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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民间剪纸，是以中国亿万劳动人民为主体而创造的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它的群众性最广泛、
地域性最鲜明、造型特征最强烈。
它有悠久的历史，是千百年农耕文明所形成的艺术体系，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此世纪之交，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自然经济生产方式急速地向商品经济转型，全球化趋势日
益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民间剪纸艺术也濒临消亡的紧急状态，亟待抢救
保护。
现在，对人类无形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已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对人类无形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
中国政府也极为重视，认为“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并开始在全国内开展
普查、记录、研讨、展览、出版等一系列工作。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了“口头传统研究中心”，高等美术院校中，有的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研究中心”。
这些措施与行动，不仅对传承中国过去五千年的文明，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也对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持续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前，早有人说：“剪纸、年画是过了时的美术，虽然在历史上有过色彩，
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价值，那时的光彩，还有不变色的吗？
”但是，我们能不能再作这样思考：不同的时代，固然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价值观念，然而如民
间剪纸那样的艺术精华，能超越时空，难道不能成为不同时代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吗？
过去，文艺界一度刮极左风暴，说“年画、剪纸是四旧”，要“统统扫光”。
这种教训，还不够令人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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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间剪纸，是以中国亿万劳动人民为主体而创造的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它的群众性最广
泛、地域性最鲜明、造型特征最强烈。
它有悠久的历史，是千百年农耕文明所形成的艺术体系，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此世纪之交，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自然经济生产方式急速地向商品经济转型，全球化趋
势日益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民间剪纸艺术也濒临消亡的紧急状态，亟待
抢救保护。
现在，对人类无形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已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对人类无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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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剪纸产生于汉代一位剪纸评论家在美术刊物上撰文，认为“剪纸的产生(起源)，与美术起源一
致。
应该从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算起，有五千年的历史”；这个看法，我曾有过，但是我经过一番思考
，认为这只能作为“剪纸产生的前期”，不能认为这是剪纸产生的时期。
关于“剪纸的前期”，我在本书的第一章，曾作了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前面提到有人认为“剪纸的产生”，可以根据新疆吐鲁番北朝(公元541年)古墓出土的五件剪纸时间来
定，即距今为1500年。
对此，我认为北朝出土的五件剪纸，只证明其制作的年份，也只能标明这是我国古代剪纸目前现存的
最早年份，但不能用作说明剪纸产生于这些年代。
事实上，新疆出土的北朝《对马》等剪纸，剪铰技术已相当成熟，因此在此之前，肯定还有剪纸的制
作，即所谓北朝剪纸的“上限”，既有其“上限”，则对剪纸的产生，应从它的这个“上限”去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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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5年的盛夏，“剪纸史”初稿完工。
清晨起来，看看大奇山，又去富春江边散散步，秀丽的景色，给了我不少安慰。
记得1999年。
我七十五，曾想过，在我一生的学术计划中，还有三部美术专史，要撰写而未完成。
这三部史，一是《中国边疆美术史》，二是《中国岩画史》，三是《中国民间剪纸史》。
为什么没有完成，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六十岁左右时，我的精力还充沛，那个期间，我忙着组织相当一批人力编写两部规模较大的美术史，
一部八卷本的《中国美术通史》，另一部六卷本的《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
实在挤不出时间顾及其他科研工作。
到了这两部书脱稿出版，我又忙着编写《中国绘画通史》与《中国版画通史》。
力量与时间的集中，除了兼顾学院博士研究生的指导外，不可能去干别的事，老天爷给我的“一天24
小时”，我没有浪费几分钟。
及至80岁，我冷静下来，认为要完成上述三部美术史，只能是梦想了。
就“边疆美术史”而言，要搭提纲，便涉及到十多个邻国的边界历史。
要写这部史，除查阅国内文献外；要查阅邻国的有关文献；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需组织懂得几国文字
，语言的专门人员去边界作实地考察。
对此，我的精力已经根本不能胜任了。
再就是编写《岩画史》，尽管我在过去收集了一些文字与图片资料，真的要编写起来，非要再到各地
有岩画点的深山里去转转不可。
记得我上内蒙古阴山跑点时，我只有58岁，但已感到累得很。
现在怎么样，如2003年，台州仙居小方岩发现岩画，当地文博部门邀我上山看看，我先后上了两次，
总算对着小方岩岩壁作了实地考察。
但是，天晓得，两次上山，都是靠当地老乡用临时扎的“竹轿”抬上去的。
经过仙居小方岩之行的考验，我心里明白，年入大耄，力已衰，如再担任“岩画史”的编写任务，主
观条件不允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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