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源：来自民间

羌族剪纸是过去羌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生活技艺，源远流长。有史可考的古羌族
剪纸可以追溯到2000年以前，那时的古羌人就
有剪兽皮及枯枝树叶的习惯。理县蒲溪乡曾发
现一座距今大致2000多年的古墓，墓中就发现
有剪过的兽皮，它们可能是羌族剪纸技艺最早
的文化源头。此后，人们还在蒲溪乡多次发现
类似的文化遗存，如有用獐子皮剪成的花、云
朵等物。有学者认为，古羌人有自己的手工造
纸技术，他们接触纸张的历史很早；近现代随
着与汉族地区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纸张及剪
纸技艺的互通互习，让这一民间技艺日臻成
熟。

今年 3月 8日在理县蒲溪乡举办的第八届
古羌 儒节上，在休溪村节会现场的非遗展示
活动上，一位身着民族服饰的羌族汉子手持剪
刀灵巧地为来宾表演着羌族的剪纸技艺，只见
他用剪刀熟练地游走在折叠的红纸上，咔擦数
声，剪纸展开，一幅造型精美的剪纸艺术品就
呈现在众人面前，引来阵阵赞叹。

表演者为羌族剪纸的传承人韩龙康，是甘
堡乡小学的美术老师，长期致力于羌族剪纸的
搜集挖掘。他介绍说，羌族剪纸来源于羌族的
民间生活，过去主要用于羌族刺绣的绣花底
样，比如衣裙、鞋子、头帕、腰带、飘带、背带、袖
套、裤子、鞋子、枕巾、手帕及香包等，几乎囊括
了羌族的全部日常生活用品，同时，在家居装
饰及攘灾辟邪中也会派上用途。

羌族服饰的精华是上面的各种绣花图案，
美丽耀眼，它是羌族文化及民间艺术最直观的
体现，所有织物无一不绣，体现了羌族人民爱
美的天性；过去，羌绣基本上通过家族传承，精
通刺绣成为羌族妇女必备的生活技能，从小就
开始学习，“一学剪，二学裁，三学挑花绣布
鞋”，在这样的环境下，羌族妇女既是刺绣的好
手，又是剪纸的行家。

能歌善舞、心灵手巧的羌族妇女代代传承
着剪纸技艺，她们喜欢打扮，对衣着精心刺绣，
对居室门窗精心用剪纸装饰，小小剪纸不但凝
聚着羌族妇女的智慧，也映射着她们对生活的
热爱和对美的追求。

羌族剪纸也是羌族传统祭山会上不可或
缺的饰物。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一这天，羌族人
民都会在每家屋顶挂上杉树枝，在室内神台上
挂上剪纸花。老韩说，“这类用于祭祀的剪纸称
为神龛剪纸，只有羌族男子才能剪，我在 10多
岁时开始学习剪纸时就是剪的神龛剪纸。”在
室内神台上挂剪纸花的习俗，来自于羌族的神
话故事“木姐珠剪纸救百兽”的传说。故事讲述
羌寨头人木勺金保的女儿木姐珠为救民于水
火，通过剪纸动物放归山林，以假乱真，暗救百
兽，让山寨的羌民生享太平盛世，于是后人就
在神台上挂剪纸花以示纪念。

技艺：体味民俗

羌族剪纸内容大多来自于大自然，有花朵
鸟兽，家畜神怪，其中又以花朵和云样居多。羌

族人的生存环境恶劣，在险峻荒凉的土地上，
花朵更能表达他们对美好祥和生活的期望，而
云样则可认为是对自然环境的描绘。学者们认
为这些都与羌族的民族性格有关，由于历史和
地理的原因，羌族有一个特定的审美趋向，就
是崇尚圆形和弧形，以圆和弧为主构成了一种
美的形式。从出土的文物来看也证明了这一
点。

羌民族服装的飘带线和衣纹、图案等有着
众多的曲线、弧线、圆线，这些不同大小的线条
疏密有致，对照鲜明。大的线条刚劲有力，小的
线条委婉柔美，妙趣无穷。且线中有面，面中有
线，画面富有节奏韵律感，阳刚之美和阴柔之
美，是羌族审美范畴的两个相互对立的美感特
征。与此相应，羌族剪纸的图案不以写实为主，
多用抽象夸张及变形后的图案，采用剪、刻、
撕、拼贴相结合的手法，阴阳对比、夸张变形、
造型巧妙、构图饱满，具有强烈的装饰性和鲜
明的民族特色。

韩龙康出生于理县蒲溪的一个羌族农家，
从小喜爱美术，1996年从阿坝师专美术专业毕
业后在学校任美术老师，自己从事美术工作，
自然对羌族的剪纸有着浓厚的兴趣，从2010年
起不少业余时间他都用来收集整理羌族民间
剪纸作品，还经常和老人们探讨羌绣、剪纸的
技法、图案设计以及图案的内涵。

韩龙康谈到，一次他看见邻居 正在绣
制的女鞋上有一束花枝，原以为是羌绣中常见
的梅花，但 却说，“看上去像花，其实是土
猪爪子的图案。”是祖上传下的手法。它说明羌
族剪纸艺术的图案素材既有一定生活依据，又
不为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物象所约束，是一种

“超现实”的表现手法。
羌族剪纸里的不少花样花上有花，花蕊的

顶部还能长出叶子，这似乎并不是一种简单的
随意而为，而是他们在描绘一朵花时，看到了
花与花之间的一种关联，花与叶子之间生命的
关系，一朵花把一片林子都包含了进去。这种
透视方法有些接近于中国画里面的“散点透
视”，所谓一花一世界，在这里可以得到印证。

老韩谈到的那幅剪纸，土猪子的爪子演变
成花，花演变成云，花里生花，云里也可以生出
花来。羌族妇女没有学习过现代的美术理论，
但却用直觉把这些观念表现了出来。同时，羌
族传统剪纸多不画稿，而以剪刀代替画笔，质
朴简练，这便需要有精湛的刀工，老韩说羌族
剪纸剪花卉和云样大多都是弧形圆形为主，但
在结束时却会以突然的直刀结束，这些手法都
是其他民族的剪纸所不具有的。

羌族剪纸与刺绣比较，实用功能性要间接
得多，因此在艺术手法上也比刺绣有更大的创
作空间，剪纸的整体感强，图案虚实对比强烈，
单纯大方，明快醒目，具有浓郁的艺术感染力，
质朴而又生动地反映了羌族人民的生活和情
感。

发展：融入民生

羌族剪纸艺术伴随羌族历史的发展而不
断地演进，曾经与羌族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剪纸来源于生活，学会剪纸是羌族妇女的
基本技能和生活的必须。绣花是羌族妇女必备

的本领，也是衡量她们是否勤劳聪慧、心灵手
巧的主要尺度。过去，男人相亲说对象，首先一
条就要看女子会不会绣花，如不会绣花就会被
看不起。

羌族妇女没有不会绣花的，而剪纸最基本
的功能就是绣花的图样，学绣花就得学剪纸，
因此她们几乎人人都会剪纸。羌族女子往往从
小就要在长辈的言传身教下勤学苦练绣花，母
亲在女儿六七岁时便开始教其学刺绣，待女儿
出嫁时，大都已是飞针走线、刺龙绣凤的高手
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羌族剪纸最初服
务对象的服饰生产这一块，随着服装生产产业
化，剪纸在刺绣中的功能越来越淡化了。

老韩给我们介绍说，羌族剪纸技艺优秀的
多是 60 岁以上的羌族妇女，她们虽然没有文
化，但从小就开始学习，高手多，基本上拿起剪
刀都能剪，不过技艺比较全面的还是少，有的
会剪鞋样，有的会剪刺绣，能掌握羌族剪纸全
套技艺的大概一个村平均只有那么一两个人。

在今天的 儒节上我们见到从县上来的
老洪，谈到理县的剪纸，她对我们说，由于时代
的进步，机器代替了手工，剪纸艺术在民间形
成了一个很明显的断层。如同韩龙康所谈到那
样，现在 40-50岁之间会剪纸的羌族妇女在少
数偏远村落还有一些，但30岁以下的已经很罕
见了。这可能也是传统手艺面临的一个共同的
处境，随着社会的变化，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实
用性越来越少，民间技艺的“自然传承”也就日
益淡化了。而保护性的传承则需要有政府和文
化相关部门的介入，传统手艺进入非遗名录的
意义也在于此。

近年来，政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传承意识日益加强，理县的藏羌剪纸被列入阿坝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首批被评为县级传承

人的共有15人，韩龙康是其中之一。同时，政府还
在进一步加大这些民间手艺的传承和保护，希望
有更多的民间高手获得传承人的身份。

全社会的关注和政府的有力扶持，让曾经
从人们视线里消失了的剪纸艺术再次新生。
2016年10月，阿坝州政府和农劳办及时组织相
关人员抢救性地挖掘整理编印出版了《羌族剪
纸》一书，该书成为全国有关羌族剪纸的第一
本书籍；2017年 1月，阿坝州的口述历史《镂空
的岁月》纪录片得以拍摄，为剪纸艺术的宣传
推广做了大量的工作。

谈到剪纸的发展，大家都意识到羌族剪纸
仅靠文化工作者的保护和传承是不够的，生产
性保护和活态传承尤为重要，对羌族剪纸进行

“生产性保护”探索很有必要，比如羌族剪纸的
图案特征比较抽象、具有比较高级的元素，现代
设计师如果能把它融入商品图案和服饰图案中
会提高商品的附加值。正是有鉴于此，理县一直
注重并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传承，
对具备生产性保护的非遗项目如羌族刺绣等进
行合理开发和有序利用，收到了明显成效。对于
尚不具备生产性保护的项目也通过非遗项目与
旅游产业的融合互动，既增加了文化旅游的吸
引力，也使包括剪纸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
到了民间的重视，增加了民间艺人的经济收入，
增厚了其在民间自然传承的土壤。

多年来，理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
保护已进入学校，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韩龙
康自2012年便在学校开设了羌族剪纸课，学生
们也不断萌生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初步掌握
了羌族剪纸的技艺，“山区孩子们对手工课如
剪纸、羌绣这些就在身边的东西有浓厚的兴
趣，相信孩子们能把它传承下去。”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中共理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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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在理县历史悠久。
在理县的藏羌地区，它的产
生和流传与藏羌民族的节
日风俗有着密切关系，逢年
过节，藏羌同胞都要在神
龛、神台上贴剪纸。藏族剪
纸以吉祥八宝图案为主，羌
族的剪纸则主要用于服饰
上，以花草为主，俗称“剪花
样样”。2014 年藏羌剪纸被
列入阿坝州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民
族之一，羌族有“一学剪，二
学裁，三学挑花绣布鞋”的
说法，这里所说的“剪”即是
指羌族剪纸。羌族的剪纸类
型有花纹、人物、动物等，用
途上可分为祭祀剪纸和生
活使用剪纸，祭祀剪纸主要
是释比祭祀用，生活使用剪
纸可分为喜事剪纸、鞋样剪
纸、服饰花样剪纸等。

在包括剪纸艺术在内
的非遗技艺的传承和保护
上，理县一直注重生产性保
护和活态传承，对具备生产
性保护的非遗项目如羌绣
等进行合理开发和有序利
用，对尚不具备生产性保护
的项目也通过非遗项目与
旅游产业的融合互动，既增
加了文化旅游的吸引力，也
使包括剪纸在内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得到了全社会的
重视，增厚了其在民间自然
传承的土壤，得以良姓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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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羌底色：理县羌族剪纸
□ 莫克 闻钊强

羌族剪纸作品

韩龙康向人们介绍羌族剪纸作品
（韩龙康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