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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folk paper cutting is a precious national cultural resource in China. It is accompanied by ancient 

Chinese folk customs, is the dominant symbol of Chinese folk culture, represents the aesthetic taste and 

attitude of the people, and shows the simple and fresh national creative spirit. In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Chinese folk paper-cut also shows great advantages. In summary, it mainly includes representativeness, 

diversity, grassroots and affinity of image. 

Chinese is one of the oldes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Chinese characters originated from hieroglyphs, which 

were originally visual language symbols. There is a na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art 

of cutting characters in folk paper-cut.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folk paper-cut in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author explains the important role of Chinese folk paper-cut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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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民间剪纸是中国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它与古老的中国民俗相伴相生，是中国民俗文化的显性标

志，代表着民众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态度，表现出纯朴、鲜活的民族创造精神。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中

国民间剪纸也表现出极大的优势。归纳起来主要有形象的代表性、多样性、草根性和亲和力。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原本就是形象化的语言符号。汉字与民间剪

纸中的剪字艺术有着天然的联系。笔者通过将中国民间剪纸引入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说明中国民间

剪纸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国民间剪纸；对外汉语教学；形象的代表性；多样性；草根性；亲和力 
 

1.前言 

中国民间剪纸是中国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之一它

有着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与古老的中国民俗相伴相

生，是中国民间文化的显性标志，代表着民众的审美情

趣和审美态度，表现出纯朴、鲜活的民族创造精神。中

国文化的核心与精髓往往通过民间艺术表现出来。[1]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汉字起源于象形

文字，原本就是形象化的语言符号。汉字具有形、声、

意之美，是世界上少有的外形和内涵俱美的文字。将中

国民间剪纸引入汉语教学，能充分地发挥两者优势，提

高学习者的学习兴味，使枯燥的学习过程变成形象的艺

术体验过程，从而优化教学形式与手段，提高教学效果，

提高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整体水平，以应对世界汉语潮

带来的汉语教学上的竞争与挑战。 

2.中国民间剪纸在对外文化交流上的优势 

中国民间剪纸在对外文化交流上的优势是十分明

显的: 

首先它是广大民众的生活艺术，属于草根文化。历

史悠久、工艺精湛、形象生动、内涵丰富，是中华传统

优秀文化的显性标志。民间艺术中的许多形象，像红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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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寿纹、万字纹、双胜纹、葫芦、十二生肖在民间

剪纸中得到突出的显现，许多形象已得到公众的认可，

成为中华文化的品牌象征。 

其次它质朴自然、灵活多样、适应面广，又通俗易

学，具有强大亲和力，便于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可。 

2.1.形象的代表性 

艺术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形象性，也因为形象而显得

生动. 

民间剪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代表之一，是与几

千年中国民众生活习俗密不可分的生活艺术的结晶。民

间剪纸中的许多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浸入骨髓，成为中

国文化的形象视觉符号，表达着中国文化的厚重与深

刻. 

汉语难，难就难在仅仅把它看成一个抽象的表意符

号。如果通过艺术的方式还原它的表形达意功能，就能

化难为易，笔者有机会从事将民间剪纸文化引入对外汉

语教学的尝试，也通过学生做过一些调查。感到选择民

间艺术中这些具有丰富文化底蕴又有视觉冲击力的典

型样式辅助教学，较之单纯的汉语讲授，更能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更能引人入胜。 

2.2.形式的多样性 

作为民间艺术，民间剪纸的多样性首先体现在形式

上。有单色剪纸、套色剪纸、染色剪纸、拼色剪纸等，

举不胜举.各地还有不同形式的剪纸样式。形式多样才

能避免单调，才能展示出事物生动的一面.民间剪纸文

化像莽原的野草，连天接地，构成了中华文化统一又多

元的因素，试想，一种事象有多种表达，多么有吸引力？

它带给人们的艺术享受和哲学思考也是丰富多彩的。 

其次，民间艺术的多样性也体现在艺术“母题”（即

剪纸艺术所表现的情节单元）的多样性上。例如广泛流

行于我国民间的“老鼠结婚”剪纸母题，又叫“鼠嫁女”

“老鼠嫁女”“老鼠娶亲”，是世界型“鼠婚”故事在

中国民间图形艺术中一个子类。与“鼠婚”母题的木版

年画、民间故事同属一类，中国传统“鼠婚”母题有数

百种，新的创作还在不断增加。 

丰富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母题”为汉语教学从形式

到内容的引入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 

2.3.草根性 

草根（grassroots）一说，据说始于 19 世纪美国，

彼时美国正进入淘金狂潮。人们盛传，山脉土壤表层草

根生长茂盛的地方，下面就埋藏着黄金。后来“草根”

一说引入社会学领域，“草根”就被赋予了“下层民众”

的内涵。[2]中国民间剪纸不仅历史悠久，分布地域最

广，而且参与者最众。其草根性首先是指它的通俗性。

相对殿堂艺术，民间剪纸所需工具材料简单易得。而且

实用性强，门槛低，入门简单，易出效果。一把剪刀一

张纸，只要愿意学，人人都可加入其间，自得其乐。不

像有些贵族艺术那么不可企及，高不可攀。在传统社会，

它是全民的艺术，普及面极广。其中的技巧与表现手法

自然人人心领神会。 

民间剪纸艺术的草根性还指它的质朴无华，自然本

色毫无贵族之气。它生于民间，长于民间，得天地滋养，

很少经过统治阶级主流意识的侵染和规范，也少有精英

文化的雕琢和匠气，朴实无华，散发着泥土芳香，蕴涵

着平民百姓朴素的生活态度和审美共识，很容易为他民

族所认同。 

2.4.亲和力 

民间剪纸艺术形式活泼，又与民众生活贴近，传播

起来也更具亲和力，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很多的优势。

所谓文化的交流，实质上是人类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

沟通，民间剪纸艺术的创造者与传承人都是了不起的

“教育艺术家”。尽管民间艺术也有鲜明的倾向性，但

它从不板起面孔说教。而是以鲜活的形态、民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出现，寓教于乐、潜移默化。这种平易近人、

灵活疏导、春风化雨式的教育艺术也尤其是值得现代人

学习、借鉴的。 

任何国家关系的发展都必须以民为本，要增进民众

之间的了解。在沟通心灵的交流中，没有什么比民间艺

术的手段来得更加直接、更加有效。相信通过民间艺术

交流渠道，会帮助更多人发现中国文化真、善、美的一

面，所谓中国威胁论就不会有太大的市场。 

许多外国人在学汉语时要求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

背景。当然他们希望的是实实在在的民间文化生活场

景。而不是那种说教式的政治宣传。民间艺术生活化、

民俗化的特质，成为辅助汉语教学的首选教材. 

3.将“中国民间剪纸”引入对外汉语教学的实

践与方法 

对母语不是汉语的人进行的汉语教学活动，或将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活动，我们称之为对外汉语教

学。近 50 年来，世界各国引发了研究中国的兴趣，出

现了“中国文化热”，学习汉语己成为了解中国的必要

途径。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全球范围内汉语

不断升温。美国《时代》周刊这样评价日益升温的“汉

语热”:“如果你想领先别人，就学汉语吧。”面对汉

语推广的全球重任，对外汉语教学的多样化与教学改

革，成为当务之急。多年来的教学实践是: 

3.1.形象开路，引人入胜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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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

变为由笔画构成的方块形符号，所以汉字一般也叫“方

块字”。它由象形文字（表形文字）演变成兼表音义的

意音文字，但总的体系仍属表意文字。[3]所以，汉字

具有集形象、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的特性。这一特性

在世界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具有独特的魅力。

鲁迅说:“汉字具三美。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

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三美”中，汉字的审美功

能是最被广为认知的功能。汉字往往可以引起我们美妙

而大胆的联想，给人以美的享受。 

汉字受儒家中庸之道和古老的周易阴阳学说影响，

非常讲究对称性，讲究横平竖直，左右对称。汉字中的

对称字很多，可分为完全对称字与局部对称字。其中完

全对称字又可分为单体对称字与合体对称字。前者有:

一、二、三、十、日、旦、土、士、人、大、中、王、

里、丽、甲、由、木、目、田、口、曰、凸、凹、山、

天、合、全、舍、吴、富、亩、草、苗、莫、黄、非、

韭、米、关、美、杏、茶、蕾、网、雨等；后者有出、

回、章、品、堃、森、林、旺、枉、雷、困之属； 

局部对称的则有自、体、和、贺、秋等，这类字数

量最大。以字体而论，小篆里的对称字最多。皆源于古

人对自然界对称事象的描摹，越古的形态越接近于象

形。有些字现在看来似乎不对称，如“牛、生、水、井、

丝、结、门、开、实、当、华”，但古写或繁写都是对

称的。还有些字有多种写法，其俗写也是对称的。如双

喜、福、寿等吉祥字。 

民间剪纸的构图与造型也十分讲究平衡与对称。它

的基本造型都是对折展开的，在这一点上与汉字结构有

极大的相似性。而且，剪纸被用来剪字是自古就有的传

统。早在南宋时期，“剪镞花样”的街头艺人，就能“袖

中剪字及花朵”，作品“备极工巧”。近现代各地民间

剪纸艺人，继承了剪纸与吉祥文字结合的传统，创造了

许许多多图中有字、字中有图，图文并茂的剪纸艺术作

品。这些是我们今天尝试用剪纸来展示汉字艺术之美，

用汉字剪纸来建构汉字艺术教学体系的文化基础。[4] 
在汉语教学中，很多时候可以用一个形象的例子开

头，引人入胜。例如学习“春”字，可先出个字谜:“三

人同日去看花。”让大家一起来猜猜看是什么？然后告

诉大家，它就是一个“春”字呀！一个“三”字上加一

个“人”字，下面再添一个“日”字不就是“春”字了

吗？接着拿出纸和剪刀，很快剪出一个“春”字来。 

大家看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个美丽的“春”字

就摆在面前，都很兴奋，也很有兴趣学剪这个字。这时

老师就可以告诉学生，“春”字象征着生命和希望，是

一个从造型到内涵都十分美丽的中国文字。[5]要学会

剪“春”字，首先要学会认读和书写，这就是“形象开

路”。用民间剪纸文化创造的“春”字形象，引出一个

好的学习开端，激发起学生学习汉字的动力。许多同学

学习了剪“春字后，还能举一反三，创造性地剪出“木、

天、舍、金”等对称字来。 

3.2.以一当十，由浅入深 

“对外汉语，不应是一个单纯传授语言文字的学

科，而是一个多层面综合而成的交叉性复合学科。”将

民间剪纸文化导入对外汉语教学实践，正是体现这一学

科特色，使对外汉语教学走向多元的一个尝试。中国民

间剪纸与民俗息息相关，几乎每一种民俗都有剪纸相

伴。学习这些剪纸的过程，也是学习中国民俗文化的过

程，可以一举两得。 

例如由剪“春”字入手，讲解与“春”字相关的中

国民俗。“春”与中国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节日--春

节有着密切关系。春节里有很多与春天有关的民俗活动:

贴春联、吃春卷、饮春酒、打春牛，可以引导学生在中

国年节文化背景中掌握更多的相关知识。 

“春”字还可以组成很多美丽的词组和定型句子。有四

季如春、春满人间、春暖花开、春光明媚、春回大地、

春色满园、春意盎然、春色无边、春深似海、春花秋月、

春风化雨、春雨如油、春色宜人、春风得意、满面春风

等，数不胜数。例，民间流传的《春字歌》: 

春日春风动，春江春水流。春人饮春酒，春官鞭春

牛。 

春天春日春水流，春原春草放春牛。春花开在春山

上，春鸟落在春枝头。 

这些民歌中春字重复出现，形、声、意俱美。加上

民间艺术的美化，更是锦上添花，春色满园，春意盎然。

学生获得的印象也是生动而深刻的。 

3.3.参与体验，快乐学习 

民间剪纸有很强的实践性，便于教学双方在课堂上

开展有特色的教学活动。 

在学习“喜”字时我们结合学习中国双喜剪纸技法，

学生更深刻地了解“喜”字的含义及用途，这个字典上

查不到，可是人人都知道的中国文化符号与中国婚俗关

系。它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代，有长方形、圆形、心形

等多种形式的变化，现代生活离不开它，东方西方都爱

它。因为最传统的也可以是最现代的。 

在参与过程中，老师一定要向学习对象强调剪“喜”

字是一件快乐的事，只有保持喜悦的心情，才能剪得好。

大家一起学剪双喜，体验中国“喜庆”文化之乐。 

大家果然都很愉快地学到了剪“喜”字的方法，并

通过剪纸形象展示，较为准确地懂得了它的多种含义以

及用途。学会用“喜庆”“喜欢”“喜气洋洋”“喜事

成双”“喜上加喜”“喜上心头”“喜上眉梢”“喜出

望外”组词造句。之后教学的中文老师告诉我，课后一

连几天内，学生们都沉浸在对中国艺术之夜的美好回忆

之中，带着自己刚学会的剪纸成果大红的“双喜”字四

处“炫耀”。一位教英美文化的教授当晚就写信息向我

们述说她的感受，“我很欣赏你们通过美丽的剪纸来介

绍中国文化的方式，在这难忘的夜晚，我的心真的像花

一样开了（指心花怒放）”！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66

1269



3.4.拒绝生硬，沟通为要 

对外汉语教学属于跨文化交流，切忌急功近利，“沟

通”的艺术显得十分必要。 

“沟通”首先是文化观念上的“沟通”。应当指出，

由于不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带来的中西文

化差异，跨文化交流中的障碍是客观存在的。国内有一

种怪现象，“有文化者不懂‘纹花’，懂‘纹花’者没

文化”。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割裂与断层，现代的

青年读不懂传统文化。在同质文化中间都有如此深的隔

膜，更何况异质文化？由于文化差异和中西方在认识上

的偏见和误差导致的“刻板印象”是不可避免的。好的

东西需要好的创意来推介，还要采用人家能够理解的沟

通方式。汉语很有实力，已跃入新强势语言地位。但在

教学方法上也需要寻找和借鉴好的“沟通”方式。 

民间剪纸艺术具有民间文化所特有的亲和力，在跨

文化传播中更容易得到大众的认同和接受，达到有效地

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人们可以拒绝政治、拒绝宗教，

但不可以拒绝美、拒绝感动。追求真善美是人类共同的

理想。语言有国界，文化无国界。 

例如汉字十二生肖剪纸，表面展示的是与中国人密

切相关的十二个动物的名称。文字的背后，则是中华民

族深厚的生肖文化，是中国人对动物的情感与智慧。中

国人爱动物的情结由来已久，因生肖文化的发展而不断

地得到充实与完善，这些都是当代社会人与动物和谐相

处、人与动物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 

曾经有一些极端的宣传非常有损中国人的形象，即

中国人爱吃狗肉，甚至“嗜狗如命”。在教学中，笔者

有意识地展示一些中国十二生肖剪纸，以及这些形象背

后的习俗和故事。其中狗的形象与故事与其他 11 个动

物一样美丽感人，因为它凝结着上千年的祝福和期望。

讲完后大家排长队索要我为他们剪小狗。可见形象的魅

力比生硬的辩解更有效。 

真正美好的东西，表现的往往是人类的共同专注和

人类的共识，总是会被人接受的。中国奥运会开幕式上

的“和”字，就是中国用汉字与世界沟通，向世界形象

地阐释汉字文化所蕴含的“和谐自然，天下太平”理念

的极好尝试。中国传统剪纸题材中的花鸟多有喜鹊登

梅、鸳鸯戏水凤穿牡丹，少有和平鸽。但和平鸽是和平

的象征，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追求，因而也

是现代生活中最受欢迎的形象代言。笔者的一位朋友来

自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我们试着将该校的标志—一只

衔着橄榄枝的鸽子，用剪纸的形式剪出，获得贵校师生

的认同与欢迎。 

艺术形式上的“沟通”，也不可忽略。由于文化观

念带来的审美欣赏上的差异，中西方在审美形式上也需

要一个“沟通”和适应过程。 

汉语之美，美在多元。我们为自己民族创造的悠久

而鲜活的语言艺术而骄傲！我们也有足够的自信，继承

弘扬，多方面开发汉语文化之美。让美丽的汉语站立起

来，魅力四射，载着我们民族的审美方式和价值观念走

得更远。 

项目基金 

本文为国家教育部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产品设计专门委员会文

件艺教指委产品设计专委（2019）2号项目《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研究》(课题编号

cpsj20194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REFERENCES 

[1] Guo Huihui, Mei Wenqing. Wuhan folk crafts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J]. External communication, 2013 (01): 51 

[2] Yuan Xiujie.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grassroots culture [J].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2017 (13): 79-80 

[3] Founder electronics of Founder group of Peking 

University launched founder jieying intelligent inkjet 

production line [J]. Guangdong printing, 2019 (03): 61-62 

[4] Tian Chong. Feasibility stud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paper cutting into TCFL [J]. Modern Chinese 

(Teaching Research Edition), 2015 (04): 21-23 

[5] He Hongyi,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 an 

attempt to introduce the art of paper cutting in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J]. On cultural development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66

12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