信仰范畴的应用，有力印证了剪纸
自诞生便与民间生活存在紧密联系。

随着春节、庙会等民俗活动日益丰富，剪纸
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广泛应用于门窗装饰、祭
祀用品等。剪纸题材也从简单的图形逐渐向蕴含
民俗意象的内容转变，工艺上也有了显著进步，
出现折叠剪纸与阴刻技法，线条更为流畅，造型
也更趋复杂，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
些早期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剪纸艺术在民俗文
化语境中不断汲取养分、自我发展的外在表征，
每一次的变革都承载着民间生活的独特气息以及
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深切祈愿。

（二）成熟与繁荣：戏曲文化催生的艺术高
峰

戏曲和蔚县当地的历史发展有着深厚的渊
源。唐朝末期李克用父子逐鹿中原，倾其财力物
力人力，使蔚州成为建立后唐的主要根据地，其
子李存勖痴迷戏曲，建立后唐后更是与诸多伶人
交往密切，这种对戏曲的热爱和推崇，逐渐在晋、
汾、蔚、朔一带形成风俗，蔚县的戏曲文化也因
此得以繁荣兴盛。此后，清朝历代皇帝皆喜爱戏
曲，蔚州既有戏曲的传统，又是当时内地和边塞
交流贸易的旱码头，其戏曲事业自然而然更加繁
荣。

清代中后期，蔚县的戏曲文化步入鼎盛阶段，
“八百村堡八百戏楼”生动勾勒出彼时戏曲艺术
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戏曲的繁荣使蔚县戏楼的
发展异常鼎盛，据统计目前保存完好的古戏楼尚
有 200 余座，不仅式样繁多建筑精美，墙壁上还
绘制有各种宣扬英武孝忠的画面，堪称中国北方
戏楼文化大观园。除戏楼外蔚县还拥有众多庙宇，
其建筑造型气势不俗，且蕴含深厚的艺术性和文
化性，如故城寺内拥有大量的彩绘壁画，用法自
然，上色随性，色彩纷呈，这些多元化的思想共
同构成了蔚县丰富的文化内涵，为蔚县剪纸的造
型、题材和设色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

戏曲的蓬勃不仅催生了实体戏楼，更滋养了
民间艺术土壤，直接推动了剪纸艺术的革新。艺
人们凭借精湛技艺与巧妙构思，将戏曲人物的风
韵风姿、戏曲场景的精彩瞬间融入剪纸创作之中，
极大地拓展了剪纸的题材范畴，丰富了其表现形
式。在与戏曲文化的深度融合与相互渗透过程中，
蔚县剪纸逐步构建起“以刀代笔，阴刻阳镂”的
独特技艺体系。 这一时期，艺人们自行制作的刻
刀工艺精湛，能够雕琢出极为纤细的线条，精准
入微地刻画戏曲人物的面部表情、服饰纹理等细
节，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在色彩运用方面，从
最初的单一色彩，发展为点染工艺，大胆选用红、

绿、黄等原色，色彩饱和度高，对比强烈，营造
出热烈欢快的视觉效果，与戏曲舞台热闹欢腾的
氛围相得益彰。

清末时期，以吕家戏曲人物和翟家花卉为典
型代表的艺术风格应运而生，吕家戏曲人物剪纸
以戏剧性构图再现戏曲人物的英姿飒爽，如《长
坂坡》中的赵云，英勇无畏、英姿勃发；而翟家
花卉剪纸则以细腻的点染技法表现出花瓣的丝绒
质感，如《牡丹图》中的牡丹，娇艳欲滴、栩栩
如生。这象征着蔚县剪纸在艺术风格上走向成熟，
完成了从民间实用技艺到独立艺术形式的跨越，
彰显出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 

（三）独特工艺：技艺体系的深度融合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蔚县剪纸形成了一套

完整且独特的技艺体系，工具、材料、刻制工艺
与染色工艺相互配合，共同铸就了其独特的艺术
魅力。

在工具上，选用优质钢丝手工打制刻刀，蔚
县剪纸的刻刀普遍为艺人自己用钢丝根据使用习
惯亲手打制，刻刀成品极其单薄锋利和细窄，一
般有大刀、小刀和扭子三种，大刀刻制长而直的
线条；小刀旋转顺势镂刻出曲线、花纹等；扭子
的刀刃向内侧卷，是专门用于刻制圆形的刻刀。
最显示刻刀功力的即是蔚县特色“戏人剪纸”中
的大胡须，俗称“拉胡子”，艺人需在几厘米见
方的平面上能刻制出上百根胡须，根根均匀流畅
纤细入微，令人叹为观止。另外刻制戏曲人物中
的战袍、鱼鳞纹、开脸等工艺均要求艺人刀法娴
熟、刀锋犀利。刻制时垂直入刀，然后上下动刀，
用力均匀，不偏不倚，达到刚健爽直的刀味质感，
艺人们往往以“圆、尖、方、缺、线”来判断作
品的刻制效果。

材料方面，宣纸吸水性强，便于颜料渗透融
合，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层次，粉莲纸质地细腻、
光泽度好，适合刻画细腻线条与精致图案。“以
刀代笔，阴刻阳镂” 是蔚县剪纸的核心工艺。阴
刻用于表现细腻的纹理和阴影，阳镂则增强图案
的立体感与层次感，二者相辅相成，使剪纸作品
层次分明、栩栩如生。在刻画戏曲人物服饰时，
通过阴刻呈现褶皱阴影，阳镂突出轮廓与装饰花
纹，生动展现出服饰的质感。染色工艺同样独具
特色，染色前将品色与酒精混合，制成鲜艳且渗
透性良好的颜料。染色时严格遵循操作顺序，精
准掌握颜料浓度和点染力度，保证色彩均匀、过
渡自然。近年来，晕染、洗染、套染等新技法不
断涌现，进一步丰富了色彩表现，契合了民间对
色彩的审美偏好，也体现了技艺在传承中的创新
发展。

从萌芽到成熟，蔚县剪纸的历史演进与技艺
发展紧密相连，民俗活动和戏曲文化为其提供了
丰富的养分，独特的技艺体系则是其艺术价值的
重要支撑。这种融合地域文化与精湛技艺的发展
模式，不仅成就了蔚县剪纸的独特魅力，也为后
续探讨其与民风民俗、地域文化的关联奠定了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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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符号系统建构  

东汉时期传入的多元文化逐渐与本土艺术融
合，对蔚县剪纸产生深远影响。传统人物形象、
象征性植物纹样等元素频繁出现在剪纸中，形成
独特的视觉语言体系。这些元素的融入不仅丰富
了创作题材，更赋予作品精神内涵，反映民间对
传统哲学的理解与追求，成为文化遗产在艺术领
域的具体呈现。  

传统哲学中的宇宙观与自然观在剪纸中亦有
生动体现。对称循环图案寓意万物平衡与转化规
律，展现古代对自然法则的认知；基础元素在表
现自然景观时，通过材质属性的相互关系阐释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民间吉祥纹饰融入剪纸
创作，几何化的守护图案表达人们对安康生活的
向往。长寿主题与祥瑞组合等创作母题，传递出
对社会和谐与美好生活的期许，共同构建起剪纸
艺术中的哲学表达体系。  

传统符号在蔚县剪纸中承载多重文化价值。
在文化传承层面，这些图形成为保存古代智慧的
重要载体，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具象艺术形态，增
强了群体文化认同。在社会功能层面，特定符号
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年节期间张贴装饰性剪纸
演变为传递祝福的民俗仪式。集体创作过程促进
社区文化互动，形成情感联结纽带，搭建起精神
追求与现实生活的桥梁。  

符号系统作为剪纸文化的核心要素，其发展
脉络与工艺演进相互交织。传统思想为创作提供
主题素材与价值内核，使作品超越审美层面获得
文化厚度；剪纸艺术则通过视觉转化，使古老智
慧在民间广泛传播。这种双向互动深刻影响着地
域艺术的演变轨迹，成为解读其文化价值的关键
维度。  

四、地域文化生态中的艺术形态分化

在蔚县，剪纸与传统民俗活动紧密交织。春
节时，“五谷丰登”“连年有余” 等剪纸作品以
直观且质朴的艺术语言，将人们对来年风调雨顺、
生活富足的美好祈愿具象化，不仅装点门窗，更
传递出人们对土地的敬畏、依赖与感恩之情。；
婚丧嫁娶中，“鸳鸯戏水”“并蒂莲花” 等图案
在婚礼中象征夫妻恩爱，蕴含着家族对新人开枝
散叶、延续香火的殷切期望，是传统婚姻观念与
家族文化的生动体现。而在丧葬仪式中，白色或
黄色剪纸所营造出的肃穆氛围，承载着生者对逝
者的追思与缅怀，遵循着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丧
葬习俗，维系着民间社会的情感秩序与文化支撑。
同样，在中国其他地域如陕北佳县，春节张贴 “老
牛丁散”剪纸以辟邪保平安，陕北、甘肃一带则
根据天气剪 “扫天婆”“碰头娃娃”等，这些独
特的民俗现象都体现了剪纸在乡村民俗中作为文
化载体的重要作用，反映乡村生活中的传统习俗、
情感和价值观念。

城镇化进程中，蔚县剪纸呈现出城乡二元发
展格局。乡村剪纸仍维系着民俗文化记忆，其传

统纹样与节庆仪式深度嵌合，成为农耕文明的活
态载体；城镇剪纸则转向文化商品属性，通过时
尚纹样转译和文创产品开发构建起 " 非遗 +" 产
业生态。艺人在保留阴阳刻、点染等核心技艺基
础上，创新融入现代设计语言，推动剪纸艺术在
抱枕、灯具等生活场景中的创造性转化。

蔚县剪纸艺术形态分化源于社会环境和经济
因素的差异。乡村地区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和稳定的社会结构，传统民俗文化保留相对完整，
剪纸艺术紧密围绕民俗活动展开从而成为传统文
化记忆的载体。而城市作为现代文化与商业活动
的中心，受多元文化冲击和市场经济驱动。乡村
面临传承主体断层危机，青年群体流失导致民俗
土壤贫瘠，老艺人绝活面临人亡技失风险；城市
遭遇商业异化挑战，机械复刻消解手工温度，快
餐式生产稀释文化厚度。非遗活态传承亟需建立
动态平衡机制：既要通过数字化建档保存传统基
因库，又需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在守护文
化原真性的基础上探索当代审美表达。唯有在城
乡文化生态间架设对话桥梁，方能实现传统工艺
的可持续发展。

五、当代语境下的传承与发展创新路径

在全球化与本土文化博弈的当代语境下，蔚
县剪纸的传承发展需构建多维立体的创新体系。
通过教育筑基、科技赋能、产业活化三大策略，
可开拓非遗活态传承的新范式。

教育传承方面，建议构建“启蒙 - 传习 - 研
究”阶梯式教育体系。基础教育阶段通过非遗进
校园培养文化认同，职业教育设置专项技艺课程
培育传承梯队，高等教育层面建立非遗研究院开
展系统性学术研究。引入非遗传承人驻校机制，
形成“师徒制 + 学院派”双轨培养模式。科技创
新维度，建议实施数字化保护工程：运用三维建
模、光谱分析等技术构建蔚县剪纸基因库，开发
包含工艺数据库、传承人数字档案的云平台；借
助 VR/AR 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产品，开发数字
展览、互动课程及文创游戏，构建“云端工坊”
传播矩阵。在产业化路径探索上，应打造“非遗
+”融合生态圈。纵向深化文旅融合，构建剪纸
主题游学线路、沉浸式非遗工坊等文旅新业态；
横向拓展现代设计应用场景，推动剪纸纹样在数
字文创、建筑装饰等领域的转译创新，建立跨界
IP 合作机制。

作为承载燕赵文化基因的非遗瑰宝，蔚县剪
纸的当代转化需坚持守正创新原则。在保持核心
技艺本真性的前提下，通过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
机制，激活传统工艺的现代生命力。这既需要完
善政策保障体系，更需培育社会参与的可持续发
展生态，让剪纸艺术在新时代绽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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