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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陕西民间剪纸拥有非常成熟的艺术程式。
通常每一个地区的民间剪纸都有自己的艺术程式，其成熟与否是检视当地民间剪纸艺术水准的一种标
志。
这些程式是千百年来在民间剪纸发展的自律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集体创造的结晶，是某一地域的剪纸艺
术在传承过程中始终能够维持在一定水准之上的基本谱系与规范，也是每一个普通农村女性缘此学习
并掌握剪纸艺术的传统语言规范，继而超越规范，施展她天才的个性创造才能的文化平台。
广大民间剪纸艺人通过对程式的掌握而使当地民间剪纸得以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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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安塞县常振芳老人曾这样讲述自己的遭遇：她一生生育过十一个孩子，只活下来
一个女儿，其他娃娃都是长到两岁多时夭折，急得她得了精神病。
当生养第十个娃时，村上人给她请了个巫师。
巫师看了看娃，看了看家，说你这个娃可能还要被”吃娃鬼”吃掉。
想保住下一个娃娃的命，我给你教个方子⋯⋯这个娃长到两岁多时，果然又得了怪病，手足痉挛，口
眼歪斜，看着又不行了。
她按巫师吩咐，赶紧剪了个黄纸人人，放在娃娃睡觉的地方，口中反复念道：“纸人纸人你是听，你
和我娃一胎生，卧龙床上快捉吃娃鬼⋯⋯”不等娃咽气，便狠狠地把娃掼了出去，血溅了一墙。
她疯了似的号叫：”看你再来吃我娃，看你再来吃我娃，我跟你拼了⋯⋯”这就是巫师密授她的方子
，目的是不叫”吃娃鬼”再来吃下一个娃。
后来她生养了个女儿，女儿活了下来，现已40多岁。
许多大娘都会剪巫术方面的剪纸，懂治神神鬼鬼的事。
 安塞县文化馆举办民间剪纸创作班时，县城一位干部的孩子时常有病，有几位老婆婆到他家看了看，
认为是邪气所致，便剪了只”艾虎”贴在这位干部的门上，并对其婆姨说，家里有了邪气，娃娃才有
病，贴上个“艾虎”挡一挡邪气。
农村人都是这种治法，”虎是山中王，镇宅保安康”，以后娃就不会再得病了。
关中西部的“送病娃娃”是剪一个骑马人或飞人。
剪骑马人的意思是祈求神灵骑马腾飞招魂快速附体、快速去病。
家里人拿着纸人用火点着在病人身上绕一绕，口中念叨着：“送了头上头上轻，送了身上身上轻，送
散了，不见了，病不再犯了。
“纸烧完了，往水碗里一扔，然后把水倒在十字路口，送走恶鬼，病就除了。
千阳县民俗，如果妇女不生小孩或生养了孩子不好存活，就要请巫师进行安床。
巫师剪一串七个手拉手的娃娃，天不明时贴在门口驱邪挡鬼，佑护娃娃平安。
 1994年春，陕北许多农家都剪一幅”猪“的剪纸贴在门上，传说是将有瘟疫流行，剪猪贴于门上，可
保全家平安无事。
1995年春，西安郊县及关中部分农家，门上贴一对红纸剪成的“虎”，下方倒贴一幅“裤子”的剪纸
。
问其原因，说是今年有”邪”，贴上虎和裤子可以免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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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陕北剪纸》编辑推荐：陕西民间剪纸与当地民俗生活相依相伴，民俗文化的丰富性导致了剪纸品类
与样式的多样性和文化内涵的丰富性。
如婚俗剪纸、丧俗剪纸、年节剪纸、巫术剪纸、神话剪纸、民间故事剪纸等等，其美的形式里寓含着
当地古老的婚俗、丧俗、年俗、礼俗、巫术、神话、传说等丰富的民俗学文化内涵。
产生于陕北相对比较封闭的文化环境中的「抓髻娃娃」、「人首鱼身」之类古奥的形象，更多地保存
了远古文化信息。
关中地区的戏曲人物剪纸格外丰富多彩。
比民歌文化更为进步的戏曲文化几乎成为关中民俗文化的纽带，而关中地区戏曲人物剪纸便是在这种
深厚的戏曲文化的土壤中孕育、生发出来，并日趋丰富、繁荣和成熟起来的。
陕南在秦岭以南的长江流域，当地民居不像陕北、关中必须糊窗户纸抵御西北寒风，因而并不盛行窗
花，刺绣「花样」却比较丰富。
在那里，巴楚文化传统的影响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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