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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许英送我一本《趣味明信片》，并问我能不能为这套书写一本《趣味剪纸》
。
我想了想，答应了她，但是希望能给我一年的时间。
答应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有这个条件，早在主编对外传播杂志的时候，作为记者走南闯北时，特别注
重民间艺术的报道，也特别喜欢那些稚拙简朴义各具风味民情的民间艺术品，因此走到哪儿买到哪儿
，家里存下了许多泥泥狗、布老虎、驴皮影、木板年画⋯⋯当然最多的是各地的剪纸。
退休以后，我原单位的同事张树贤推荐我进了中华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专业委员会，他是这个艺术委
员会的主任。
我一点都不会剪纸，5年来在艺委会里帮助主任做些组织活动的工作，主编《中华剪纸》（内刊），
于是对中国剪纸艺术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认识剪纸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有不少是大师级的剪纸艺术
家。
当然我收藏的剪纸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美，真是有不少堪称精品之作。
5年来与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人共同组织过几次剪纸大赛，欣赏水平也大增，从2008年开始还担任
全国剪纸大赛评委。
这些是我在剪纸方面的有利条件，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我和科学普及出版社有近30年的比较密切
的关系，编写的《星座与希腊神话》成为科学普及出版社的长销畅销书，2005年该社庆祝建社50周年
时，我还被评为“荣誉作者”。
有这么两个有利条件，因此我接下了写这本书的任务。
剪纸，作为民间艺术随着纸张的出现在中国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
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剪纸艺人，有的村庄家家户户都有人会剪纸，被人们称为剪纸之乡。
中国的民间艺术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各地的剪纸也都各具风格、各有特色。
中国剪纸是中国民间艺术中分布最广泛，最具有民族特色、民间色彩、地域特点的民间美术作品。
剪纸的艺术语言最贴近生活，它的题材丰富、内容广泛、种类繁多、数量巨大。
剪纸所用的材料价廉、简单，其操作方式简便易学，所以剪纸艺术广泛地植根于中国民间。
正是由于剪纸艺术有如此的魅力，所以收藏、欣赏、研究剪纸已经成为我退休后的一大乐趣，为此付
出巨大，但乐此不疲。
最值得欣喜的是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中国剪纸艺术列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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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剪纸，作为民间艺术随着纸张的出现在中国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
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剪纸艺人，有的村庄家家户户都有人会剪纸，被人们称为剪纸之乡。
中国的民问艺术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各地的剪纸也都各具风格、各有特色。
中国剪纸是中国民问艺术中分布最广泛，最具有民族特色、民问色彩、地域特点的民间美术作品。
剪纸的艺术语言最贴近生活，它的题材丰富、内容广泛、种类繁多、数量巨大。
剪纸所用的材料价廉、简单，其操作方式简便易学，所以剪纸艺术广泛地植根于中国民间。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趣味剪纸>>

作者简介

力强，1945年生，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退休干部，中共党员，高级记者，科学普及出版社荣誉作
者，中华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委员会顾问。
1963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名：北京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学习.1968年毕业。
“文革”期间毕业分配到云南省，在大理、楚雄、昆明工作了9年，最后4年在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工作。
于1977年调回北京。
从事“八七工程”的工作，同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科普创作。
后于1983年调入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杂志社担任编辑、记者工作，1994年调入中国外文局总编室，创
办《对外大传播》杂志.并担任主编。
2005年退休。
编著有《星座与希腊神话》和《太阳系与希腊神话》（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中国小百科》（世
界语版）、《中国少数民族风情》（世界语版、印地语版）、《谈天说地》（世界语版）、《红绿辉
映长征路》（合作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纸上奥运》（中央外宣办委托新星出版社制作的奥运剪
纸礼品书）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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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形形色色的剪纸　(一)难以忘却的剪纸　(二)对马团花　(三)王老赏的剪纸　(四)窗花　(五)
窗裙　(六)窗棂花　(七)团花　(八)门笺　(九)孝感雕花　(十)礼花　(十一)通渭春叶　(十二)钢花第二
章　巧手制作剪纸  (一)剪剪贴贴出精品  (二)细纹刻纸  (三)佛山剪纸  (四)剪影  (五)倒影剪纸  (六)一刀
剪  (七)巧用画报纸  (八)撕纸  (九)刻树叶  (十)磁性剪纸  (十一)新写实剪纸　⋯⋯第三章　到处都有剪
纸第四章　戏剧与民俗中的剪纸第五章　剪纸中的人物第六章　剪纸中的动植物第七章　剪纸寓意吉
祥第八章　十二生肖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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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过去蔚县流传的剪纸，刀工较粗糙，人物衣饰简陋，人称“口袋戏”。
王老赏立志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蔚县剪纸艺术，经过多年细心琢磨和反复试验，他将古典小说、传统
戏剧的人物形象和杨柳青年画、武强木版水印窗花以及当地流传的刺绣花样等艺术特色，融合于自己
的剪纸艺术之中，又以民间流传的200多出戏曲中的600多个人物为模特，抓住最能表现人物思想和性
格的动态，一个一个地刻于纸上。
他刻制的人物肖像形神兼备、性格鲜明、浓淡相宜、活灵活现。
王老赏的剪纸艺术，经过多年磨练，在构图、刻制、彩绘三方面都有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
格。
他的画面构图简洁丰满，情趣独具。
他刻画的人物每幅大都只有一个，既无背景，又少陪衬，这对于突出人物形态和性格起着很好的作用
。
王老赏的刀工，以阴刻为主，阳刻为辅，阴刻见其造型美，阳刻显示刀工精。
王老赏惯用的点染方法主要有平涂、点染等，这些技法逐渐形成r蔚县剪纸艺术特有的风格。
王老赏从事剪纸事业40余年，将蔚县剪纸艺术推进到成熟阶段，成为全国著名的剪纸艺术品种之一。
王老赏被艺术界誉为农民剪纸艺术家，被人们奉为一代宗师。
王老赏1951年去世，他的作品留到今天的已经很少了。
2002年，周河将他们家珍藏的几幅王老赏的剪纸送给了我。
当时他说，原来他们家还存有不少土老赏的剪纸作品，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修房子时下雨被泡坏了，剩
下的这几张也不怎么好了。
尽管这几张剪纸和熏样保存得并不完好，但是它们已经成为我收藏中的精品了。
下面就是儿幅王老赏的剪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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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趣味剪纸(中国剪纸艺术趣谈)》：中国剪纸艺术；世界文化遗产；收藏剪纸美化环境增长知识；剪
纸收藏欢乐人生趣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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