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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的透视方法及其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黄南南

（吉林化工学院，吉林 132022）

摘要：通过阐述剪纸艺术所运用的透视方法的概念，分析不同的透视方法所蕴含的文化心理，进而总结出如何将民

间剪纸的透视方法运用到现代平面设计中去，并提出将平面设计与剪纸艺术相融合，会激发出平面设计的灵感，使

现代平面设计的表现手法得到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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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concept of perspective methods by paper-cut art，it analyzed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 methods

containing cultural psychology，and then summarized how to make perspective methods of folk paper-cutting applied to

modern graphic design.And it proposed to make the graphic design integrated with paper-cut art，and inspire graphic

design inspiration，make the expression of modern graphic design more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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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具有鲜明的中国农耕文明的审美韵味,蕴涵

着丰富的人文理念和意趣，是民间创作者为丰富生活

而创造并大量应用的一种艺术形式。平面设计可以

运用剪纸独特的艺术语言，从多层面传递民族文化。

1 剪纸艺术的透视方法

剪纸属于平面构图的艺术形式，可以将其与绘画

艺术作比较，中国传统绘画散点透视方法中的“全视

角”，是剪纸经常采用的透视方法。剪纸构图还与中

国传统叙事文学的视角关系相似，也是采用全知全能

的“叙事语言”。剪纸在画面上主要呈现“二维平铺”

的视觉思维，即在二维平面上无所遮拦地设置各类视

图，构成大小、内外、有无、虚实等“非逻辑”的、“超时

空”的、“超现实”的布局式样。这种视觉思维完全背

离于传统绘画所恪守的“科学透视法”，是随心所欲

的，并且超出自然客观规律的，一种全角度的剪纸叙

述模式。无遮拦的平面透视是这种叙述模式的具体

表现，也就是“全视角”的透视方式，具体包括无比例

透视、多角度透视、跨时空透视、环周透视、X光透视等

透视方法。

2 基于剪纸艺术透视方法的文化心理

2.1 自由心理

剪纸透视方法的本质来源于民间剪纸艺人的“自

由”心理。这是民间剪纸艺人在长时期民俗生活中建

立起来的经验感知和心理定势。这种“自由”是一种

近乎恒定的心理状态，在纹样的处理上均是随欲而

成，无论时间、空间、方向、角度、距离等关系怎样变

化，在剪纸艺人的经验感知中客观形象始终保持着固

定的状态[1]。随着经验积累越久，沉淀越深，心理定势

就越稳定，甚至变成了一种惰性心理。也许剪纸艺人

本身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是由于什么原因产生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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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心理模式，也不会意识到从传统绘画的角度上，通

过视角观察的物象是否合理，剪纸艺人始终相信物象

“本来就是这样的”。可以说，这是民间剪纸自身形成

的“逻辑”，它与传统透视学标准和经典艺术的创作经

验大相径庭，这是一种本土文化形成的“自由”经验。

虽然这种“自由”经验创作的艺术并不能真实描绘客

观的形象，但是剪纸艺人的这种文化逻辑是淳朴自然

的心理体验。

2.2 文化心理

在调查有关剪纸视角多角度问题时，发现剪纸艺

人有着自己的心理模式。例如剪纸艺人经常把碗口

剪成圆形，而把碗底剪成一条平线，是因为在剪纸人

眼里，碗口在上方能看见，呈现的是圆形，而碗底放在

桌上看不见，呈现的是水平线，艺人们看到什么形态，

就剪刻成什么样，这就是他们心理经验中的碗或罐

子。这也是剪纸艺人自己的心理模式，是他们代代相传

的思维“逻辑”。

2.3 环周透视的文化心理

在剪纸构图中，环周透视法显示出一种直观的

“自由”感知。吕胜中在《造型原本》中提到了云南沧

源岩画、古埃及壁画“水塘的风景”、湖北黄梅的“娶

亲”、清代“一路连科”等图案。对于这种“入围”其中、

环周透视的绘画构图模式，朱狄认为，这种现象只有

在一种内心视象的意义上才能发生，与其说这样的岩

画形象是画被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还不如说是画被心

灵所重新组织过的东西。“心灵重组”便是众多研究

者对这类环周透视法所蕴含的文化心理的共性认知，

同“心象造型”、“以意含形”之类的表述一样，“心灵重

组”也并不是刻意的设置与勾画，甚至含有较少的“胸

有成竹”的成分，是经验直觉的呈现[2]。

3 剪纸艺术的透视方法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在平面设计中，运用剪纸的透视方法进行创作，

能让人们从不同角度去体会透视带来的无穷魅力，人

们通过对此类作品的观察研究，深刻地体会其中所蕴

含的传统文化的精髓，仿佛置身其中，观察者与物象

同体，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3.1 无比例透视的应用

科学透视法在表现远近空间关系时，遵循的是近

大远小的规律，而剪纸在处理远近物体的大小关系

时，运用的是“无比例透视”。 无比例透视剪纸作品见

图 1，可见剪纸艺人对形象的大小、长短、远近的比例

关系的认识，脱离了科学透视思维的束缚，依照艺人

对客观形象的视觉认知，并且按照内心的意愿和自我

理想，重新安排和构建现实秩序，将它们物化成视觉

形态，使之合理化，从而有效地消除现实与理想、主体

与客体的不平衡而导致的矛盾冲突。剪纸的构图没

有国外绘画中焦点透视的近大远小以及距离焦点越

远越模糊的大小虚实关系，而是民间艺人内心世界的

反映。在进行平面设计时，如果能打破西方经典透视

规律的约束，那么势必能创造出新颖的作品[3]。平面

设计更加追求视觉冲击力，打破传统的构图比例，摆

脱思维定势的束缚，这样才能更好地表现作品的主体

内容，有力地诠释作品主题。如《母爱》，见图2，打破了传

统的透视比例，将幼儿的形象进行缩小后，放置在母

亲的手中，揭示了孩子在母亲心中的地位，掌上明珠

的设计理念表达得淋漓尽致。

图1 无比例透视剪纸作品

Fig.1 No proportional perspective paper-cut works

图2 《母爱》

Fig.2 "Mother's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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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多角度透视的应用

多角度透视，即在同一平面上，将不同视角的形

象加以组合，在二维平面上建立立体形象。多角度透

视剪纸作品见图 3，在正面的动物头像上剪出一只眼

睛，动物的前半部分用的是俯视视角，后半部分用的

是平视视角，动物的侧面剪出了4条平行的腿；还有为

了表现放牧时，担心马匹走失，基于多照看马儿的心

理，将放牧者剪成3张面孔；为强调马吃草时不停地变

换位置的情节，也将马剪成多头，侧面、正面互相重

合。剪纸艺人将所有要表现的形象，一个不漏地平铺

在画面上，各形象之间互不遮挡。多角度透视是对常

规单角度透视的颠覆，是民间艺人经验心理的综合表

现。其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多表现为将同一事物，通

过不同视角获得的形象，表现在同一个平面上，从而

形成特殊的重复效果[4]。如《沙漠奔跑》，见图 4，旷野

中奔跑的男女在水中形成倒影，倒影形象的表现是以

原图为基础，并为其添加水面效果，该作品将不同的

视角获得的视觉形象表现在一起，从而形成特殊的视

觉效果。

3.3 跨时空透视的应用

剪纸为了表现形象的灵动效果经常采用跨时空

透视，将不同时空的形象安排在同一画面。该种透视

方法比较注重画面上的形态构成，特别是在通过植物

形象的演变，组合成动物形象时，对动物形象的塑造

大量运用构成的表现手法，这也可以称为跨时空构图[5]。

例如在山西阳泉地区的婚庆剪纸中，为了强化婚姻吉

祥的效果，把不同季节的花卉、植物、果蔬放在一起，

把不同地点出现的飞禽走兽组合在同一构图里，甚至

将日月星辰剪刻在同一天空中，形成一种生命形式的

圆满和心理上的“完美”效果。跨时空透视往往将图

像进行叠合，安塞民间艺人薛玉琴的代表作《牛头》就

是采用的跨时空透视，见图5，整个画面是由3个往前

冲的牛头组成，最中间也是最大的一个牛头的前额画

着一朵丰满的牡丹花，双眼被装饰成一双对称的蝴

蝶，鼻子像是一朵剖开的鲜花，鼻梁是一根长长的花

芯，嘴巴被画成美丽的花蕾，双耳是由两片被装饰得

很好看的叶子组成，一双伸展的牛角占据了整个画面

的三分之二，在牛角上是漂浮的云彩，云彩两旁是两

只飞舞的小鸟；另外两个牛头一边一个，隐埋在正中

牛头的后面，它们的五官也同样是以蝴蝶和花草来装

饰。这种跨时空的构图方式，其共同的特点是用植物

组装动物；或全部使用植物组织结构；或局部是用植

物充当部件，大型轮廓上仍取动物本体[6]。动植物在

这里形成水乳交融、彼此部分的生命关系。剪纸艺术

对生命交汇的处理，是民俗文化精神在现代主流文化

夹缝中的民俗留存。

跨时空透视在平面设计中主要用于表现一些信

息量较大的设计作品，将原形进行变异从而产生全新

图3 多角度透视剪纸作品

Fig.3 Multi-angle perspective paper-cut works

图4 《沙漠奔跑》

Fig.4 "Desert Running"

图5 《牛头》

Fig.5 "Tau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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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与重像构成的特点一致，即将两种或两种以

上的形象，按照一定的内在联系与逻辑相互重合，系

统地合成一个新的形象。在自然界中存在着许多的

“重像”，如植物的嫁接法、生物的杂交法、科学的综合

法等，都会产生新的品种、新的生命、新的系统。在创

作中用一种不合逻辑的形式传达合乎逻辑的寓意，这

种不合逻辑的形式是由呈现的合乎逻辑的寓意支配

的，它将呈现主观与客观、现实与幻想、真实与虚构合

为一体的形象，给人以真真假假的奇特印象。重像的

平面设计造型方式是通过图形的相互重合、互借互

用、互生互长，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图形之间往往

看似互不相关的形象，由于时空在这里发生错乱，一

切事物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多维的形象在这里顺理成

章地组合[7]。如公益广告，见图 6，作品以珍惜地球资

源为设计理念，其中为了表现地球资源的多样性，将

各种动植物的形象表现成汉堡的夹馅，将原来的汉堡

形象进行了变异，隐喻人类对资源的运用就像人们吃

汉堡一样，并配上文字说明，警示人类应该珍惜地球

资源。该作品主题突出，创意独特并极具表现力。

3.4 环周透视的应用

环周透视是以特定点为中心旋转取景，展示环周

对象的各角度特征。例如在剪纸中常出现围绕房屋

种植的树木像被砍断后平放在房子周围，池塘边的花

草似乎被割断后铺在岸上，屋后捉迷藏的孩子游弋在

天空等。环周透视剪纸作品见图 7，经过“剪开翻转”

的处理，将处在中间观察主体周围的形象摊开放倒，

一切都展现出来了。该透视方法在平面设计中的表

现，则以矛盾空间为主，是凭借平面的局限性，在平面

上创造出实际空间中无法存在的空间形式，给观者带

来视错觉，正是因为这种在空间上存在的不合理性，

但又不容易马上找出其矛盾的所在，从而增加了观者

的兴趣，引人遐想[8]。矛盾空间见图 8，将立体图形进

行排列，由于把不同视角得到的排列形态组合在一

起，从而形成视错觉，给观者提供了独特的视觉效果。

4 结语

作为富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一种艺术形式，剪纸的

意韵之美、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设计方法能给现代平面

设计带来无限的张力和创意，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融入

传统剪纸的透视方法，不仅能给现代平面设计带来更

多的创作灵感，还能深化现代平面设计的底蕴和内

涵，从而达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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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概念综合、交叉起来考虑，制定定位清晰、理解全

面、规范统一的整体计划。

8）全球性：企业拥有一种全球化视野和国际化眼

光是企业成熟壮大、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只有拥有

全球性战略的企业才能最终实现全球经营的梦想。

一个品牌如果始终只关注国内市场，就可能会失去许

多宝贵的发展机会，而当它意识到这一问题时，它也

一定已经处于落后地位了，因此，全球性思考对于企

业发展、品牌塑造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3 结语

在对比了传统市场与体验性市场的区别之后，大

家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企业发展轨迹和品牌形成路

线了。信息社会中，品牌形象设计应该真正做到与时

俱进，将有价值的理论体系与企业的经营实践结合起

来，并联系时代背景、实际国情和民情加以改进、利

用，为品牌发展创造价值。作为市场和品牌建设的主

体——企业应该着眼于更加宏观的立场和全球化的

战略眼光，从国际化、市场化的高度研究品牌形象的

设计、塑造、管理、推广与完善，与设计师通力合作，共

同打造企业品牌形象的价值。同时，设计师也应该开

拓自己的视野，全方位、多角度地去考察、了解、分析、

研究市场，发挥和利用自身优势，充分挖掘设计在战

略与管理方面的潜力和价值，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企业

运作中去，将自身价值和企业价值的实现紧密结合起

来，在打造企业品牌形象的同时也打造出设计行业的

价值。这才是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设

计师，应该理解、思考、权衡、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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