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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陕西剪纸艺术的现代化传承问题，深入挖掘陕西剪纸艺术的内容，结合 IP 时代的特征，

完成陕西剪纸艺术的 IP 塑造，做到对陕西剪纸艺术的创新性转化以及价值的变现。方法 采用资料收集

法，从史料的角度，搜集、整理和归纳出关于陕西民间剪纸艺术的原始材料，挖掘陕西剪纸艺术的内容，

进行 IP 可塑性分析，并通过图像提取法、受众分析法以及跨界思维法，归纳塑造陕西剪纸艺术 IP 的设

计要点。结论 在陕西剪纸艺术的 IP 塑造中，首先要对其进行人格化设计，其次要使陕西剪纸艺术的受

众形成圈层化，在分享、沟通和满足归属感的同时，自发地为陕西剪纸艺术进行宣传，再次要与其他 IP 进

行跨界融合，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从而完成陕西剪纸艺术的创新性转化，以此来保障其延绵不衰的

文化价值，提高剪纸艺术的文化地位和社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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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Paper-cut Art in IP Era 

ZHAO Min-ting, YANG Yi-wen, LIU Chang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eeply explore the content of Shaanxi paper-cut art for the problem of modernized inheri-
tance of Shaanxi paper-cut art and complete the IP shaping of Shaanxi paper-cut art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P era, so as to achieve the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Shaanxi paper-cut ar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value. Data collection 
method was used to collect, organize and summarize the original materials about Shaanxi folk paper-cut art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excavate the content of Shaanxi paper-cut art to conduct IP shaping analysis, and summarize 
the design points of Shaanxi paper-cut art IP through image extraction method, audience analysis method and cross-border 
thinking. In the IP shaping of Shaanxi paper-cut art, the first is to conduct personalized design, and the second is to form the 
audience of Shaanxi paper-cut art into a circle. While sharing and satisfying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he Shaanxi paper-cut art 
is promoted spontaneously. Once again, the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with other IP is required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one plus 
one greater than two, thus completing the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Shaanxi paper-cut art, to protect its enduring cultural 
value and improve the cultural status and social identity of paper-cut art. 
KEY WORDS: IP; Shaanxi paper-cut art; personalization; circle;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2014 年 IP 迅猛发展，2015 年实现快速崛起，对

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为中 
国 剪 纸 艺 术 的 创 新 传 承 提 供 了 新 的 发 展 契 机 。
“Intellectual Property”简称 IP，其中文意为“知识财
产”及“知识所有权”[1]。在资本和商业的发展与运

作下，IP 一词的内涵有了更深层次的挖掘。如今“可
供多维度开发的文化产业产品”是当今时代 IP 的主 
要内涵发展方向[2]。所有事物，无论是人还是影视作

品，亦或是名胜古迹，只要成为一种热门现象或流量

足够大，都能被称为一个 IP。如何迅速地发现并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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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使之发挥最大的价值，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益，就

成为了运用 IP 的重中之重。 
随着社会时代和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商业元素

的加入，陕西剪纸的传播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变，

陕西剪纸的传播方式分析见表 1。最初陕西妇女创造

了陕西剪纸文化，那时民间流传着“找媳妇，要巧的”

和“不问人瞎好，先看手儿巧”的习俗说法，成家娶

媳先看女子剪纸和绣花的手艺，收益的好坏是女子手

巧与否的重要体现。“一看窗子二看帘”的俗语中表

现着衡量女子剪窗花和绣帘花本事的水平[3]。由此不

难看出在古代剪纸是非常重要的一门手艺，它主要依

靠女子的嫁妆或族人的言传身教进行传播。    
电视机与广播出现后，陕西剪纸艺术出现在了电

视新闻媒体以及广告宣传中。随着新媒体的完善，陕

西剪纸的传播与传承方式有了新的改变：它潜入了高

校课堂以及旅游景点。新媒体的出现促使陕西剪纸的

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微博、抖音短视频和微信公众

平台等自媒体传播方式，使民间艺人们可以通过这些

平台对陕西剪纸的造型形态、变现手法和制作技艺等

进行传播。但是由于自媒体时代的传播主体过于零

散、信息碎片化、传播渠道杂乱以及信息内容的良莠

不齐，导致受众无法分清信息的准确度，无法系统准

确地了解陕西的剪纸文化，参与感弱。 

1  陕西剪纸艺术的 IP 可塑性分析 

1.1  陕西剪纸艺术的内容力分析 

内容既是 IP 的原点，又是 IP 的核心，能否成为

IP 取决于内容力的强度。因此，内容力是 IP 最基础

和最核心，也是最能表现其长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在进化为 IP 的过程中有两个前提：第一，内容必须

是有价值的内容，如果没有有价值的内容来承载和塑 
造 IP，就无法形成差异化和识别度；第二，如果 IP
符号无法连接广泛人群，即缺乏传播度，那么其追随

人群的基数是缺失的。前者是 IP 的打造基础，后者

则决定了超级 IP 的商业化效率[4]。 
首先，陕西剪纸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优秀的传统

文化之一，其内容具有丰富的价值。陕西地域广阔， 
 

其剪纸以古朴粗矿的造型、有趣的寓意和精湛的技艺

闻名于全国，在民间艺术中占有一席之位。剪纸文化

多讲究图必有意，因此创作题材多以四季时节、趣闻

喜事、五谷丰登、民间戏曲故事、儿童戏耍、植物花

草和奇珍瑞兽等为主，寓意多为多子多福、求福求寿、

祈求丰收和消灾解难。单色剪纸是陕西剪纸中最广为

人知的一种，形式丰富多样，造型美观大方，另外还

有点彩剪纸、色纸拼贴剪纸、纸塑窗花、剪纸熏样以

及渗染剪纸等剪纸形式。陕西剪纸属于平视构图，通

过二维平面图形表达具体的图案含义，用简洁精练的

点线面诠释出所要表达的图案，最终形成富有张力的剪

纸作品，平面化的典型特征，更有利于其内容的传播。 
其次，剪纸文化拥有浓厚的历史积累与传承，在

中国历史上不乏诗人的描写与赞美。学者杨海英女士

称《全唐诗》中有四十多首剪纸诗[5]，虽然五万分之

四十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但是其历史价值却是很大

的。例如唐朝诗人杜甫的“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

魂”，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镂金作胜传荆俗，翦彩为

人起晋风”。这些不光能够确认中国剪纸艺术已经拥

有浓厚的历史积淀，更是对当时人们剪纸技艺的一

种肯定。 
最后，剪纸文化因其独特的魅力，能够连接至广

泛的人群。根据年龄的不同陕西剪纸艺术的受众人群

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8~18 周岁；19~30 周岁；

31~50 周岁；51~65 周岁。其中，8~18 周岁，此类受

众以中小学生为主，虽然平时与民间剪纸艺术的接触

较少，但他们喜欢新鲜的事物与鲜艳的颜色，各中小

学也时常会设置一些手工制作以及民俗学习的课程。

19~30 周岁，此类受众以大学生及初入社会的人群为

主，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受到了大量的文化熏陶，对

陕西剪纸艺术有一定的认知基础，他们思想活跃，追

求个性与新鲜事物，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能力。自

2018 年起“国潮”文化在中国大范围内流行，陕西

剪纸艺术的创作题材与创作寓意具有丰富的中国文

化内涵与传统基因。31~50 周岁，此类受众以 70 后

和 80 后为主，这一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有情怀，

对陕西剪纸艺术有一定的了解，但思想较为保守，具

有稳定的收入，更加注重实用的功能。51~65 周岁， 

表 1  陕西剪纸的传播方式分析 
Tab.1  Analysis on the spread of Shaanxi paper-cut art 

时间 传播方式 优点 缺点 

1980 年以前 言传身教、女子嫁妆 
易于表达感情与沟通、反馈迅

速、及时 
传播范围小、不便于储存 

1980—2012 年 
旅游景点、文化展馆、 
收音机、电视新闻媒体、广告宣传。

信息直观性强、画面 
直观易懂、传播范围广 

受收视环境影响大、不易把握传

播效果、内容转瞬即逝 

2012 年至今 
微博、微信公众平台、抖音短视频

等 
传播范围广、速度快、成本低

廉、互动性强 
传播主体零散、信息碎片化、渠

道杂乱、信息内容良莠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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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受众大都思想保守，对待新事物理解与接受能力

较差，对于陕西剪纸艺术有较深的了解，对中国传统

艺术有更深的喜好，掌握一些简单的剪纸艺术技法，

这个年龄段正值退休或将要退休，有较多的闲暇时

间。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可以将陕西剪纸艺术的

内容进行调整，以适应不同人群的喜好，增加追随人

群的基数。 

1.2  陕西剪纸艺术的故事性分析 

剪纸艺术拥有丰厚的故事情节，这些故事是否能

够吸引人是它的第二条件。陕西剪纸艺术分布较广，

例如：陕北淳厚和粗壮的窗花；关中地区对比强烈的

色彩和细致的曲线剪纹；陕南的多曲线的大型剪纸。

本文以陕西省旬邑县被誉为“剪花娘子”的中国民间

工艺美术大师库淑兰为例。在 1985 年的某一天里，

库淑兰失足跌下十几米深的悬崖，导致她昏迷了四十

多天，醒来后精神焕发，从此便声称自己为“剪花娘

子”。且不论“剪花娘子”是否只是她为自己塑造的

一个虚幻的神话形象，这样的故事与形象让她抓住了

人们的心理，为自己的形象增加了传奇性，并且能够

吸引人。除了她本人的故事外，其每一幅剪纸作品都

配有朗朗上口和趣味横生的歌谣，有的欢畅淋漓，有

的酸楚嘲讽，有的幽默风趣，这些歌谣往往都含有深

刻的寓意。如“这就是哦（我）！剪花娘子把言传”、

“开窗窗，闭窗窗，里面坐个绣姑娘”、“红裙裙，绿

带带，青箱箱，木盖盖”、“空空树、树树空，空空树

里一窝蜂”[6]，呈现声音与画面合为一体的效果。旬

邑县文化馆干部文为群曾对库淑兰的剪纸作品及所

作民歌民谣进行编辑整理，有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描

述，有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剪纸的视觉与歌谣故

事的结合让她的剪纸具有独特性的同时更加吸引人。

声画合一的效果能够加深陕西剪纸艺术 IP 的打造与

传播，提升故事性，从而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 

2  陕西剪纸艺术的 IP 塑造要点 

2.1  塑造陕西剪纸艺术 IP 的人格化 

将陕西剪纸艺术的 IP 人格化即让陕西剪纸艺术

有一些拟人的功能、元素或形象，为陕西剪纸艺术增

添“人设”。这一人设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提炼其内

在的性格及品质，二是其外在的和具体的形象，并为

其赋予情感，本文依旧以库淑兰剪纸为例进行分析。 
对于库淑兰剪纸艺术内在的性格及品质的提炼，

可以从她本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其作品内容着手。诚如

上文所述，库淑兰的一生艰难而坎坷，可以从她的身

上看到那个年代女性生活的缩影。她历经磨难，仍然

拥有战胜苦难的勇气与信心，并将自己对爱情的幻想

和对儿时童真的怀念寄托于剪纸作品中。从作品中不

难看出，她的身上有着不畏困难和积极向上的品质。

在结婚只为传宗接代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背

景下，库淑兰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不幸的婚姻

在她本就磨难的生活上雪上加霜，而她却对此类生活

深恶痛绝，因此其作品多以女子的视角进行展现。例

如作品《白莲花》见图 1，画面的下方描绘了一对夫

妻，中间位置是一个女人，而她的周围被白莲花围绕，

将女子与树的形象进行同构，形成了独特的生命之

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白莲花代表了婚姻和繁衍

后代以及高贵洁净，这些作品塑造了一个渴望爱情和

高洁典雅的大女人形象。《喂狗》见图 2，是库淑兰

于 1983 年创作的作品，画面中心是一只悠闲地吃食

的狗，面前的食盆以及它脖子上系的铃铛，体现了主

人对它的照顾，左右两边则是一对年轻男女，其中右

边的女子温柔地抚摸着小狗的尾巴，仿佛把它当作家

庭的一员，体现了她有爱心的品质。从以上几幅作品

中不难看出，经过她手的剪纸作品，无论面部是正面

还是侧面，其眼睛和嘴巴都是正面的，人物与植物的

大小也都与现实不符，透视与现实生活似乎都没有将

她限制住，整个画面皆以她的喜好为主，体现了崇尚

自由的愿望。以上分析可提炼出此 IP 拥有不畏困难、

积极向上、渴望爱情和高洁典雅的大女人形象以及崇

尚自由的内在品质。 
对于库淑兰剪纸艺术外在的和具体的形象可以

从她的巅峰之作《剪花娘子》进行提炼，见图 3。库

淑兰在一场大病后，声称自己为“剪花娘子”，从此

作品愈加大胆，并不断地重复着这个神秘的主题。这

一系列作品是以她自己为原型进行创作的，将自己的

形象与神圣的剪花娘娘进行结合，表现着她内心的渴

望与追求。笔者以“剪花娘子”的形象这一最突出

的图形进行了符号化的提取，以维系纹样内涵与造

型为准则，选取单独人物纹样的面部，剪花娘子面

部见图 4。进行纹样形态的勾勒，概括出剪花娘子的

形象，并运用线条结合当下流行的霓虹灯元素作为表

现形式，陕西剪纸艺术 IP 形象提取见图 5。在纹样与

其传达意义的连接中，找寻拥有共性认知情感的图形

元素并分析其传达的语义[7]，从而完成这一 IP 的外在

形象原型。如果将内容当做 IP 的起点，那么为 IP 赋

予独特的形象以及人格魅力则是 IP 的进阶层次，从

而在铺天盖地的各类文化中脱颖而出，增强自身的认

知效率。 

2.2  形成圈层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人从趋同大众化转而

追求小众的自我。所谓的小众更加注重自我精神的满

足与个人喜好，为自己添加标签，寻找与自身志同道

合的小圈层，并与他人进行分享沟通，完成自我的满

足与归属感[8]。当下网络信息技术以及新媒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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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白莲花》 
Fig.1  White Lotus 

 

图 2 《喂狗》 
Fig.2  Feed the Dog 

 

图 3 《剪花娘子》           
Fig.3  Cut Flowers Lady 

 

 
 

图 4  剪花娘子面部 
Fig.4  Face of Cut  

Flowers Lady 

 

图 5  陕西剪纸艺术 
IP 形象提取 

Fig.5  IP image extraction of 
Shaanxi paper-cut art  

 
为小众圈层的形成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剪纸文化的独

特魅力，使它能够连接至广泛的人群。上文根据年龄

的不同将受众人群分为四个部分，通过对受众进一步

的细分与规划，将目标受众重点集中于 19~30 周岁以

及 51~65 周岁这两个年龄段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

趣的人群。 
针对 19~30 周岁的人群，因其追求个性与新鲜事

物的性格，陕西剪纸艺术大胆鲜明地配色，涉及近期

“国潮”文化的流行，可以将陕西剪纸艺术的内容更

多地以商业插画的形式进行表现，并不断地重复图 5
所提炼出的 IP 形象，给受众深刻的印象。同时可以

将这些商业插画制作出各式各样精美的陕西剪纸艺

术文化衍生品，而这些共同拥有一些同样或同类的文

化圈衍生品，能够使用户为自己贴上标签，增强受众

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自发地形成一些小的圈层。社交

分享是圈层形成的另一大促力。曾有简森·米歇尔和

戴安娜·塔米尔这两个来自哈佛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做

过一个实验，向被测试者提出需要分享信息的问题，

例如它们最喜欢的地方或最喜欢的运动，并用脑部测

试仪进行扫描，实验结果是他们的兴奋程度与获得钱

财和食物时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证明，分享内容能够

使分享者本身产生更多的愉悦与归属感[4]。网络信息

技术的发展，使得受众能够随时随地与他人进行内容

的分享，而分享的效果是否能够得到诸如点赞、评论

和转发等回应，决定了用户对这一圈层的认同感。

针对这一点，着重考虑如何把陕西剪纸艺术的调性

表现出来，注重氛围的把控，使各个产品之间能够

协调，形成系列化，使用户想要购买更多，增加用

户粘性，让用户在拍照时能够随手组合即是大片。

同时也要注重话题性与互动性，用户分享时能够吸

引更多的圈层进行评论等回应，增加用户对本圈层

的归属感。 
针对 51~65 周岁的人群，因其对于陕西剪纸艺术

有较深的了解，动手能力较强，大都已经退休有较多

的空闲时间，喜爱与邻里之间聊天，对手机及互联网

的操作并不熟悉，因此针对此类人群可以更多地侧重

于与陕西剪纸艺术一些基本操作的互动。可以将陕西

剪纸艺术的衍生品做成需要用户再“加一剪子”的半

成品，增加用户参与度，使他们在此过程中产生与有

荣焉的心理感受，提高他们的成就感。这一年龄段的

受众对移动用户端的操作不够熟悉，因此与他人进行

内容的分享时，他们更偏向于口头的传述，此时剪花

娘子库淑兰的那些诸如“开窗窗，闭窗窗，里面坐个

绣姑娘”的歌谣就有了用武之地。可以设计一系列有

压痕的剪纸原材料，并附赠陕西剪纸教程与录制的剪

纸歌谣，让用户能够在与邻里聊天的同时进行操作，

既达到了用户自身的内容分享，又能使用户自发地向

他人宣传与传播，能够增加圈层的用户量。 

2.3  与其他 IP 进行跨界融合 

跨界融合是 IP 的一大特点，其内容要通过走向

市场才能快速实现商业变现，获取有形的商业价值[9]。

例如众所周知的文具品牌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

司也在打造属于自身的 IP 版本，晨光文具宣传案例

中仅用五分钟的时间，成功将与鹿晗合作的跨界版本

文具卖出 6000 套，其 IP 效应带来的“高能销售力”

打破了所有人的设想。整个过程中晨光文具的价值与

明星偶像带来的流量与人格魅力所产生的消费边界

正在逐渐溶解。 
传统文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立体化研究传统手

工艺的视角，彰显陕西剪纸独特艺术魅力的同时为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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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口红包装设计        
Fig.6  Lipstick packaging design   

 

 

图 7  口红色号提取         
Fig.7 Lipstick red number extraction  

 

 

图 8  剪纸人面元素 
Fig.8  Paper-cut human face elements

 
 

 
 

图 9  宣传海报 
Fig.9  Posters 

 
西剪纸艺术 IP 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原始基础[10]。在

笔者看来，剪纸可以不单单只做剪纸，也可以与其他

的商业领域进行联合，例如与热门综艺《向往的生活》

进行联合，在视频画面中出现一些剪纸的元素，或者

是与某个彩妆品牌进行合作去做他们的包装。笔者尝

试着将陕西剪纸与国产美妆品牌玛丽黛佳这两个 IP
进行联合，联名出品一些化妆品例如口红。 

首先可以将从陕西剪纸中的库淑兰剪纸艺术提

取出的 IP 形象，运用于玛丽黛佳的口红包装上，改

变其原本纯黑的包装，口红包装设计见图 6。设计口

号为“纸为你潮！”，一改陕西剪纸原本传统保守的形

象，将陕西剪纸的 IP 与玛丽黛佳这一彩妆品牌充分

融合。 
其次，这种合作并不仅仅局限于产品的包装，更

存在于产品的内部交叉。陕西剪纸中除了红色还有很

多其他的色彩，作为拼贴剪纸代表的库淑兰剪纸，运

用各种颜色的细碎的小纸片拼贴而成，包含有红、粉、

橙、黄、蓝和绿等颜色。笔者从她的一幅作品中提取

了四种颜色作为本次合作的主推色号：纸为你橙、纸

为你粉、纸为你红和纸为你赤，口红色号提取见图 7。

这些口红色号的命名方式是标语“纸为你潮”的延续，

加深受众对陕西剪纸这一 IP 的印象。为了将剪纸这

一 IP 充分利用，笔者对玛丽黛佳的口红上原有的唇

印也进行了重新设计，将原本的唇印变为了从剪纸中

提取出的人面这一元素，剪纸人面元素见图 8，并创

作了大量的重复排列的宣传海报见图 9，给受众视觉

上的冲击。 

3  结语 

中国剪纸艺术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是中国工艺美

术的一颗瑰宝。近年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呼 声 与 日

俱 增 ， 对 民 艺 及 民 艺 价 值 的 研 究 再 度 回 归。在 IP
的时代背景下，陕西剪纸艺术的创新性转化对其本身也

有一定的要求：需要这一文化 IP 具有足够价值的内容

以及广泛的追随人群，并拥有丰厚的故事情节。此外，

在陕西剪纸艺术的 IP 塑造中，首先要将它人格化，如

积极向上、崇尚自由和高洁典雅的内在品格，以及“剪

花娘子”的外在形象，赋予这一 IP 人的情感。其次

要使陕西剪纸艺术的受众形成圈层化，让用户为自己

贴标签并在自身的小圈层内进行分享沟通，完成自我

的满足与归属感，自发地为陕西剪纸艺术进行宣传。再

次，与其他 IP 进行将跨界融合，将内容走向市场实现

商业变现，获取有形的商业价值，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

效果。在满足大众的审美及生活需求的同时，完成陕西

剪纸艺术的创新性转化，使中国传统文化超脱时代与历

史的限制，充分融入现代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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