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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剪纸艺术是植根于民间沃土之中的一朵奇葩。
大体说来，这里的“民间”多指农村。
中国的农村，毋庸讳言，亦非世间桃源，“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恐怕其中人等，昼夜以思者乃
生计之策，生存之道耳。
但是剪纸艺术，却在这偏远穷困之地历久不灭，长盛不衰，除了证明它源远流长的历史、顽强旺盛的
生命力之外，便别无他解了。
可能正是因为剪纸艺术这种“低下的”出身，它在众多的艺术品种之中，经常被轻视忽略，不能如国
画、书法那样登大雅之堂，值万贯金银。
问津这门艺术、关注这门艺术、执著这门艺术者，为数不多，也就成了情理中事。
春兰女士正是这“为数不多”中的一个。
她从身为农民的外祖母和母亲手上学得剪纸这个绝活儿，几十年间持之以恒，虽家徒四壁，常为儿女
学费发愁，然而却能清贫自守，乐此不疲，故而成绩斐然，卓荦可观，获得剪纸艺术家的美誉，也属
实至名归。
春兰的剪纸是农村的、传统的，但同时又是全民的、现代的。
因为现实的生活，千变万化的时代，要求她不能墨守成规，必须推陈出新。
比如立体剪纸、组合剪纸、国画剪纸、漫画剪纸、编纸、撕纸、烫纸等新品类，明显地吸收了其他艺
术形式的营养，从而发展了传统的剪纸技法。
从表现内容上看，也突破了传统的贺喜志庆、祈福祷寿等日常生活的狭小题材而触及到了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生活的广阔领域。
这些改进，无疑为剪纸这门古老艺术注入了新的气息与活力，由此也形成和展示了春兰剪纸艺术的个
性特征。
为使剪纸艺术能够发扬光大，她一则创作不辍，，时有佳作问世，获得如潮好评；一则奔走国内国际
，讲学表演，倾力宣传这一国粹；一则开坛课徒，呕心沥血传经授艺，憧憬后继有人。
春兰痛感于许多有志之士，虽心仪剪纸久矣，却不得其门而人的现状，遂将集多年所积之经验，写成
《中国民间剪纸技法教程》一书，以应时需。
此种举措，于春兰诚一大喜事，于中国民间艺术，乃一大幸事，因它与现今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要求两相契合！
如果说这本教程的出版有什么深意的话，愚以为深意正在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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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春兰的剪纸是农村的、传统的，但同时又是全民的、现代的。
因为现实的生活，千变万化的时代，要求她不能墨守成规，必须推陈出新。
比如立体剪纸、组合剪纸、国画剪纸、漫画剪纸、编纸、撕纸、烫纸等新品类，明显地吸收了其他艺
术形式的营养，从而发展了传统的剪纸技法。
从表现内容上看，也突破了传统的贺喜志庆、祈福祷寿等日常生活的狭小题材而触及到了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生活的广阔领域。
这些改进，无疑为剪纸这门古老艺术注入了新的气息与活力，由此也形成和展示了春兰剪纸艺术的个
性特征。
为使剪纸艺术能够发扬光大，她一则创作不辍，时有佳作问世，获得如潮好评；一则奔走国内国际，
讲学表演，倾力宣传这一国粹；一则开坛课徒，呕心沥血传经授艺，憧憬后继有人。
春兰痛感于许多有志之士，虽心仪剪纸久矣，却不得其门而人的现状，遂将集多年所积之经验，写成
《中国民间剪纸技法教程》一书，以应时需。
此种举措，于春兰诚一大喜事，于中国民间艺术，乃一大幸事，因它与现今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要求两相契合! 如果说这本教程的出版有什么深意的话，愚以为深意正在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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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86《中国民间文学》选登四幅作品1988在临汾影剧院外举办大型剪纸展1991参加中国山西文化艺术
展览会1992.10参加中国剪纸学会理论研讨会1993.6录制《祖国新貌·巧媳妇》栏目第27期1993.8中央美
院李振球教授制作梁春兰1993.10剪纸技法影像用于教学1993.10参加《尧乡艺海》专题片的拍摄1993.10
入选“中国当代剪纸名家”1993.10个人名录入编《浮山县志》1993.12入选《山西名人录》1993义务为
家乡学生讲课1994.10面塑技艺入选“中国一绝”1994.12入选《三晋群众文化人物谱》1995.3任世界书
画华北协会艺术家学术委员会副主席1995.5入选《中国名人录》1995.7获中华绝技艺术博览会特等
奖1996.5被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中心特邀书画师1997.7中央电视台播放大型剪纸作品《喜庆香港回
归》1998.5应邀到澳大利亚讲学1998.8撰写民间礼馍(面花)制作书1999.1获农民艺术绝活大赛一等
奖1999.4被评为“当代中华艺术品名家”1999.10个人名录入编《临汾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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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剪纸杂谈 第二章 剪纸符号 第一节 圆的符号 第二节 月牙符号 第三节 锯齿牙符号 第四节 几何符
号 第五节 花叶符号 第六节 果类符号 第七节 吉祥动物符号 第八节 八吉祥物符号 第九节 回纹符号 第十
节 云、山、水的符号 第十一节 各种符号应用范例 第三章 折叠剪纸技法 第一节 多层次折叠技法 第二
节 折叠几何形的技法 第三节 各种盘长类的技法 第四节 万（蛎）字锦的技法 第五节 双喜、寿字的巧
剪技法 第六节 几种符号的连剪技法 第七节 太极图（阴阳图、八卦图）与其他符号的合用技法 第四章 
对称剪纸技法 第一节 独体对称技法 第二节 重心对称的技巧剪法 第三节 角云花对称技法 第四节 交叉
对称技法 第五节 综合对称 第六节 门吊笺的技法 第五章 平剪剪纸技巧 第一节 平剪构图与造型技法 第
二节 几种符号的平剪技法 第三节 窗花剪纸技法 第四节 刺绣（底样）剪纸技法 第五节 藏书票剪纸技
法 第六节 剪影型剪纸技法 第七节 脸谱型剪纸技法 第八节 皮影型剪纸技法 第九节 翻转型剪纸技法 第
十节 线描型剪纸技法 第十一节 阴纹型剪纸技法 第十二节 阳纹型剪纸技法 第十三节 灰型剪纸技法 第
十四节 阴阳均匀型剪纸技法 第十五节 阴阳纹的使用范例技法 第十六节 阳搭架阴作花剪纸技法 第十七
节 阳作阴藏型剪纸技法 第十八节 阴阳纹重合型剪纸技法 第十九节 搬迁型剪纸技法 第二十节 抽象型
剪纸技法 第二十一节 漫画型剪纸技法 第二十二节 卡通型剪纸技法 第二十三节 国画型剪纸技法 第二
十四节 绘画型剪纸技法 第二十五节 人物型剪纸技法 第二十六节 粗犷型与精细型剪纸的对比范例 第二
十七节 组合型与拼合型剪纸技法 第二十八节 剪纸姊妹艺术技法 第六章 立体剪纸技法 第一节 对称折
叠立体剪纸 第二节 圆卷折叠立体剪纸技法 第三节 圆柱折叠立体剪纸技法 第四节 开合式立体折叠剪纸
技法 第五节 弧形折叠立体剪纸技法 第六节 面具折叠立体剪纸技法 第七节 交插式立体剪纸技法 第八
节 插接式立体剪纸技法 第九节 插接挂式立体剪纸技法 第七章 春兰剪纸图集 一 双喜类 二 人物类 三 动
物类 四 寿字类 五 团花类 六 风景类 七 刺绣底样类 八 其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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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剪纸的起源与历史关于剪纸的起源，不见经传，所以“探源”就比较困难。
有人将周成王“剪桐封弟”视为剪纸的发端，也不过是强作附会。
真正研究剪纸的起源，应从剪刀和纸的产生人手。
因为只有剪刀和纸结合在一起才产生了“剪纸”这一艺术，所以弄清剪刀产于何时，纸产于何时，二
者结合于何时，也就明白了剪纸艺术的起源和历史。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剪刀发明于纸之前。
剪刀是金属制造的，金属的使用在春秋战国时期，而纸的产生则在汉代。
十二生肖也起源于中国的汉代（东汉），这个看法也被考古发现所证明。
至于作为剪刀和纸的结合而产生的最早的“剪纸”，传世者殊难觅得，剪纸收藏品中最早的也不过是
前清遗物。
令人高兴的是，1959年～1966年，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地区出土了5幅南北朝时期的剪纸，该地炎
热干燥的气候，让它们有幸“活”了下来，从而昭示了中国剪纸起码的历史——1500年左右。
但从这些用折纸方法剪成的作品，如《对马》《对猴》《团花》等来看，技巧已相当成熟。
据此可以推断，它们还不是剪纸艺术的源头，真正的源头还在其先。
可惜，截止目前，这还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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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总结了我长达30多年的剪纸经验，主要讲述剪纸的不同种类及剪法技巧。
书中有的图片的素材来自《中国剪纸》《山西剪纸大观》《中国剪纸报》及《手工》，特此说明并表
示感谢。
在本书的成书过程中，得到山西师范大学冯彦山教授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在此也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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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间剪纸技法教程》：首部系统的中国民间剪纸技法教程一位民间剪纸艺术家三十年的探索结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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