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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方高校设计教育的湘西苗族

剪纸艺术的传承与创新策略分析
!

王沈策!刘瑶!员林
"湖南科技大学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湖南 湘潭 "!!#$!%

摘5要!湘西苗族剪纸艺术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其传承与

创新发展不容乐观# 采用文献研究法"系统分析法!对湘西苗族剪纸艺术传承现状进行分析!并从传承人"文化内涵和美

学思想三个方面重新审视艺术构成特点# 提出基于地方高校设计教育的传承与创新发展策略# 具体路径方面)首先!基

于社会发展观!从设计文育传承"设计美育传承和设计工育传承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然后!针对地方高校*双创+趋势!从

设计创新角度!对高校科研人员和大学生进行湘西苗族剪纸艺术创新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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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贯穿国民教育始

终列为重点任务& 湘西苗族剪纸具有鲜明的地域

特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渗透湘西少数民

族社会生活的社交+宗教+礼仪和婚姻等方面#成

为湘西地区别致的民间文化现象#是湘西苗族现

实生活及其优质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

& 但是#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

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区域环境限制了湘西苗族剪纸

艺术的发展#传承与创新不容乐观& 因此#文中提

出通过设计教育的方式#在地方高校进行湘西苗

族剪纸艺术传承与创新#可以为地方高校弘扬地

域传统文化提供借鉴&

!5湘西苗族剪纸艺术传承现状

湘西苗族剪纸艺术是湖南民间艺术的精华#

在中国各剪纸文化区群中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部

分剪纸工艺被列为国家或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一步提升湘西苗族剪纸在民间艺术中的地

位& 从学术层面#国内学者对湘西苗族剪纸艺术

传承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田茂军最早关注湘西苗

族剪纸艺术的传承#并提出从地域特色+家庭组成

和视觉效果方面进行传承的思路)#*

& 现实中#湘

西苗族剪纸技艺主要是通过口口相传+手把手教

或者直接临摹前人作品的方式延续& 因此#师徒

关系+教与学的关系是湘西苗族剪纸的重要传承

措施#在继承其精湛工艺的同时#也形成了各自独

特的风格和特点&

吴卫教授团队针对河谷型踏虎凿花剪纸艺人

的代表作品进行探讨#主要分析其风格特征和构

图审美#并分别对黄靠天+邓兴隆和杨桂军的作品

进行研究)+

4

,*

& 黄靠天的作品以手艺精湛+功力

深厚+线条流畅著称$邓兴隆的作品取材大多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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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中的动物+植物形态#在构图上讲究对称

平衡$杨桂军的作品主要以湘西地区苗族人日常

生产+生活和农业劳动为题材& 台地型剪纸受族

群居住环境的影响#剪纸艺人作品保持了浓厚的

原创意味& 更为显著的特点是#此地的剪纸艺人

全是妇女#如吴花红+吴六爱+龙香梅等具有一定

的知名度)#*

&

湘西苗族剪纸艺术主要在湘西苗族聚居地域

内传播和传承#由艺人及其家庭成员通过技艺的

形式进行传承& 同时#为了广泛传承和发展湘西

苗族剪纸艺术#这些艺人积极面向当地社会普及+

推广& 但是#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区域环境限

制湘西苗族剪纸艺术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城市化

的快速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湘西农村地区人

口逐渐减少#特别是年轻一代向城市移居#乡村空

心化严重#压缩了湘西苗族剪纸艺术的传承空间&

同时#湘西苗族剪纸艺术在传承过程中的创新发

展研究缺失#传承手段单一#缺乏多样化和层次化

等问题&

#5湘西苗族剪纸艺术解读

#*!5文化的渊源与内涵

湘西苗族剪纸是苗族民间文化的独特产物#

苗族民间艺术的特殊形式)3#&*

& 由于湘西苗族聚

居区的地理条件限制#聚居区内剪纸艺术与苗族

其他民间艺术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产生的起源

主要来自内生动力#相对封闭的文化圈形成民族

地域特色& 因此#在湘西苗族民间艺术与湘西服

饰艺术+装饰艺术和器物造物艺术等具有极强的

关联#如最初剪纸用于服饰艺术的底样#形成服饰

面料的装饰性图案$苗族银饰造型既借鉴剪纸的

造型风格#也是剪纸艺术创作的素材& 湘西苗族

民间艺术形式具有自成体系的脉络#形成独特的

地域渊源&

经历千年的历史长河#湘西苗族剪纸蕴含了

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苗族人民对宗教+图腾的

信仰#对生命的渴望以及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

其文化内涵源于朴实无华的生活#表达对自然+生

命和未知世界的仰望& 文化内涵主要有以下三个

方面!首先#男耕女织的生产条件和积极乐观的生

活态度#形成良善心灵本质和独特的风俗习惯#祈

祷族群繁荣昌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次#交

通的闭塞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形成虔诚的宗教信

仰#包含的巫祝祭祀习俗+宗教图腾信仰和苗族历

史$最后#对自然未知世界的敬仰和崇敬心理#湘

西苗族剪纸艺术表现出淳朴的世界观#在工艺制

作+使用工具+表现方式方面#兼具记录和表达的

功能& 湘西苗族剪纸是一种图形符号形式的湘西

苗族历史文化& 文化内涵是湘西苗族剪纸的核

心#折射出湘西苗族的灿烂文明&

#*#5美学的思想与图形寓意

湘西苗族剪纸是湘西苗族独特的艺术形式#

历史悠久#体现了苗族淳朴的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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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于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其艺术美学形式以造型+

构图+题材和主题构思为主)!+*

& 美学思想是基于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应和碰撞#一方面是从造物

过程和生活情趣层面升华出的美学艺术#表达苗

族人民对神灵和生命的崇敬之情#展现苗族人民

独特的审美意识& 具体表现为起源过程+表现技

法和艺术题材的抽象化& 另一方面是基于应用对

象功能性和综合视觉感官层面的美学效果#创作

过程中用夸张的手法将物体形象进行重构+提炼#

结合服饰+床上用品的作用#增加美感的同时又不

影响画面的整体性& 最后#在题材情景方面#注重

整体风格的把握#例如对于正式且庄重的场合#在

构图形式上讲究平衡对称#给使用者在视觉上就

形成稳重和谐的效果& 湘西苗族剪纸在创作中使

用的基本图像符号和纹样#在画面中不同的面与

面之间相互穿插+对比却又统一+有差别却不矛

盾#线条流畅又有疏密之分#具有强烈的节奏感&

在图形寓意的表征方面#湘西苗族剪纸艺术具有

特殊的作用和特定的应用场合& 特别是婚丧嫁娶

等民俗中的运用#湘西苗族剪纸纹样里蕴含苗族

人民对婚姻幸福美满的期望&

+5 基于地方高校设计教育的湘西苗族剪

纸艺术传承与创新策略

地方高校设计教育核心目的是通过设计的形

式深入挖掘湘西苗族剪纸艺术的内涵#更为重要

的是通过学生的学习和实践应用#将其推向社会#

并突破地域性的局限& 众多学者认识到设计对湘

西苗族剪纸艺术传承+创新的重要意义#并在室内

设计+包装设计+民居建筑的应用中进行研究& 如

姬静)!"*认为用凿花图案来装饰房间#可以给使用

者带来浓郁的民族气息#提高生活情趣#同时传承

发扬苗族剪纸文化$田月盈)!,*将湘西苗族剪纸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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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运用到平面包装设计中#认为能够引起消费者

的文化认同感#让消费者觉得亲切+可爱和质朴$

彭敏等)!3*通过对湘西传统剪纸元素符号的研究

分析#运用到新农村居民建筑当中#让民居建筑充

满民族特色的同时也能够让湘西民族特色得到传

承和发扬$张燕)!&*则是从艺术设计学的角度#以

踏虎凿花为例#分析其艺术特点#提出踏虎凿花对

当代艺术设计的启示#为当代设计创作者提供创

作思路&

由此可见#采用设计手段对湘西苗族剪纸艺

术进行应用#也是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湖南

省属地方高校主要面向省内招生#拥有包括博士+

硕士+本科和专科四个不同层面的高等教育& 并

有计划地进行'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内一流大学

建设高校+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高水平应用特

色学院建设& 培养的学生主要服务于湖南省地方

企业事业单位#为湘西苗族剪纸艺术提供丰富的

传承土壤& 同时#基于就近原则和地理位置的便

利条件#湘西苗族剪纸艺术与地方高校设计教育

结合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发展空间广阔& 能够

在传承的基础之上#对湘西苗族剪纸艺术的创新+

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5 湘西苗族剪纸艺术在地方高校的设计

教育与传承

基于社会发展观#从设计文育传承+设计美育

传承和设计工育传承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构

建湘西苗族剪纸艺术多样化的传承策略&

"*!5设计文育传承

其设计源于文化#面向苗族民间生活#并对服

饰+装饰+器物造型设计具有积极的影响#在设计

过程中形成独特的设计符号+剪纸纹样+构成关系

和寓意内涵& 因此#文化传承是设计教育的基础#

一方面将湘西苗族剪纸艺术的文化内涵进行符号

化提炼和归纳#为学生提供具有湘西苗族特色的

设计素材#并能够体验湘西苗族文化#进而通过设

计中的文化印记进行传承& 另一方面#通过对平

面构成+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等专业课程的教学#

融入湘西苗族剪纸艺术的文化内涵#对设计灵感

的激发和造型能力的提高提供助力& 因此#对湘

西苗族剪纸艺术的文化进行设计教育转化#使得

学生成为天然的传承者和传播者& 同时#设计文

育是对湘西苗族剪纸艺术传承的先决条件和必备

条件#也是传承的核心基础&

"*#5设计美育传承

湘西苗族剪纸艺术在创作+流布的过程中#形

成了鲜明的美学风格#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

想)&*

& 并具有生活的诗化+理想的追求和信仰的

超越等精神理念& 设计美育传承是充分发掘湘西

苗族剪纸艺术的美学形式+思想和内涵#融合到设

计教育过程之中& 由于湘西苗族剪纸艺术源于朴

实的乡村生活+民俗活动#因此具有积极的生活+

生命气息& 而设计来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设

计美育传承在针对设计学专业学生的同时#亦可

面向在校学生的美学教育)!-*

& 如以公共欣赏课

和选修课的方式#面向在校学生的美学修养和艺

术品味的提高#将湘西苗族剪纸的艺术美学特点

进行归纳总结#特别是其艺术形式+悠久的历史+

淳朴的风土人情等地域特色&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

的当下#为学生提供独具特色的民间美术视角#激

发对湘西苗族剪纸艺术的认同#传承其美学思想&

"*+5设计工育传承

工匠精神是'中国制造 #$#,(的重要启示)!%*

#

湘西苗族剪纸艺术蕴含深刻的工匠品质& 苗语称

剪纸为锉本#'本(在苗语里#就是'花('花样(的意

思#也等同于纹样+纹饰)!*

& 在工具和工艺方面#湘

西苗族剪纸只是一种通俗化的称呼& 不同于汉族

剪纸#而是以凿刀为工具#以锉为工艺制作成型#同

时还有锥+扎+削+切等技艺& 因此#湘西苗族剪纸

在技艺方面有别于其他剪纸艺术#以锉为主#具有

锥+扎+削+切等连续性的组合工艺& 剪在湘西苗族

剪纸中处于辅助地位#常常在作品完成的最后部

分#作为修边或修改图案时使用& 因此#设计工育

传承有两个方面的途径#一方面是针对其独特的工

具+工艺和技艺构成的特点#在设计工育传承个过

程中#将湘西苗族剪纸制作过程中的工具+工艺和

技艺构成的特点融入教育活动#通过学生在动手制

作的过程中体验和感受传统技法#让教育与传承更

加生动$另一方面是针对湘西苗族剪纸艺人特点#

在设计工育传承过程中#凝练在构思+设计+制作过

程的匠人精神#形成对湘西苗族剪纸艺术的文化+

美学的深入认识#进而体现传承艺人的精神境界&

因此#设计工育传承是湘西苗族剪纸艺术设计教育

传承的最后环节#也是对设计文育传承和设计美育

传承的综合体现&

综上所述#湘西苗族剪纸艺术在地方高校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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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教育与传承中#设计文育+设计美育和设计工育

是三个重要环节#一方面是对设计教育在民间美

术的补充+完善和创新过程#另一方面也是通过民

俗的精华对设计教育进行启迪与发展的过程& 相

对于目前单纯的艺人传承的方式#设计教育的传

承在多样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5 湘西苗族剪纸艺术在地方高校的设计

教育与创新

#$!-年 %月 !-日#国务院推出-关于推动创

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

文件将高校科研人员和大学生的创新创业作为主

要扶持对象& 由于低成本+高效率和门槛低等特

点#在地方高校#设计'双创(具有较大优势& 湘

西苗族剪纸是湖南的艺术瑰宝#特别是近年来湖

南省湘西地区的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为其设计创

新提供市场和前景空间& 但是#从社会发展观来

看#湘西苗族剪纸艺术需要进行文化语境的转换#

才能符合不同背景消费者的要求& 因此#构建湘

西苗族剪纸艺术与现代设计对象之间的关系成为

急需解决的问题&

,*!5基于传承艺人的设计品牌创新

传承艺人大多是湘西苗族剪纸的代表性人

物#传承艺人是依托剪纸为业#通过师徒关系进行

传承#并根据使用情景和个人价值观进行创新&

因此#在最大限度保留了湘西苗族剪纸艺术的原

始意味& 借助地方高校相关资源塑造传承艺人和

设计师的个人魅力#形成湘西苗族剪纸艺术的品

牌& 一方面是将传承艺人个人的作品+风格与艺

术特点进行挖掘和再设计#借助传承艺人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形成设计创新点& 此类设计同时能

够对传承艺人的影响力具有促进作用#也对湘西

苗族剪纸艺术的推广起到助推的效果& 另一方

面#塑造湘西苗族剪纸艺术设计师的影响力#既通

过优秀的设计作品的创作和销售推广过程#塑造

设计的影响人物&

,*#5基于文化的设计语义创新

湘西苗族剪纸艺术与湘西苗族的生活具有千

丝万缕的关系#主要来源于自然+生活和巫祝祭祀

等方面& 湘西苗族剪纸艺术的文化内涵深厚且具

有独特的民族属性#因此在进行设计创新研究时

首选需要进行语义的研究与创新& 设计需要面向

消费群体进行推广#因此#基于文化内涵的设计语

义创新#一方面需要了解消费者的文化背景和时

代消费趋势#进行湘西苗族剪纸艺术的语义设计

和归纳#甚至需要进行语义的转换和提升#切实满

足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需求和可理解性& 另一方

面#归纳湘西苗族剪纸艺术的本质语义特点#保留

其核心文化内涵和特征属性#在与外来文化相融

合的过程中能够保持其本质特点& 因此#基于文

化内涵的设计语义创新#既要对本体湘西苗族剪

纸艺术的精华进行保留#也需要根据时代背景进

行创新&

,*+5基于美学的设计应用创新

湘西苗族剪纸艺术由于其独特的工艺+技巧#

在中华剪纸中独具特色& 在设计应用方面#湘西

苗族剪纸艺术主要在室内设计+包装设计和建筑

设计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应用空间& 一方面目前

的设计应用中大多对其元素进行提炼和设计#工

艺美学效果并未进行深入研究& 因此#在设计应

用中对工艺形成的造型+构成+风格等特点进行挖

掘#体现美学特点& 另一方面#从广义设计的概念

出发#针对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和信息化时

代的背景进行应用领域的创新& 如在界面设计+

显示设计方面的图形+图标的设计过程中进行应

用& 还可以在产品造型设计+平面设计+视觉传达

设计方面进行发掘&

35结语

在传承的过程中创新是当下湘西苗族剪纸艺

术发展的主要途径#而地方高校设计教育成为重

要手段#也是传承+创新与社会对接的关键点& 一

方面设计教育传承是联系湘西苗族剪纸艺术与社

会认同+传播+发展的重要节点#采用设计手段发

掘其本质#通过设计教育影响学生#进而扩散到社

会应用层面$另一方面#在湘西苗族剪纸艺人这种

单一传承形式的基础之上#以面向学生群体的大

众化传承#极大的拓宽了湘西苗族剪纸艺术的传

承渠道& 最后#在地方高校的设计教育面向创新

与发展#借助高效科研人员和大学生对湘西苗族

剪纸艺术进行挖掘#展现其现代魅力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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