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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出生在岐山之阳的青化镇。
从我记事起，看到我的家常常来很多人，大多是一些老太太和姑娘、媳妇们，都是找我祖母为她们描
花或画花样的。
我祖母是当地有名的描花匠，很受人尊敬。
她们来时还带很多土特小吃或家产的水果。
我很羡慕祖母，也常挤在人堆里凑热闹，但每次都被祖母赶出去，还说：“男娃娃，女人家的活，你
看什么。
”她越是赶，我越是感到神秘，就爬在窗子上偷着看，有时也学着画。
慢慢的我也爱上了描花、剪花。
祖母成了我学习美术的启蒙老师。
1955年前后，祖母突然患病，半身不遂。
从此她每天就只能躺在炕上。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她的病有所好转，但只能在炕上坐一会儿，还不能下炕，她就让我给她取这取那
。
我也有个条件，让她为我画花样。
从此我常和祖母在一起，我画画也就成了正事了。
祖母在炕上躺了几年就病逝了，但祖母留给我的花样，我一直当作范画，放在我的书包里。
1965年夏天，我考入西安美术学院附中，走上了美术之路。
毕业后，被分配到麟游县文化馆，后来调到岐山县博物馆，之后又调入宝鸡市群众艺术馆，今生一直
选择了群众艺术工作。
1984年，我们在安正中馆长的带领下，到宝鸡13个县、区作民间美术调查，我把祖母刺绣的花门帘、
花枕头和很多剪纸都选入“宝鸡民间美术展”中。
1985年春，我们在北京中央美院陈列馆举办《宝鸡民间美术展览》，受到了很多专家和美术工作者的
好评。
这期间，我有幸接触到美术大家古元、吴作人、张仃、华君武、彦涵、李桦等人，请他们为展览题词
、指导。
同时，我的几篇民间美术文章也在《人民日报》、《美术从刊》等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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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剪纸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载体之一。
本书详细介绍了剪纸源流，剪纸与其他艺术，岁时风俗剪纸，剪纸创作，剪纸种类，剪纸工具与剪法
，还介绍了全国各地的剪纸艺术，以及剪纸组织和剪纸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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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宇，陕西岐山人，就读于西安美术学院。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美协、书协会员，岐阳印社社长，曾任西京
大学教授、西秦美术学院院长、名誉院长、群众文化副研究员。
作品曾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中国（天津）书法艺术节”、“全国印社作品联展”、“海峡两
岸书画作品展”；在福建三明市、广西南宁市、陕西宝鸡市等地举办个展。
出版《曹宇书画集》、《中青年书法家谈书法》，主编《石鼓》杂志。
作品在国内、外展出、收藏，刻石并获奖，入编全国多部书画名人辞典。
曹宁，1970年生于陕西岐山；1993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
现任教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艺术系副主任、副教授，陕西美术馆馆外画家。
自幼承父亲熏陶，接受艺术教育。
曾受到刘文西、顾生岳等先生教诲，主研中国画山水。
作品参加国家、省、部各类展览10余次，在各类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多篇专业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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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明清时期，一些笔记或地方志中已有剪纸艺人的记载，也有记叙共事或为其名家立传的。
《苏州府志》中载：“赵萼、嘉靖中制夹纱灯，以料纸刻成花竹禽鸟之状，随轻浓晕色，溶蜡涂染，
用轻绡夹。
映日则光明莹彻，芬菲翔舞，恍在轻烟之中，与真者莫辩。
”张岱《陶庵梦忆》说：“友人有夏耳金者，剪彩为花巧夺天工，罩以冰纱，有烟笼等药之致。
”《严州建德县志》载：“林文耀，字纲斋，幼即工书，中年失明，仍剪纸为字，势飞动若龙蛇，点
画不差毫发。
室人装潢成轴，人称之日“林剪”。
《保定府志》载：“名女，张蔡公之女也。
有巧思与人接谈，袖中细剪春花秋菊，细草垂柳，罔不入神。
其剪制香，绝巧夺目，得之者珍藏焉。
”清人陈云伯《画林新咏》中云：“剪画，南宋时有人能于袖中剪字，与古人名迹无异。
近年杨州包钧最工此，尤之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无不入妙。
”并有诗日：“剪画聪明胜剪书，飞翔花鸟泳频鱼，任他二月春风好，剪出垂杨恐不如。
”清咸丰十年，《滨州志俗篇》记云：夕贴春联彩胜，易门神桃符，《武定府志风俗物户篇》云：“
十月塑日，携酒脯，登墓祭，剪彩纸为衣焚化，谓之送寒衣。
”此俗说明剪彩纸在全国各地都有此风俗。
特别在清代，剪纸进入宫庭。
在故宫内，历代皇帝举行婚礼大典，坤宁宫四壁按满族习俗裱纸，四角贴双喜剪纸角花，顶棚中心有
“龙凤团花”。
还在朝装上贴有彩色剪纸鹿、鹤、松的“六合春”图案，以示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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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经数年编选的《古今剪纸与艺术创作》终于脱稿了。
从一堆我所收藏的剪纸中，要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剪纸作品，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一方面是件件作品都有特点，它所代表的年代、地域、内容、形式、民族、风格等各有特色，但只需
选出一小部分编入书中，这就使我犯难。
有些作品选进来，又退出去，总是拿不定主意，于是我感到在艺海拾贝，会花了眼的。
另外，要编得与已出版的同类书籍有所不同，就要在体例上、编法上出新，这更使我感到责任的沉重
。
为了使本书能体现全面和完整，真正做到把全国古今的剪纸精品选出来，我们从图书馆把各地出版的
剪纸书籍借出，从中选出了一些我所未收到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增补进来，并把我们能收集到的书刊名
录收录于后，把已知道的剪纸组织和作者也集在书中，很可能还遗漏了不少已出版的剪纸图书和剪纸
组织，以及剪纸作者，这只有待以后再版时增补，还希望被遗漏的剪纸作者看到本书后能与我们联系
，共同促进剪纸创作的繁荣。
在收集各地剪纸介绍方面，相关网络给予了很大的方便，由于各地网络上未有作者署名，我们无法联
系，在选用各地剪纸介绍时，有所删改，敬请见谅。
本书初定名为《剪纸史话》，陕西省文联、民间艺术家协会见到初稿就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关爱，颁发
了陕西省民间文艺“山花奖”。
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出版。
2009年5月下旬，我去北京，将此书稿交给金盾出版社，很快就有了回音，愿意出版，建议更换书名。
经推敲改名为《古今剪纸与艺术创作》。
我对金盾出版社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所给予的无私支持和关照，深表
敬意。
对多年来支持我的各级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道和朋友表示感谢。
让我们共同为保护和繁荣非物质文化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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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今剪纸与艺术创作》：可供赏读，值得典藏。
剪纸艺术，源远流长，匠心奇绝，光大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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