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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北省的民间艺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优秀的民间艺术创
造世代承传，生生不息地在发展着，在满足人们生活的实际需要的同时，负载着宝贵的人文精神，给
人以传统的审美教育。
本书介绍的是河北剪纸艺术及其历史文化研究，试图从地域文化的角度阐释河北剪纸的艺术特色，通
过对河北各地剪纸及民俗的考察、挖掘、理顺，进而整理出剪纸在河北地区的工艺流程、传播脉络和
文化特征，以及传统剪纸艺术对现代文化艺术的辐射影响。
     本书试图从地域文化的角度阐释河北剪纸的艺术特色，通过对河北各地剪纸及民俗的考察、挖掘、
理顺，进而整理出剪纸在河北地区的工艺流程、传播脉络和文化特征，以及传统剪纸艺术对现代文化
艺术的辐射影响，为发扬河北传统民间剪纸艺术提供较为全面的文化资料，为现代绘画、设计提供具
有区域及民族文化特征的艺术营养，为建设和谐河北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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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伟，河北赵县人。
幼年陶然于乡野。
后学绘画、设计。
现任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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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这些晋南迁徙者，背井离乡，告别了“尧天舜日”时即耕耘过的丰腴土地，告别先人们“接姑姑
迎娘娘”时敲打的那令人心醉的威风锣鼓，来到大劫后的荒凉之地。
他们将凝重的汗珠，结实地撒落在陌生的土地上，也将晋地文明的种子再次种植在燕赵沃野。
不仅给明初社会带来了经济繁荣，更为珍贵的是，晋地移民与燕赵土著居民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
上经过长期的掺和、交糅、渗透，再次丰富了燕赵地域文化内涵、，给河北人文景观带来新的变化，
同样也丰富了河北民俗的内涵。
    燕赵民俗文化是历史上盘踞于此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
关，连贯古今，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燕赵民俗文化的许多内容仍以它独特的魅力而被民间继承和发扬。
    (三)河北剪纸艺术中的移民文化痕迹    民族冲突和移民活动对燕赵剪纸艺术特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并一直影响至今。
如河北地区大年初五的“送穷”活动就与移民文化有着某种联系。
    除夕之后，最重要的节日活动就是初五的“送穷”，有些地方叫“崩五穷”。
“送穷”可谓古风。
唐代姚合《晦日送穷》诗，“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
”唐代于正月的最后一天送穷。
韩愈《送穷文》，结柳作车，缚草为船，送穷鬼去故就新，虽是戏墟之文，却也反映了当时的风俗。
穷神又称“穷子”，相传古代颛项时期，宫中生下一个男孩，穿上新衣服就哭。
如果硬将新衣服给他，不是撕烂，就是故意在屎尿堆中打滚，人皆呼为“穷子”。
    据河北《栾城县志》载，“五日早，扫堂宇，委土户外，日‘送穷’”；《赵州志》载，“五日，
扫除秽土置门外，日‘送穷’。
”在“送穷”活动中往往要有剪纸技艺的参与，据清代人修《怀来县志》载：“初四日晚，扫室内卧
席下土，室女剪纸缚秸，作妇人状，手握小帚，肩负纸袋，内盛糇粮，置箕内，日‘扫晴娘’，又日
‘五穷娘’。
昧爽(昧，音同暗；爽。
明也。
谓初晓尚暗之时)，有沿门呼者，‘送出五穷媳妇来’，则启门送之。
”于是就形象地将“穷”送出了家门。
    这一点与晋地的送穷节极为相似，晋北的正月初五日，旧称送穷节，俗称“破五”，民间习惯用彩
色纸剪成人的图像，小孩子拿到街头，互相交换。
把自己的纸人送给别人，称为“送走穷媳妇”；把别人的纸人换回来，称为“得到有福人”。
与晋地略有不同的是，在河北北部的“送穷”仪式中还要将“纸人”“炸之”而达到“破穷”的目的
。
依《张北县志》所记：“正月初五日，俗谓之破五。
各家用纸制造妇人，身背纸袋，将屋内秽上扫置袋内，送门外燃炮炸之，俗谓之‘送五穷’。
亦有儿童高唱歌者。
”不难看出，“送穷”这一民俗节日在流传过程中已被燕赵文化吸收重塑，一个“炸字”颇有了几分
燕赵人的豪气。
    另外，农历十月初一为“寒衣节”。
河北地区“寒衣节”的传说与当地民间故事——孟姜女有着种种联系，其“寒衣节”传说故事和祭祀
活动内容几乎与晋地一致。
    “寒衣节”是祭奠先亡之人的日子，谓之送寒衣。
与春季的清明节，秋季的中元节，并称为一年之中的三大“鬼节”。
    晋南地区送寒衣时，讲究在五色纸里夹裹一些棉花，说是为亡者做棉衣、棉被使用。
晋北地区送寒衣时，要将五色纸分别做成衣、帽、鞋、被种种式样，甚至还要制作一套纸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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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送给死者的衣物、冥钞诸物，都必须烧焚，只有烧得干干净净，这些阳世的纸张，才能转化为阴
曹地府的实用之物，否则亡人不能使用。
所以十月一日烧寒衣，要特别认真细致，并且在烧这些纸制冥物时还要告知先人，要求前来取走，反
映了生者对亡人的哀思与崇敬。
    民间送寒衣时，还讲究在十字路口焚烧五色纸，象征布帛类。
用意是救济那些无人祭祖的绝户孤魂，以免给亲人送去的过冬用物被他们抢去。
山西临县旧日传有一诗：“粘纸成衣费剪裁，凌晨烧去化灰埃。
御寒泉台果否用?但闻悲声顺耳来!”即描述了送寒衣的情景。
    在河北地区，“寒衣节”的传说故事中与晋地几乎是一致的，这里关于寒衣节的传说同样是和“孟
姜女哭长城”相联系的。
传说孟姜女在新婚燕尔之时，丈夫就被抓去服徭役，修筑万里长城。
秋去冬来，孟姜女千里迢迢，历尽艰辛，为丈夫送衣御寒。
谁知丈夫却屈死在工地，还被埋在城墙之下。
孟姜女悲痛欲绝，指天哀号呼喊，感动上苍，哭倒长城，找到了丈夫尸体，用带来的棉衣重新装殓安
葬，由此而产生了“送寒衣节”。
    P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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