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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剪纸人物造型语言意象性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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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品的意象性表达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方向。民间剪纸人物作品在民间文化观念以及剪纸材料的特殊性背景下呈现出

独有的造型语言，通过对造型语言的象征性，夸张性，多维装饰性等特征的分析来探讨剪纸人物作品意象性表达的重要性和

延展性，借以对民间美术艺术价值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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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美术在中国农村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集体审美意识背景下决定了其特有的艺术造型语

言。民间艺人们造型时将处在世界中的单个事物从变化无常的偶然性中抽取出来，并用近乎抽象的形式

使之永恒。把客观对象的形体结构、色彩、运动规律，转化为点、线、面的几何形态；用折线、曲线、直线等各

种形态线的起伏、回转、放射等运动方式来代表各种对象物的运动形式；用线的粗细间距产生运动的节奏

等。显然这比单纯的模拟、写真要复杂得多［1］，这种造型语言所传递出的意象性信息将人们的情感表达的

淋漓尽致。而在艺术作品中，和谐、适度地处理主体（艺术家的情意）与客体（物境、情境）的各种关系，主体

与客体契合而成的意象之美是艺术家至高追求。将通过对民间剪纸人物造型语言的特征研究，来探析民

间艺术家如何通过剪纸人物造型语言进行作品的意象性表达。

1 意象性

意象是主体的情和意与客观对象合二为一的意识过程。意是主体精神，主要指求解而产生的一种感

觉、体悟、思想，是主体对宇宙万物之道的理解，是一种直观把握到的精神意识。“象”是“意”中之“象”，是客

观物象经过人们的视觉思维、内在心理意识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创造出来的独特形象，是一种富于更多的主

观色彩、迥异于生活原态而能为人所感知的具体形象。老子在论述“道”时说：“‘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是谓恍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2］86-137；“大象无形”即为意象之关系。意象起于外物的“物象”，同时又是

一种“内心视像”，是人们对自己的人生经验、寄寓人生感慨、解悟人生真义的重要手段［3］。中国的传统美学

是建立在老庄思想文化背景下，从魏晋玄学到唐宋山水，文人思想中意象高远性的追求早已成为艺术创作

主要方向，这正是对意境表达的思想指导。在此，我们通过民间剪纸人物与传统绘画人物在造型手法上的

反差与意象表达力度的相似处进行切入，借以探讨。南宋著名画家梁楷的作品《泼墨仙人图》（图1）在人物

表现上采用了局部概括夸张的手法，黑白水墨，了了几笔传递出人物醉憨之态，是一种文人画背景下的情

味传达，即“重视艺术的创新和抒发个人的真情实感，注重画家个性的发挥。”［4］而民间剪纸艺术中的人物表

现同样运用局部的概括夸张，阴阳对比却传递出不同的意象表达。如：安徽阜阳剪纸高手程建礼的剪

纸人物（图2）情感直白，淳朴有力。人物造型去除细节，夸大特征性，抽象图案化、装饰化的表达手法，将人

们心理诉求通过艺术造型直接性表述，这样的造型方式传递出的绘画语言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传递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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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美的追求。审美角度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创作的切入点以及表达重点，民间艺术的造型观念促使了艺

术家以及大众的另角度审美，其意象性表达也给予观者另类认知感受。下面我们再通过剪纸人物造型语

言的特征性近一步阐述此种意象性表达途径。

2 剪纸人物造型语言的意象性表现

2.1 主题表达上的象征表意

剪纸是中国民间艺术最为流行的一种艺术形式，由于它所使用的材料和工具都极为简单，因而成为老

百姓表达自己艺术需求的重要手段，且在剪纸艺术中人物是剪纸艺术的主要创作对象。

民间艺术作品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创作通常是建立在将其分为人、鬼、神三界的基础上。这就决定了剪

纸人物具有明显的鬼神意象特征，所谓的鬼神两界是人们对于人界中无法解释、无法满足之处，在心理上

产生的对未知力量的一种畏惧与憧憬，是人们抗拒内心恐惧的心理需求，是为了满足此种心理需求而创造

出鬼界与神界。因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民间的神、鬼的艺术形象是架构在人形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对

人鬼神形象的认识理解是民间艺术家们进行人物创作的大背景，其关联形象的再创，追求一种三界共通的

造型语言，是将创造的人物造型嫁接与自然万物之上与其浑然一体，创造出气韵天成的人鬼神高度统一的

人物造型的基础。这样的人物造型创作背景也就铸就了民间人物造型语言的意象性特征。

图1 《泼墨仙人图》 图2 剪纸人物程建 图3 莲花娃娃
Fig.1 Immortal Pomo map Fig.2 Paper-cut figures Fig.3 Lotus baby

民间剪纸人物造型创作在其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下形成了集体的审美意识，是创作者对生活

的感受和所属生活环境下的审美需求，是艺术家自我主观直觉对经验现实，客观物象的领悟，在这样的创

作背景下作品的表现必然以寓意象征为主导，拙朴自然的情怀以及对生命的热爱促成了艺术家特有的象

征性造型语言特征。如人物类剪纸作品“莲花娃娃”（图3），造型线条简洁，概括性强，充满生命力，生动的

传递出作品的情义。整体构图中表现出对物象形的高度概括，完整圆满、动静结合、对称偶数、夸张变形等

概念。莲花娃娃的造型它既用于儿婚女嫁的礼品上，也作为刺绣底样，寓生息繁衍之意。民谚中有“娃娃

踩莲花，两口子好缘法”、“身下铰个聚宝盆，新媳妇必定生贵人”、“莲蓬壳里籽籽多，连生贵子到俺家”等等

都通过对形式感（象形）的把握生动而深刻的阐述出作品形象的意念内涵。观念的阐述在此借助了象征性

手法，图面中随意性强，理念让与感官，情理服从感情，意念与形式达到高度统一。构图完整，简洁概括，对

比鲜明，效果强烈，充满象征意义，这些概念关联着造型思维的展开和造型形态的创造，在这种造型语言

下，整体画面呈现出一种近乎“不合理”的故事内容，而这种“不合理”又因为形式美感而变得“顺理成章”甚

而“势气临人”，人们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反复运用一种纹样，不仅仅是因为其具有审美意义的外形，更在于

蕴藏在图形背后的意义。图形只是这些内在意义借以表达的外在方式，是“观念的外化”。正是由于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企盼及对“意”的执著追求，才使“形”得以代代承传并发展［5］。民间观念文化背景下的

象征性图案成就了形式感追求背后所要阐述的意象性传递。

2.2 造型表现上的夸张变形

剪纸作品中人物自身形象通常以夸张变形的形式感出现，在人物之间、人物与场景之间充满了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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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的组合表达方式。这种夸张变形式的背离形成的特异视觉语言是剪纸作品中最具特征性的表现手法

之一。如剪纸人物作品抓髻娃娃（图4），其造型的基本特征是正面站立，圆头，两肩平张，两臂下垂或上举，

两腿分开，手足皆外撇，这是个充分简化了的人物形象，一个人形而已，而这个“人形”的造型语言却传递出

对生命守护和人类繁衍的意识导向，人物的造型语言带有明显的夸张性和隐喻性。作者用展开式的思维

方式，不守常规，不分远近透视，打破自然的客观法则和空间的限制，将所需要表达的东西统统至于画面之

中，人物造型的交错形成的特殊美感呈现出较强装饰风格，而所有在纸面上出现的人形又因为寓意的不同

传递出民俗观念特有的思想性。任何完美的东西，不在于外形上的直接表露，而是力在通过造型语言的隐

喻性传递出内在生命的含藏内敛。抓髻娃娃在民俗中主要具有繁衍和生育的职能，喻意为子孙延续，多子

多孙，所以在这种人物形象的创作中，连续性、喜悦感、满足感的的表现尤为重要，图中父亲站在孩子的肩

头，母亲站在父亲的肩头，象征喜悦的鸟出现在母亲形象的肩头，夸张的人物造型重叠相交既表达了人们

内心中对于家庭幸福的美好向往又使画面呈现出完整饱满的图案造型，“意”的表述在“象”形寻味中悄然

传递。没有艺术家主观情思、意趣和大自然客观形象神态的有机统一，没有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把握与

渗透，没有境生象外，意发其中，便没有意境［6］。

图4 拉手抓髻娃娃 图5 生命树
Fig.4 Grasping bun baby Fig.5 The tree of life

2.3 造型表现上的多维装饰

剪纸是二维平面上多维角度的意象组合。它不是根据客观的自然形态来造型，而是将时空幻想中所

有理想世界的物象组合在一起。因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亦或一个观念的表达都必须在一张作品中全面的呈

现，这就形成了作品中必须做到多种信息角度的多面传递，即多维性装饰手法。在作品生命树（图5）中，作

者将人与百兽齐聚纸面，通过一棵树枝繁叶茂的主造型把人和动物联系在一起隐喻生殖繁衍的生命力

量。图面采用中轴对称的构图方式表达出画面的完整饱满，人类的繁衍作为主树干被寓意为世界的主体

力量，家禽飞鸟则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附带品层层叠叠的聚集在树枝上，形态各异，俏皮生动。人物与动

物各具其态，却有机结合，现实中不可存在的运动方式，在纸面上自然的呈现。在有限的平面内塑造广而

全，全而美的人物形象和场景，这就必然要对人物形象进行高度的概括，使人物和场景的有机结合，达到和

谐统一的美学境界。民间剪纸创作在透视上不追求纵深感，而有着“看得多、看得全”的多维性审美辨识，

这种多维性的装饰手法注定了其造型的独特意象性表现。

剪纸创造者发挥了其至真至纯的艺术天性，打破客观世界的束缚，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表现其心

中的艺术客体，经营着作品的意象之美，艺术作为媒介传达出生命的繁衍。物象以线条和色彩、韵律或旋

律构成独有的造型语言是人民百姓内心需求的照影。各种造型语言特征都是基于意象化的前提所产生

的，意象化贯穿于剪纸人物造型创作的整个过程。剪纸图案的造型组合打破了现实审美的障碍，形式的特

殊美感营造出的意象性正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审美表达。

3 结语

艺术语言的表述是人们意识形态的传递方式，农村百姓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对自然力的一种特有理解

是一种想象力。因而民间艺术家们选择艺术的方式进行表达，他们所创造出的人物形象是介于幻象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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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艺术造型的认识也是架构在民间美术的文化背景之上，传递着中国民间特有的美术文化观念。以民

间剪纸人物创作为切入点，正是通过对民间剪纸人物造型语言的分析来探析意象性表达的方式。意象起

于外物的“物象”，同时又是一种“内心视像”，是人们对自己的人生经验、寄寓人生感慨、解悟人生真义的重

要手段［8］。意象性表达的研究是艺术构思最终的目标，艺术构思过程实质是一个典型化的过程，目的在于

创造高度理想化的艺术形象［9］。艺术家运用艺术语言，将构思成熟的艺术意象表现为专供审美和鉴赏的艺

术形象即艺术作品，其实质是一种审美表现活动，对艺术语言的提炼创作也体现着一个艺术家基本的艺术

素养。民间艺术作品的创作并不是单纯以老百姓审美为目的进行的艺术活动，民间造型艺术和民俗活动

总是关联着比审美意义更为宽泛的社会生活意义，其内涵的象征性决定着造型的艺术形式，而造型艺术正

是将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是从静态的材料中引发出动态的有生命的形式力量，传递着创作者

炽热的情感意念。民间人物剪纸作品在民间观念文化的背景下对人物造型的特殊解读形成了民间人物造

型语言的独特性。

剪纸艺术作品在当代已经受到现代文明的浸染，在文化内涵上不再是原来的、传统的民俗民间剪纸作

品，而是具有当代气息的、多元化的艺术作品［10］。民间艺术作品中无论是对人物形象的设计还是物件景物

的配置都蕴含着浓浓的人文情境，造型语言的提炼也在千年锤炼中变得经典而具有视觉冲击力。文章试

图通过对民间美术人物造型语言意象性表达的研究，加深对民间美术艺术价值的研究探讨，促进艺术家和

大众从另一角度对意象性审美的感知认识，搭建民间美术与当代美术的桥梁，赋予它们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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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magery of Modeling Language in Folk Paper-cut Characters

Wang Hong

（School of Art，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The expression of imagery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artistic creation. Folk paper-cut works present

a unique modeling langu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olk culture concept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paper-cut ma-

teria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and ductility of the imagery of paper-cut characters by exploring the

symbolization，exagger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ornamentals of the modeling language，thus studying the ar-

tistic values of folk art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Key words：imagery；paper-cut character；modeling language；artist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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