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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视阈下的剪纸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罗京艳，安珊珊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 300384

摘要：研究了剪纸艺术在现代各个设计领域中的应用，挖掘现代设计与剪纸艺术相融合的设计要素。通过查阅非遗保护相关

的文献及专利，搜集研究现有的各个设计领域所包含的剪纸艺术相关设计与文献，并且以此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从现代产

品设计、平面设计、建筑设计、融合多媒体技术四个角度的对剪纸艺术的运用进行逐个案例分析，进一步明确简直元素对现代

设计的影响。对剪纸艺术元素进行整理、归纳、运用，理出和现代美学的共同点。剪纸艺术的表现形式立在当今仍具有现代设

计中的美学构成要素，这是现代设计与剪纸艺术的“共通”处。保护非遗应从设计研究与应用角度深挖，遵循设计美学等专业

基础理论并付诸实践，让剪纸艺术与现代设计更加充分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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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aper-cutting Art in Modern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LUO Jingyan, AN Shansha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paper- cutting art in various modern design fields and explore the design

elements that integrate modern design and paper-cutting art. By checking literature and patents related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paper- cutting art related designs and literature contained in various design fields have been collected and studied.

With this as a research object for analysis, the application case of paper-cutting art has been analyzed from four perspectives like

modern product design, graphic design,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integrated multimedia, to further clarify the influence of simple

elements on modern design. The paper-cutting art elements are sorted, summarized, and applied to find out the common points with

modern aesthetics. The expression form of paper-cutting art still has the aesthetic elements of modern design, which is the“common”

of modern design and paper-cutting art.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n be explored deep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By following professional basic theories such as design aesthetics and putting these theories into

practice, the paper-cutting art and modern design can be fully integrated.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aper-cutting art; modern design; aesthetics elements

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从生活经

验中学习总结到的技能或积累的经验。剪纸艺术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宝贵财富中的一部分，它既是可以粘贴

到某处的装饰品，又是能够悬空吊挂的艺术品。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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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时便成为了民间故事的载体，它记载了先民生活、

劳作的场景和祈望。剪纸发展到明清时期开始成熟，

成为了一种市井商品，如彩灯上的花饰、扇面上的纹饰

以及刺绣的花样等。由于纸张取材便宜，且剪纸工具

适用群体广泛，剪纸艺术在民间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条

件[1]。

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剪纸艺术也渐渐融入到现

代设计中[2]。从时间概念上来看，现代设计所包含的

领域极广，有现代建筑、现代工业产品、现代平面设计

等。而剪纸艺术的表现形式也逐渐与现代设计相通、

相融，它具有现代设计中的美学构成要素，即构图的平

衡与对称、色彩的节奏与韵律、要素构成的主与宾。

一、剪纸艺术在现代设计当中的应用现状

剪纸作为民间工艺的一种，其所拥有的生命力和

样式会伴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演变，逐渐丰富的纸张品

类和日渐先进的机器雕刻技艺，都让剪纸的样式和性

能逐渐强大。然而就算是被“非遗”认证的剪纸，也不

可能完全依靠政府保护来使其发扬光大，只有将其和

社会需求紧密融合，才能不断更新其文化内涵，不断促

进其发展 [3]。设计在时间上分为传统设计和现代设

计，现代设计在形式上有新的创新，设计的目的是为人

服务，设计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无论是视觉、产品或

是环境艺术设计都是建立在人的审美基础之上而展开

相关服务的。人们处在信息量爆发的信息时代中，日

渐挑剔的眼光催促着设计师不断寻求新的目光刺激和

使用体验。我国是文化古国，古老的文化是设计师们

汲取不尽的灵感之河，而非遗艺术是文化河流中的关

键支流，其文化与美学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而且非遗

剪纸图案故事往往蕴含着吉祥寓意；非遗剪纸色彩具

有其独特的识别性；非遗剪纸制作工艺老少皆可上

手。正因如此，剪纸艺术才能给现代设计以文化背景

铺垫，而现代设计也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与发展。

（一）剪纸艺术在产品设计当中的应用

一件好产品，如果在设计的过程中想要保持产品

自身的独特性，必须要在其中加入鲜明、有特色的元

素、独特的制作工艺、巧妙的选材用料。剪纸艺术在产

品设计当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剪纸色彩与材质。

首先，从色彩应用来看，剪纸的色彩独特鲜艳，让

人过目不忘或者产生深刻记忆，可以给人们强烈的视

觉冲击感。这是剪纸艺术影响产品设计的一方面，当

下市面上所售卖的产品就有一部分是通过色彩设计，

从而跳出普通的产品的销售圈的。鲜明的色彩标识是

一件产品被顾客接受的首要条件，只有被吸引住目光

才会有进一步去接受产品的可能。剪纸的红色有着低

调素雅的中式气韵，静美又热烈。它常被用在具有喜

庆、传统、经典、祝福、醒目、热情这些关键属性的产品

设计当中，以色彩来彰显品牌或产品的设计理念。在

今年的DIOR中国农历新年限定系列里不仅有象征吉

利的红色，还有象征着美丽、优雅的凤凰来仪中国元素

加持，整体外观优雅美观，而且富有诗情画意，满载着

祝福，因此可以发现无论在哪个时期，红色都是永不过

时的时尚元素和符号，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它依然经

典、充满活力。

其次，谈到文化艺术元素，中国文化元素和品牌的

发展是可以很融洽地结合在一起的。从剪纸文化艺术

中提取其图案、运用镂空艺术效果来表现产品是极常

见的。例如设计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族家具时，除了对

产品基本功能的考虑之外，还需要结合地域特色文

化。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不用地域

的剪纸文化有所不同。各地剪纸艺术工艺特点鲜明；

创作的手法风格迥异；可选择材料又具有多样性；在这

样的文化背景下设计出的产品自然而然的具备了明显

的地域特色。再加上剪纸与当地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

的结合，又使其具有浓厚的当地文化气质。通过对剪

纸艺术中元素、色彩、意向、材料等的提取与转化，可以

为现代本土民族家具设计带来一些启示[4]。

接着，从选材用料方面来看，当代工业设计中的产

品，常常采用以下几种材料：金属、塑料、陶瓷以及木

材。随着绿色设计理念的推广，剪纸艺术被广泛推崇

和应用，纸质材料被发掘出来，在实际设计中证实纸张

设计具有极大的延展空间，其环保性也值得肯定。

产品设计相关院校和公司相继对纸材产品进行了

设计开发与运用，设计公司在灯具家居设计中融入纸

张设计的理念，关注材料的优点，并且相对其他材质来

看，产品附加值有所提高。宜家设计的两款灯具见图

1，图 1a为Marcus吊灯，其由镂空剪纸造型组成花球，

内部打开灯光时，可将蒲公英剪纸造型所形成的斑驳

空隙投影于室内环境中。图1b为纸星星灯具，造型为

七角星，可作为吊灯或落地灯。通过以上的例子可看

到纸张具有较高的可塑性，可以进行多种手法的设计，

比如裁剪、弯曲、折叠、镂空雕刻等，融入剪纸艺术其实

也是对环保材料设计的一种提倡。

在高校产品设计专业课程包括立体构成、非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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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等，通过课程引导学生应用非遗元素与环保材料

开展设计并进行展示。例如天津非遗融入进产品设计

课程中，整个设计过程流程包括：发现现有生活中的一

些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非遗元素提取—草图

推导—模型制作等，见图 2。在日常生活产品的设计

中融入非遗元素可以让产品趣味性更强，也可解决日

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这一概念产品“钥匙帮”将传

统剪纸——吊钱转变为一款可以放钥匙的门边钥匙

板，即新颖又方便。该设计是以绿色设计为导向，以继

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为目标。在设计的过程中同时满足

产品的简洁与实用性，符合人的使用和消费行为习惯。

最后，通过产品设计而将剪纸艺术进行产品化表

达，剪纸这非遗文化得到了更好的推广与发展。同时

通过对非遗文化的阐释，使现代产品设计具有更加独

特的特点和重要的意义[3]。

（二）剪纸艺术在平面设计当中的应用

剪纸艺术在平面设计当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寓意

与制作工艺上。

首先，从剪纸寓意来看，民间剪纸能长久存在也是

因为其寓意美好，被寄予希望，纳福迎祥是剪纸的表现

功能之一。人们在纸上剪出喜鹊与梅花，取梅花谐音

“眉”、和喜鹊的“喜”，寓意为喜上眉梢；利用剪纸制作

龙和凤，表现成语龙凤呈祥，象征着吉祥如意；剪出两

个碗相合扣住，深层寓意为和和美美[5]。平面设计中

也有多采取假借字音字形进行视觉传达的深入设计。

传递美好寓意的方式多种多样，传统的剪纸文化元素

被多种载体所吸收。最为传统的剪纸形式即在纸张上

体现，目前国内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仍然是纸张打印，并

且采取邮寄的方式进行发放。一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

是学生开启新征程的记载卡，是学校给学生的第一份

入学礼。录取通知书从曾经的一张白纸黑字，到如今

多样化的设计形式，每一份都承载着校园文化和祝

福。西安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见图3）采用三折页

内嵌形式，整体以红色和金色为主，寓意“金榜题名”。

其设计包含了众多交大元素，凸显了交大悠久的历史

与浓厚的文化底蕴。封面与封二采用剪纸阴刻与阳刻

图1 宜家Marcus吊灯与纸星星灯

图2 天津非遗剪纸元素产品设计之钥匙帮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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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重叠后形成西迁列车与中心楼、梧桐树错落有致

的布局。通知书背面和纪念卡的正下方是校长对学子

的殷切祝福与寄语。这样一张录取通知书既传承了剪

纸艺术，同时也给成为了一张值得保存的纪念卡，可延

长录取通知书的使用寿命，增加其收藏价值。还未进

入校门的学子，也能从这张独特的录取通知书上感知

到学校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对学子的希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开征集2019年录取通知书设

计，在活动中脱颖而出的作品是由两位视觉传达专业

的同学合作完成的。这款设计与以往相比，在坚持北

航“逐梦蓝天”特色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借

助剪纸艺术巧妙地形成了3D的观感，同时增加了新的

元素，呈现出朝气蓬勃、青春活力的校园生活，见图4。

这张通知书整体吸收了中国传统剪纸艺术元素，

运用现代设计软件Cinema 4D呈现 3D立体效果。通

过层见叠出的镂空卡片形式，由外及内，由远及近，在

画面中心呈现北航校徽，寓意高考学子披荆斩棘后终

遇北航；在校徽周围环绕北航图书馆、新主楼、博物馆，

以及飞机、卫星、实验仪器、AI芯片等标志物，寓意新

生在大学生活中将一步与北航相知相识，传承北航数

代人“空天报国”的爱国精神。整体配色以北航科技蓝

为底色，辅以金黄色和白色，寓意北航新生乘风破浪，

在蓝色北航逐梦起航，创造美好未来。这样的创新且

融合现代与传统元素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另一方面，从制作工艺来看，剪纸的“剪”字当头，

交刀而成，后来才有了在蜡盘上用刻刀刻造型。无论

是剪纸还是刻纸，其所呈现的图案都是阴阳结合，有凹

凸质感。剪纸艺术载于二维平面当中，通过剪裁、挖空

制造出正负形的空间，可展开设计进而形成更加丰富

的画面效果。平面的静止包装中可加入剪的动态DIY

乐趣，阴刻阳刻的结合可以设计出创新吉祥的剪纸包

装图案，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三）剪纸艺术在建筑设计当中的应用

剪纸艺术也广泛应用于建筑设计中，建筑中的镂

空设计就是借鉴的剪纸艺术。另外还有建筑物的外

饰，搭配灯光闪烁，色彩各异，彰显特色，给建筑物增添

了几分美感，这些也是取自剪纸艺术，而且已然成为一

种美化建筑表达形式的必然趋势[6]。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虚拟现实技术在建筑领域的应用也为剪纸的传

播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1. 剪纸艺术在建筑外观设计应用

建筑外观设计通过镂空与光、镂空与整体造型、镂

空与实在建筑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可呈现出新的建筑

韵味，更加突出建筑的特色。例如上海世博会展馆中，

俄罗斯展馆和波兰国家展馆的外观设计（见图 5），其

设计理念均取自民间剪纸艺术，其中包含建筑美学法

则，与此同时还展示了剪纸艺术的魅力。俄罗斯建筑

师运用了立体构成，加入俄罗斯传统元素，并且融入

白、金、红三种颜色，在顶部镂空部分显示色彩，给建筑

赋予生命力，博览馆不再是冰冷的板材，随着每日光线

的变化而变化的光影是派生出的艺术，这便是剪纸艺

术与现代建筑设计的完美融合案例。

2. 博物馆与VR技术结合设计推动剪纸艺术传播

当前是一个科技创新时代，现代博物馆建设不光

注重外在造型，同样注重馆藏宝贝的保护与游客的体

验。服务设计的理念已经渐渐地被重视，随着VR市

场已经逐步走向成熟，沉浸式媒介的普及程度正渐渐

加深，并且在改变人们的日常交互方式，如静态的陈列

博物馆运用VR技术后，推动了馆藏品艺术文化的传

播，提高了服务水平和质量。

2019年蓝鳍鱼“民间剪纸艺术展VR”利用新技术

给传统文化带来新活力。通过将民间剪纸技术与现代

交互设计融合，激发了年轻一代对设计的兴趣与热情，

让参观剪纸博物馆的形式变得有趣，设计体验沉浸感

图3 西安交通大学录取通知书 图4 北京航空航天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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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如同身临其境。而且AR/VR的数字化博物馆更方

便观看学习，也更利于传播。如果平时无暇现场去参

观文化遗产，通过手机或者AR/VR设备就可以在家足

不出户看到这些展品（见图6）。这一技术汇集了我国

南北方的七大剪纸流派的典型作品，经典的作品更具

有代表性和吸引力，每一张都详细讲解了剪纸故事。

剪纸，是在我国深厚文化底蕴下孕育出的智慧结晶，它

不仅仅是一张张独特的图案，更是文化的传承，是美好

的希冀，是艺术的瑰宝。将剪纸艺术融入AR/VR的交

互设计将有利于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保

护和传播，可以将传统的非物质遗产更时尚地展现在

大众眼前。

剪纸艺术的应用还存在于视频动画、文创、舞台、

服装服饰设计等现代设计中，剪纸艺术的传播离不开

现代设计，现代设计在传播剪纸艺术文化的同时更加

体现着设计的意义与价值。

二、剪纸艺术表现形式中具备的美学构成要素

剪纸艺术与现代设计之间有着剪不断的联系，现

代设计对剪纸艺术元素进行了整理、归纳、运用，并且

在运用中传承剪纸艺术，感悟其中所存在的美，将剪纸

艺术表现形式中具备的美学构成要素主要概括为三

点：平衡与对称、节奏与韵律、主与宾。展开设计时将

设计理论知识运用于实操设计当中，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再次进行探索。

（一）构图的平衡与对称

所有事物间均存在着平衡关系，道家有八卦阵一

阴一阳，剪纸亦有阳刻与阴刻之分。阴阳平衡是人生

命活力的基础，保持协调才可永葆动力。阴阳平衡同

样也是中华文化思想的核心。从剪纸艺术来看平衡，

其存在于造型的完整与均衡中，在画面构图时会考虑

全面，使整幅画面看起来和谐有序，而画面的和谐给人

以舒适之感 [7]。例如羊在剪纸中寓意“祥”，吉祥如

意。剪纸“对羊”（见图7），采用左印刻右阳刻的剪法，

画面以中心线为对称轴，虽外轮廓是对称图形，但内部

造型不同，剪掉纸张的重量和面积也不同，然而看起来

仍然对称、生动、和谐。这一对羊在视觉上是平衡的，

一只看起来秀美，一只看起来强壮，情趣盎然，寓意着

图5 上海世博会俄罗斯馆和波兰馆建筑外景

图6 民间剪纸艺术展VR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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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谐美满。旧时传讲着“送羊”习俗产生的原因和

“对羊”剪纸的由来。“送羊”这一岁时风俗来源于河北

南部地区，每年农历夏日，姥姥家要给小外甥送羊，原

先是送活羊，后来改送面制成的羊，再后改为糖制羊。

这风俗来源于神话传说中沉香劈山救母，而后要找寻

杨二郎报母亲的仇，舅舅杨二郎则每年送一羊，愿重修

旧好。后人愿兄妹和睦，便延续送羊旧俗，由此可见剪

纸图案中也有民间风俗故事的缩影。

子羽原创青花瓷剪纸效果首饰设计（见图8）中将

剪纸元素融入其中，项链左半部分为镂空祥云，右半部

分为实心祥云，体积大小虽然不尽相同，但画面中平衡

感十足。左右镂空与实心、小面积与大面积、两种材质

相呼应，这种反差变化将剪纸的取舍关系极致化。设

计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立统一、矛盾转换、阴阳互

抱的朴素哲学观[8]。可谓之具有剪纸艺术的平衡与对

称，也是将剪纸文化元素融入进现代设计的案例。

对称是剪纸的特性，祖先们在艺术起源的时候，就

认识到了对称形的美，并且在日常使用的陶器设计中

进行了运用，甘肃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全瓶呈

现对称。折叠剪纸将对称运用发挥极致，民间团花皆

为折叠而剪制。现代设计如何在设计要求不断变化的

过程中寻找到所谓的对称和平衡的设计点，那便是要

充分发挥非遗在设计中的价值。

（二）色彩的节奏与韵律

古书中记载：“饴蜡剪彩，模花叶之形，极工妙之

巧。”其折叠而剪和独特的线稿设计，呈现的是节奏美

与韵律美。无论是夸张的图形，还是精美简练的线条，

随着折叠方式的变化，都创新出许多新的组合，两两结

合，多形重复。折叠方式有对边、对角、适型、字符、综

合等。在千变万化的剪纸造型中，红色视觉刺激搭配

图案的设计，给人持久的视觉体验。团花的图案设计

松紧有度，四周花边延绵相连。红色是波长最长的颜

色，人眼对红色最为敏感，因此剪纸的红受瞩目程度也

较高[9]。这也是剪纸选用红色的部分原因。透过红色

剪纸看镂空部分，可以看到窗外的美景，这便是剪纸画

面中的节奏与韵律。

1. 剪纸艺术的现代韵律

平面剪纸给人们展现的是一张张静止的画面，而

一系列动作连续的图像则可制作为动画。我国第一次

将剪纸融入到动画是在 1958 年《猪八戒吃西瓜》（见

图 9），这部动画极具中国特色。其中不论是角色形象

还是物品造型都为剪纸风格，为我国的动画制作开创

了先河，此后才有了经典的《哪吒闹海》、《葫芦娃》等

作品。

2. 剪纸艺术的现代节奏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短视频获得资本青睐，以爆炸

速度增长，影响力极速扩大，在 2019年剪纸动画贺岁

片（见图 10）用仅有两分钟的短视频给观众展现了

“年”的文化。深红色剪纸作为场景背景与大红色剪纸

剪出的活泼喜庆的现代人物动态造型相呼应，结合文

字和音乐共同展示，洋溢着新年的欢快气氛。背景与

动态的人物色彩搭配层次分明，剪纸动作配合音乐节

奏有规律地展示，画面十分引人注目，同时静态背景和

动态人物主次分明，虽然同是红色但并未让人感觉眼

花缭乱，这便是剪纸色彩间的节奏与韵律。

美学中的节奏与音乐中的节奏有共通之处，短视

频背景音乐歌词是“天下相亲与相爱，动身千里外，心

自成一脉”。团结友好的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在动画设

计中以剪纸剪出的山河风景、人情风俗为动态滚动背

景，随着音乐的节奏展现，动与静的结合给了剪纸“发

声”的机会，是现代设计让剪纸艺术在人们的视野中

“一展歌喉”[10]。

图7 对羊剪纸 图8 子羽原创青花瓷剪纸效果首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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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素构成的主与宾

剪纸艺术创作以其美好的寓意和精湛的技艺出

彩，在剪纸过程中有主有次，首先要对整体造型和外轮

廓进行主剪，然后再进行补刻[11]。画面的主次体现在

大小、面积、美丑、高低、远近、多少、动作等方面。通过

主与次的运用，第一，可以让作品的构图看起来更严

谨，同时重点突出，主题主体明确，作品内容多而不乱，

层次清晰，环环相链接。第二，由于层次主宾的构图可

使作品中全部内容和谐相处，背景衬托主体，内外相互

联系，烘托主要表达的寓意和情感[12]；第三，由于有主

次，就产生了对比，有对比成规律就有节奏与韵律，上

述这些美学的构成要素均体现在剪纸艺术当中，主与

宾对立统一，有主一定有次，主次分明才是现代设计中

的形式美法则。

三、结语

2009 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

间剪纸，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政府重视，同样也意味着需

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13]。直到今天，人们对非遗仍

然是在探索和学习的过程中，各设计领域涵盖极广，剪

纸元素的应用也无法以一概全，在研究过程中仅能逐

渐理出剪纸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部分应用和影响。未

来，仍需要现代设计师在平衡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上

肩负责任，勤于探索和总结，在前人留下的宝贵非遗财

富中汲取设计养分，为现代的设计提供更多可借鉴的

元素，于继承中发展，做到真正的文化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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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2020年剪纸贺岁短视频图9 《猪八戒吃瓜》剪纸动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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