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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平面设计对民间剪纸艺术的借鉴与应用策略。方法 从平面艺术设计的发展历程谈到当

前的各种设计思路与方法，提出民族文化元素在平面设计中有着重要的存在价值及实际作用的观点，并

以此为基础，对民间剪纸艺术进行深入的特点分析，结合其艺术形式、艺术表达和文化寓意三方面进行

整体解读，接着从传统民间剪纸艺术的造型语言、吉祥寓意、色彩意象、美学追求几方面探索具体的应

用方向，深入分析传统民间剪纸艺术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策略，探析招贴设计、包装设计、标志设

计中的剪纸艺术表现形式。结论 民间剪纸艺术是一种朴素的美学形式，寄予着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美好

憧憬，将其应用于平面设计中，能够给平面设计带来了更加广泛的艺术资源与灵感来源，进一步强化作

品的新颖性和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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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olk Paper-cut in Graphic Design 

WU Jian-li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aotou 014109,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ference and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graphic design for folk paper-cut art. 
From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lane art design, as well as various current design ideas and methods, it was put forward 
that the national culture elements in the graphic design had an important value and the actual effect. And on this bas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lk paper-cut art were analyzed in depth in combination with overall reading from its artistic forms, ar-
tistic expression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The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direction was exported from the modeling lan-
guage, the lucky implied meaning, the color image and the aesthetic pursuit of traditional folk paper-cut art. The applica-
tion strategy of the traditional folk paper-cut art in the modern plane design was analyzed in depth. The expression forms 
of paper-cut art in poster design, packaging design and logo design were analyzed. The folk paper-cut art is a simple aes-
thetic form, with the working people’s beautiful expectation for life. Its application in plane design can bring a wider 
range of artistic resources and sources of inspiration for plane design, an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novelty and nationality of 
the works. 
KEY WORDS: folk paper-cut art; graphic design; the art resources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众多的艺术形式中，无

论创新如何变化，其生存的根本就在于自身的民族特

质。在平面艺术设计的道路上，设计者也一直在探索

各种与时代和文化相符合的设计思路和手法[1]。在这

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民间元素被应用到设计创作

中，应运而生了许多新机缘。其中，剪纸艺术作为一

种以装饰为主的民间艺术形式，存在于劳动者深厚的

生活土壤中，饱含了人民群众最朴实、最基本的精神

品质和审美观念，也彰显出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2]。

正是这样一种形式被设计者重视并开始加以应用起

来，尤其是其中独特的题材、构图、色彩、寓意和文

化等元素，更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平面设计的理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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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于

是，越来越多融合了剪纸艺术元素的平面设计作品开

始出现，也引发了人们关于创新的思考。因此，深入

分析剪纸艺术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透析其中的作用

及现实问题，并进行具体的论述成为当前民族化平面

设计创作的必然选择。 

1  剪纸艺术简介 

剪纸艺术以纸张为加工对象，是人们借助自己想

要表达的艺术形象在纸上进行镂空剪刻的一种艺术

形式[3]。从历史上看，我国传统民间剪纸艺术发源于

汉代以前，当时多用金银箔与皮革为主要的材料，在

后来的发展中逐步将便宜易得的纸张变成主要材料，

并逐步成熟，成为广受大众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 
在艺术形式上看，民间剪纸属于平面造型类，其

表现出来的独特的镂空造型、鲜明的色彩和美好的文

化寓意，成就了自身独特的艺术气质。在创作过程中，

人们总是愿意借助自我主观意识的强烈自信，将现实

存在或主观存在的事物进行艺术重构，将这些事物独

特元素符号收入其中，再配合阴剪法、阳剪法、阴阳

混剪法等手法将这些元素“合理性”地组合到一起，将

繁复的元素简化，进一步凸显特征，再配合简练的线

条进行整体的概括，实现了作品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

力的强化[4]。 
在艺术表达上，剪纸艺术对神似的追求十分突

出，尤其是优秀的剪纸作品更强调装饰性，常使用对

比、对称、透叠、反转、花中有花、抽象夸张变形等

装饰手法，将戏曲人物、神话传说、历史事件、花草

果蔬等装饰题材融入其中，展现出简洁、明快的艺术

特征。 
在文化寓意上，剪纸艺术融入了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表达语言中充满着意象化，如桃比喻多寿，

鸳鸯象征爱情，盘长表示生命不息，等等。总而言之，

“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是剪纸艺术的最终要求[5]。 

2  传统民间剪纸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方向 

2.1  造型语言方向 

独特的造型方法和表现手法是剪纸艺术的精髓，

其高度简练的造型和外轮廓将事物以平面的形式展

开，配合不遮挡、相连接的手法实现艺术性的创造。

这一特征给予平面设计的是高度装饰性的艺术元素，

它可以是一种符号、一个纹样、一个美的标志，利用

抽象化、图式化、视觉化的特质表现一种文化、一种

文明，总之，只要是有利于平面设计艺术效果提升的

造型元素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和艺术化的创造，从

而实现创新的艺术构思和设计技巧，赋予平面设计更

多的展现形式。 

2.2  吉祥寓意方向 

我国拥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这其中的很多文化

思想都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剪纸艺术的创造思想，如

双鱼枕、鱼身娃娃、麒麟送子等剪纸象征的是子孙繁

衍、生命延续，又如千年的龟鹤、常青的松柏寓意人

的长寿等。这些纯朴丰富的艺术语言有着突出的艺术

特点，但无论是单纯的美还是深层次的矛盾、冲突，

都追求一种吉利祥瑞的寓意[6]。这些美好的寓意不仅

深化了剪纸艺术的内涵，也让平面设计不再单调，更

显出一种深厚的文化内蕴。 

2.3  色彩意象方向 

色随形赋，形又因色显。这是物之形色的关系。

对于剪纸艺术而言，其对艳丽浓烈的色彩的应用恰恰

就是一种意象的表达，所创造出的丰富的艺术符号正

好诠释人类复杂多样的情感。这一点在平面设计中被

应用得十分广泛，恰恰丰富了平面设计的美学意蕴，

不仅在平面设计的外在形式上，更在颜色领域中创造

了更大的艺术价值，是设计者值得充分借鉴的重要创

作方向。 

2.4  美学追求方向 

美学价值突出的全局性和丰富性是民间剪纸艺

术的精髓所在。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民间剪

纸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千百年文化历史的积淀，无论是

其外在的形式与色彩，还是内在的意象与内蕴，都有

着自身独特的美学追求及特征，从中甚至可以看到原

始祖先的图腾崇拜，对人类生息繁衍的崇拜，这些都

引导、滋养着历代各种艺术和美学的发展。这是平面

设计所欠缺的，却是剪纸艺术恰恰具备的。如果能够

将这样的美学追求融入平面设计中，那么平面设计作

品将不再单调，甚至会在实用的基础上具备更多的美

学价值。 

3  传统民间剪纸艺术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

应用策略 

当前，传统民间剪纸在平面设计中的融合范围已

经十分广泛，无论是广告设计、室内装饰设计还是包

装设计、标志设计，这些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植入了民

间剪纸艺术的元素，从而展现出一种民族化与时代化

相结合的艺术效果。具体来看，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

加以论述。 

3.1  造型语言的应用 

剪纸艺术的造型主要包含人物、鸟兽、花木、果

菜、山水、现代器物等，并且在构图上讲究虚实结合

与联想并重，创造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都是平

面设计取之不尽的艺术财富[7]。当前的平面设计作品

水平参差不齐，“快餐式”作品频现，有的更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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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袭和借鉴，可能在短时间可以起到博取眼球的作

用，但稍加推敲便不堪一击[8]。为了创作出优秀的作

品，设计者越来越倾向于剪纸艺术这样的传统文化形

式，从中参考造型手法，汲取精华和营养，再加以适

当的改良和变化、创新与调整，达到更好的传达效果，

提升公众审美情趣。第一，虚实结合。剪纸艺术的产

生与发展深受我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其造型更是习惯

采用阴阳正负造型法，借助虚实结合的表现形式去创

造图案。平面设计借助剪纸艺术这种虚实相生的创作

手法扩大图形的空间感，给整体效果带来了更大的提

升。比如，中国电信的一则招贴设计就采用了虚实结

合的手法，借助传统剪纸的表现形式将手机的造型提

炼出来，并进一步融入不同时空的物体，形成了一种

虚实交错的艺术效果，产生了时空交错的视错觉，同

时将所要表达的“用户第一”的服务理念完美地展现

了出来。第二，联想方法。联想造型法是剪纸艺术常

用的造型法，借助某种抽象概念与具象事物的相似性

进行艺术化表达。这样的艺术手法给予平面设计更多

的启示，使得设计师可以借助深刻的寓意的视觉形式

去表现实物，达到了一种更高的艺术创作境界。 

3.2  剪纸意象的贯穿 

情意往往比物象更加重要，剪纸艺术的追求同样

如此[9]。在剪纸艺术的意象表达上，艺术家总是先认

识到心中的情感和构思，再将意念基于物象表现出

来，让物象寄托着自己的创作意念[10]。将这样的手法

应用到平面设计中同样适用。从应用的广度上看，包

装设计中对剪纸艺术的意向表达形式应用最广泛。比

如台湾茶籽堂的茶叶礼盒包装设计，设计者创造性地

将传统剪纸中的图腾作为主要表达元素，并进行了图

像化的形式处理，赋予作品中的图腾以吉祥的祝福

语，从而将剪纸的意象完美与品牌设计理念结合，展

现出的温馨和谐的意境，得到了受众的认可与欢迎。

又如山西武福辣辣酱包装中的标志设计，同样将剪纸

作为主要表现元素，从剪纸特有的窗格引发灵感，再

以当地传统的民俗文化为依托，进行了更加新颖的艺

术改造，体现出一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如此，平面

设计作品便借助剪纸艺术的民族化特质和意象表达

的特点，成功将自身的设计理念与观众的审美在情感

层面进行了沟通与交流，在拉近彼此间的距离的同

时，加深了理解和影响[11]。 

3.3  变化规律的延伸 

剪纸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实现了具体的事
物抽象化和抽象的事物具体化。那些花草树木、鱼鸟
等现实存在的实际事物，经过剪纸艺术家的创作，都
能够以一种抽象的形式展现，而传说中的神兽、神话
故事等抽象的事物，也可以经过艺术家的创作以一种
生动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12]。然而，在平面设计中应
用这些剪纸艺术的变化规律时，设计者并不是简单的

套用与照搬，而是进行了变化规律的延伸，如将静态
的东西动态化，将动态的东西鲜活化，以此提升平面
设计的视觉趣味，加深受众对作品的印象。第一，自
由透视法。用自由的透视效果来表现事物是剪纸中常
用的表现手法，该手法打破了远近、虚实的限制，将
原本的透视空间变得更加深远，进而完整、真实地表
现事物[13]。比如，2010 年上海世博会山西馆的标志
设计将剪纸的创作手法配合文字融入其中，以传统的
中国红为主色调，将山西传统的门楼作为主要元素，
进行一种自由透视的设计，不仅展现出山西独特的历
史文化，更带来一种新的视觉体验。第二，满构图法。
满构图是剪纸艺术中一种重要的构图形式，讲究图案
的完整性，不能出现阻挡或者重叠。这一手法恰恰能
够帮助平面设计者更好地展现其要表达的文化内涵
和思想，因此在平面设计作品中经常出现，营造的大
方、漂亮、丰富多彩的视觉体验大大提升了平面设计
的吸引力和观赏性，既升华了主题，又有助于丰富和
完善作品整体视觉效果。 

4  结语 

将民俗剪纸发扬并延续，是继承与延续中国民间
文化的主要艺术手法之一，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剪纸
艺术一直保持着原始文化的艺术思维逻辑，其所展现
的那种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出于生活，充满趣味性、
象征性、艺术性和功能性的艺术形象与文化内涵，给
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和灵感。在现代
平面设计中，适当参考和科学发掘剪纸艺术作品的艺
术元素，丰富平面设计的语言、形式及内涵是非常可
行的。准确把握剪纸艺术内含的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
底蕴和中国审美精神，将其与现代平面设计充分结
合，可以丰富平面设计的形式与内涵，展现别样的艺
术风格，进而推动现代平面设计艺术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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