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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剪纸作为中华文化中的一种传统艺术，有着中国式美学原理，从题材到符号化表现手法都不同

于西方剪纸。文章将中国剪纸通过阴阳对比、镂空、印花图案、装饰刺绣纹样及新型材料的探索等几

个角度，运用在服装设计上，为服装时尚领域带来新的设计思路。文章以剪纸纹样为设计点，借用激

光雕刻技术，制作出镂空纹样面料，并尝试着将其运用在婚纱和旗袍的设计中，得到了较好的艺术效

果。这一研究旨在更好地传承中国传统剪纸艺术，以期在服装设计领域得到创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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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per-cut with Chinese-style aesthetics principle is a traditional ar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paper-cut from the theme to the technique of symbolic expression． This paper uses the
Chinese paper-cut in fashion design by exploring the Yin-Yang contrast，stencil texture，printed design，decorations，
embroidery pattern，new materials and other angles so as to bring new design ideas for clothing fashion field． In this
paper，the paper-cutting pattern is used as the design point; hollowed-out patter texture was fabricat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laser-engraving technique; besides，the authors also tried to use it in the design of wedding dress and
cheongsam and obtained good artistic effects． This study aims at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aper-cutting art
better so as to achieve creative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fash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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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艺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已入选联合国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民间剪纸历史悠久，流传

极广，中国剪纸与西方剪纸存在很大的差异，有着自

己的起源发展，独特的美学原理、造型方式、题材特

点、表现手法和文化内涵等。这对现代服装设计的

发展有很大的启示。将中国剪纸艺术融入现代服装

设计中，可以为服装设计注入新的思路源泉，同时，

也为中国剪纸的传承和创新提供新的载体。

1 中国剪纸的起源
剪纸是中华文化中的一种传统艺术。和其他传

统手工艺一样，剪纸蕴含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东方

艺术文化的传承。剪纸是如何孕育产生，并发展成

为一门独特的艺术? 剪纸艺术有其自身的形成和发

展过程，众所周知，艺术来源于生活，一门艺术从起

源到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界向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创

作启迪和珍贵素材。比如，形态各异的树叶、花草，

晶莹剔透的雪花及山川景物的剪影，这些都是类似

剪纸的形象，促进了人们对剪纸造型艺术的思考。
中国古代在西汉初期就发明了可用于书写和绘

画的纸。在纸张出现之前，剪纸的载体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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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从商代始( 公元前 1600—1100 年) 就有人在

树叶上进行剪刻纹样、镂空刻花［1］。后来则以金银

箔、绢帛、皮革等为载体，进行雕、剔、剪、刻、镂，制作

装饰品。1950 年在河南出土的战国遗址中，就发现

了用银箔镂空刻花的弧形装饰物。严格说，这些装

饰物虽不是剪纸，但从刻制技术和艺术风格角度看，

可以说是剪纸艺术的前身。

2 中国剪纸所蕴含的中国式美学原理
在中国，剪纸发展迅速，并大受上至朝廷，下至

百姓的欢迎。如此“接地气”，如此普及的艺术并不

多见。中 国 剪 纸 蕴 含 了 一 种 怎 样 的 中 国 式 美 学

原理?

2． 1 中式题材———中国儒家对善的追求，决定了剪

纸的题材

剪纸在中国，是一种精神寄托，是情感表现。作

品中注入的是美，是爱，是憧憬。题材擅长运用花

鸟、鱼虫等动植物图案造型结合谐音寓意，来表达美

好的夙愿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所以在中国剪纸作

品中，主要是喜庆、幸福等吉祥题材，找不到悲伤、忧
愁等题材。通常，中国剪纸从以下两方面取材:

一方面，中国剪纸多为祥瑞题材，即富贵、吉祥

等。主要用具有象征、谐音寓意的动植物图案，来表

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生的现实寄托。如

婚嫁寿筵喜庆之时，剪纸图案多选喜、寿字或“龙凤

呈祥”“百年好合”“长命富贵”“松鹤延年”等图纹。
另一方面，中国剪纸的传统纹样也离不开民间

传说和神话故事。此类剪纸的主题是镇宅保平安，

也是为了避邪除疫。纹样主要有葫芦纹、狮虎纹、鸡
鸟纹、猪 羊 纹、驱 鼠 疫 婆 婆、猴 王 降 妖 魔、辟 邪 娃

娃等［2］。
2． 2 中式表现手法———符号式转化

中国剪纸擅长把喜、福等抽象意义转化成具象

事物，并将其纳入剪纸题材。这种符号式转化是中

国剪纸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剪纸图案中最常见的

表现形式。利用字的谐音，以象寓意、以意构象进行

构思造型。将金玉满堂、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等抽象

的精神向往，转化为同音的动植物图案等具象符号，

以此作为剪纸图案。
例如，中国剪纸中常有“喜鹊”图案，喜鹊是喜事

的象征，表示喜事临门。人们通过符号式转化，将喜

的心理转化为喜鹊这一具象事物，以剪纸为载体，去

表达喜庆、欢愉的心情。再如，中国剪纸经常出现的

鱼，这个题材实际上是将“连年有余”的心愿转化由

莲花和鲤鱼的具象符号。莲是连的谐音，鱼是余的

谐音。
可见，中国剪纸很擅长运用符号的象征性，采用

艺术的手法，借用具象的事物，表达美好的心愿。在

中国剪纸图案中，符号化寓意的事物有很多，如花

生、石榴象征多子多福，蝴蝶、鸳鸯象征婚姻美满，松

鹤象征长寿，牡丹象征富贵等。

3 中国剪纸与西方剪纸的区别
3． 1 表现手法不同

中西剪纸的区别，就像中国水墨画和西方油画

之间的区别。在西方，剪纸有的被称作剪影，即像影

子一样用外部轮廓表现主题，而内部不做镂空。如

人物的面部多用侧影表现，看上去像是从照片上直

接剪下来的一样; 同时，西方剪纸对细节的表现要求

很高，非常注重主题刻画的细致性，整幅剪纸细腻至

极。若是人物题材，会清晰地看到眼睫毛。若是植

物题材，会清晰地看表现每片叶子，甚至叶片纹路。
无论是外轮廓还是细节，西方剪纸都力求还原物体

本身的真实性和立体感。
在中国，剪纸不是艺术家专有，它是从民间兴起

并广为传播的一门大众艺术，是民俗艺术。在古代，

剪纸是一门传统手艺，是“女红”的一种，是劳动人民

将生活中积累的技能本领转化为造型艺术的劳动性

创造，即把裁剪衣物的本领转化为裁剪图案纹样的

艺术。中国剪纸与女红的相生关系，揭示出了中国

剪纸艺术独特的产生源流和发展脉络，即中国式剪

纸的“线线相连”的镂空特征。镂空是中国剪纸最擅

长运用的表现手法。这里的线是广义上的“线”，不

仅包括具象的常规线，也包括相对意义上的抽象线。
民间劳动人民在剪纸中为了方便、实用，特意创作出

各种不能零散脱落的花样。为保持剪纸图案的完整

性，人们创造出如折剪、掏剪和破型法等多种剪铰技

法，这些方法都为了使纸线图案能线线相连。这与

中国画类似，中国画非常强调笔法的运用，把点可以

理解为最短的线，面可以理解为宽线或线的集合。
研究中国剪纸中的纸线可以借鉴中国画中笔法的思

维，即擅长用写意和平面线条的手法去表达主题。
3． 2 题材不同

艺术本身是不分地域的，但不同地域却给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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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艺术烙上了不同的印记，都蕴含了当地的人文

符号和图腾。西方剪纸题材中常常有希腊神话中的

神或其他西式图腾，而中国剪纸题材偏向于国泰民

安的憧憬和美好生活的祝愿。像猫头鹰这个题材，

很受西方剪纸选材的欢迎。因为希腊神话中的女战

神雅典娜，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米娜瓦，身边就有

一只猫头鹰，在西方人眼里，猫头鹰就是智慧的象

征。但在中国，猫头鹰是不吉利的象征，所以在中国

传统剪纸中找不到猫头鹰。中国剪纸是扎根于民众

之间，与人民生活紧密关联，为人们增色添喜的一种

民间艺术形式，所以中国剪纸只有美好的题材。

4 中国剪纸在服装设计上的应用
中国剪纸积淀深厚，表现形式质朴而富有艺术

感染力。同时，中国剪纸是一种镂空艺术，在视觉上

塑造出透空的艺术感。剪纸艺术与服装设计的融

合，将剪纸的载体换成了服装。刻板与柔软的结合，

精湛的剪纸手法，与极具美感的服装设计相结合，将

剪纸的艺术美在服装设计上得以延伸，给服装设计

带来了独特的艺术效果。中国剪纸在服装上的运

用，载体以婚纱礼服为多，设计手法主要为以下几个

角度。
4． 1 利用剪纸的阴阳对比

中国古代就有观点: 世界万物，非阴即阳。基于

此朴素的思维模式，中国剪纸既讲究阴阳刻手法，也

注重构图的均衡稳定。为保持剪纸作品完整的画面

感，剪纸过程要遵循阳刻的线线相连和阴刻的线线

相断法则，不然整张作品将支离破碎。与西方剪纸

追求立体感和真实感不同，中国剪纸偏向于平面效

果的塑造和符号化的传播。所以中国剪纸即使内容

很丰富，却终究是一张平面。把中国剪纸运用到服

装设计上，就完成了一个从二维到三维的转换。在

三维的人体上，通过大面积的剪纸的阳纹与阴纹的

对比，增强了服装的立体美感。
中国剪纸艺术，十分讲究虚实结合，擅长运用虚

实表现手法，如以虚为用、虚实相生、虚实转换等。
将剪纸艺术运用在服装设计上，独特的优势在于它

容易做出立体感，黑白阴影的对比效果会更加凸显

服装的层次感。
4． 2 利用剪纸的镂空纹理

中国剪纸是一门镂空艺术，是运用刀法形成特

殊纹理，来展现大面积阳纹与阴纹的对比，在造型上

讲究实体和留白、主体和衬体、前景和背景之间的关

系。剪纸运用在服装设计上，突破了书法与绘画等

纯二维面料印花图像，利用剪纸压花可制作出镂空

的面料肌理。在服装设计上采用剪纸纹样面料，几

何形状的镂空使着装者神秘、精致又性感，而且剪纸

压花设计不仅美观更有加强服装牢固度的作用。精

致的剪纸花纹可以与裸色薄纱相结合，营造出一种

独特的“透视”美，丰富了服装的装饰效果，提升了服

装的艺术魅力。
但服装设计中的剪纸不能直接照搬民间剪纸中

细致入微的风格特点。在剪纸中，阳纹须线线相连，

阴纹须线线相断，进而形成镂空效果。而运用到服

装上，阳纹的线，需延展成一个面。阴纹的线则是剪

断的，延展成大面积的镂空效果。这是因为服装的

视觉感触很强，需将剪纸造型概括处理，以增大阴阳

差距。即增大阳纹与阴纹的对比面积，用大块面和

大块镂空的对比，增强服装的视觉效果。
4． 3 利用剪纸的印花图案

这一角度的重点是寻找或创作合适的中国剪纸

图案纹样，将其进行再创作后运用到面料印花工艺

上。将剪纸纹样以印花形式，选择合适的面料和色

彩，制作出具有精美图案的面料，并以此面料设计服

装，烘托出一种充满民族味道的含蓄美。在剪纸图

案的构图选择上，对物的比例和透视都有所要求，这

和绘画类似，即在二维图形上，表现三维空间、场景

和事物; 也可对剪纸图案做对称、均衡、渐变等处理，

使其按美学规律布局; 也可动静结合或虚实结合，如

利用衣袖衣带的飘动与主体服装的静相结合，或利

用面料的流动和人体的静相结合，给观众造成一种

视错觉。
将剪纸图案运用在服装上时，可提取剪纸图案

的少量元素来放大后再运用，避免图案过于复杂。
可整体运用，也可局部运用，局部图案运用是指将剪

纸作品中最有表现价值的部分直接运用或通过二方

连续等构造法组合运用。
4． 4 利用剪纸图案作为服装装饰刺绣纹样

刺绣剪纸纹样是服装设计中面料再造必不可少

的艺术形式，是将剪纸作为刺绣纹样进行服装装饰

设计。一般程序是先描图画出纹样，标明分色界线，

再剪制，制作刺绣底样，最后将剪纸贴在面料上，选

择针线根据剪纸图纹进行刺绣。
民间出现的剪纸刺绣基础纹样有肚兜花、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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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颖口花、石刻花、帽花、鞋头花、砖雕花、袖口花

等。剪纸刺绣形状很多，常见的有糸状、月牙状、针

刺小点、锯齿纹等。在进行剪纸刺绣纹样设计时要

注意服装款式、廓形的不同，都会影响到剪纸纹样

的形状和形式的选择。设计原则匀称疏朗，和谐自

然，所以设计方法或适合其形，或填充其间。为刺

绣所剪的花样，不同于一般的剪纸，是民间剪纸中

很有特色的一类。为适应不同的 款 式 需 要，可 以

在剪纸 结 构 内 配 花，也 可 以 根 据 缝 纫 的 结 构 而

设计。
4． 5 剪纸服装的材料探索

面料是服装设计中一重要元素，在剪纸服装中，

面料的选择尤为重要。剪纸在服装设计中运用时要

剪出良好的效果，必须充分发挥面料的性能与特色，

使剪出的图案面料与所用的面料、服装的造型、风格

完美结合、相得益彰。
常见的棉、涤、麻、灯心绒和各种中厚型毛料，化

纤织物等，面料挺阔，线条清晰，有体量感，这类面料

厚重且组织结构较密，可以直接在服装上做镂空效

果的剪纸。而针织或丝绸等柔软面料，悬垂感好，轻

薄、光滑，适合做剪纸图案的印花面料。
新型面料如无纺布，也是很适合做剪纸镂空处

理的。无纺布又称不织布，是由定向或随机的纤维

构成，是新型环保材料，防潮、透气、柔韧、质轻、可循

环再利用，因具有布的外观和某些性能而称其为布。
在厚实、硬挺的无纺布上进行剪、刻都是很容易出效

果的。操作时，可在无纺布底部加双绉里料，双绉里

料下面粘一层硬朴，使面料更加硬挺厚重，让服装更

容易出廓形。整个服装剪纸流程即在面料上雕刻、
熨烫、粘朴、接里、裁剪。
4． 6 中国剪纸艺术在婚纱礼服上的设计尝试

根据对中国剪纸艺术的研究探索，笔者尝试了

以剪纸为灵感的婚纱和旗袍的设计和制作( 图 1 ) 。
作品采用阴刻的雕刻手法，用激光纸雕机在白色不

织布面料上做镂空。镂空图案是中国传统剪纸中的

牡丹花和古铜钱。把设计好的图案导入电脑机器，

用激光机器在不织布上雕刻出统一规格的镂空图

案。以此所设计的婚纱礼服，独具东方韵味。

图 1 以剪纸为灵感的服装作品展示
Fig． 1 Exhibition of clothing works inspired by paper cutting

5 结 语
将中国剪纸艺术运用于服装设计中，是将剪纸

的美学原理转移到服装这一载体上，由二维平面转

化为三维立体，由纸张艺术转 化 为 面 料 及 服 装 艺

术。同时，中国剪纸的传统特色为服装增加了民族

的标识性，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为服装

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灵感源泉。将中国传统的

剪纸元素融入到服装设计中，运用大量的雕刻、镂

空、精准对称的线条、近乎抽象符号化与程式化的

表现手法，大胆明艳的用色搭配大面积剪纸印花图

腾，为服装时尚界带来融合东西方艺术灵感的视觉

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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