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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
纸，又叫刻纸，是一种镂空艺

术,就是用剪刀或者刻刀将纸

剪刻成各种各样的图案。 
传统刻纸工艺采用的载体比较单

一，题材、形式、色彩范围也有一定的局

限性。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以不变应万

变，肯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从苏绣名家沈寿的作品中得到灵

感，我对传统剪纸技艺进行了大胆的创

新。

一、以传统载体为主，载体多样化

剪纸的传统载体最多见的是大红彩

纸，大红彩纸蕴意富贵、吉祥，圆满，但是

也限制了题材，颜色的单一也难以产生视

觉的吸引力。

一开始我也遵循传统，使用大红彩

纸。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探索，我尝试

使用各种颜色的彩纸、普通宣纸、洒金

宣、金银箔、树皮、树叶、布、皮、革等片状

材料，甚至使用了软质易拉罐。

载体的多样化使传统的刻纸工艺更

具魅力，同时对刻纸的刀法、刻的力度的

掌握有了更高的要求。

各色彩纸刻制的刀法、力度的掌握

和大红彩纸无异。需要注意的是要根据

纸张厚薄程度决定力度的大小。薄的彩纸

材质比较脆，入刀要竖刀，出刀也要提前

竖刀，否则易产生裂口。厚的彩纸没有薄

的彩纸那么脆，但韧性和厚度增加了，要

求力度增大，否则易出现纸张纤维，增加

后期修整工作。 
宣纸是比较特殊的纸张，既柔又

脆，不能像普通彩纸那样借力，必须做到

既快又准。整个刻制过程中一直采用竖

刀刀法，否则会产生大量的毛刺，这些毛

刺的修整远远比其他载体难度要高，同时

会影响整个作品的精致度。

金银箔是非常脆的材质，必须用竖刀

刀法，下刀的长度不能过长，否则易产生

裂口。关键下刀、收刀要轻，整个过程都采

用竖刀刀法。

皮、革等材料韧性比较大，刻制的力

度要大，否则容易连刀，完成一幅作品往

往比较费时、费力。

载体的多样化，虽然对刻制的要求

高了，但是不仅使刻纸作品颜色多样，形

式多姿，而且作品的题材范围都得以拓

展，不再局限于传统图案。

二、保持本源，呈现多种美术形式 

传统刻纸图案涉及的题材面比较狭

隘，呈现的形式更是单一。既然刺绣能将

油画、水彩画等呈现出来，那么刻纸也可

尝试。

1.传统刻纸技艺与中国书法的精妙

结合

传统的刻纸一般都不涉及书法，即

便有也是很朴实、抽象的文字图案，或者

是对称、简易的文字。如何用传统刻纸技

艺将书法的美呈现出来，使得书法不仅保

存了原有的美同时也具有立体感？

刻制书法的最大难度是字结构的处

理，这对保证书法原有的形状和结构是

至关重要的。书写书法和刻制书法最大区

别在于：书写可以随心而为，一气呵成；刻

制却必须考虑闭合结构的处理，否则出

现大面积空白，无法刻制。字的结构破坏

了，整个字根本无法呈现，所以在下刀之

前必须想好运刀的路线，既保证字的结

构，又不牵强，一气呵成将字完整刻制出

来。

保留运笔痕迹是另一难点，这对

刻制的技法有一定的要求，要求灵活运

刀，巧妙地处理字的厚薄、疏密关系。在

保留运笔痕迹的过程中以刀为笔，走运笔

的线路，断断续续的线条也要切出细小的

线条，哪怕只是走刀，那样才能将书法运

笔的痕迹完美体现出来。

处理好字的结构，保留运笔的痕

迹，再加上后期的处理，刻制的书法就既

有书写书法的美感，同时也更具有立体

感，这就是传统刻纸技法与中国书法的

精妙结合。

2.刻纸技艺完美呈现白描画 
白描是中国画技法名，是完全用线

条来表现物象的画法。传统刻纸作品的

表现方式也是线条，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

处。

用刻纸的阳刻法，将白描画用彩纸

刻制。刻制的要点是线条疏密、连断的处

理，既要保证刻纸的完整性，又不破坏刻

纸作品的结构。最后以颜色对比强烈的彩

纸衬托，这样的作品既新颖，又色彩感强

烈，将白描画的线条感和刻纸的精细完美

结合。

3.传统刻纸与工笔画相辅相成，各具

魅力

工笔画亦称“细笔画”，属于工整

细致一类画法。一般设色艳丽、沉着、明

快、高雅，有统一的色调。

将传统的刻纸技艺和工笔画结合

起来，分两个步骤来完成。第一层用刻刀

将整个图案用阴刻的方法呈现出来。这

一步骤最关键点是线条一定要精细，过

渡自然。第二层的时候，以第一层为原

稿，以一比一的比例画下来。勾好线条后

设色，必须做到设色艳丽、沉着、明快、高

雅，并有统一的色调。而后再套色，两者合

二为一，这样就将传统刻纸技艺与工笔画

结合起来了。

两者的结合能充分将各自的优点体

现，同时相辅相成，更衬托出对方的特

点，使得作品更具魅力。

4.传统刻纸技法呈现水墨画的精髓

水墨画是由水和墨经过调配其浓度

所画出的画，是绘画的一种形式。中国水

墨画的特点是：近处写实，远处抽象，色彩

微妙，意境丰富。

传统的刻纸往往比较写实，要体现

抽象的意境有一定的难度。首先从载体上

入手，使用水墨画一般用纸——宣纸。宣

纸一面粗糙一面光滑，所以对刻制的力度

要求比较高，必须做到一刀刻断，将纸张

纤维都刻净。宣纸有很强的延展性，又很

脆，在整个刻制过程中不能借力，须刀刀

做到精准。刻制最关键的是要注意水墨

的运笔轨迹，运刀灵活、切口不能过于工

整，同时却必须保证光滑。用刻纸体现出

水墨画的意境有一定难度，要体现出浓

墨、淡墨、干墨、湿墨、焦墨的效果，只能用

如同工笔画一样的套色手法。在第二层宣

纸上一比一地画出颜色，必须将颜色掌控

精准，而后两者结合，就比普通水墨画多

了线条感，同时也保留了水墨画的意境。

传统刻纸魅力无穷，蕴含传统文化的

内涵和本质。中国各种美术形式，都各具

魅力。传统的技艺经过创新，和各种美术

形式结合起来，不仅保留原有魅力，而且

焕发新的生命力，赢得更多人的兴趣和喜

爱，使剪纸这象征着中国文化的工艺制作

被发扬光大！

参考资料：

［1］范石甫《金坛刻纸》古吴轩出版

社  

［2］沈心友、王概、王蓍、王臬《芥子

园画谱》工业出版社2011-10-1 

［3］白雪石《学习中国画》人民美术出

版社2011-12

［4］李可染《李可染书全集·山水卷》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10-1  

［5］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6-6-1 

［6］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上海远东

出版社2011-8-1 

［7］叶澜《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

探》教育科学出版社

浅谈剪纸工艺的点滴创新
马陆育才联合中学  余丽红

摘要：剪纸是中国民间美术形式之一，是中国民间艺术中的瑰宝、亦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种珍藏。有着悠久的

历史，却因为和现代社会新生力量的审美观有一定的距离等种种原因，如涸辙之鲋处境危急，面临后继无人的境

地。如何改良传统剪纸工艺，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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