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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研究

延安文艺座谈会对陕北剪纸艺术发展的影响

刘满平

"榆林学院图书馆$陕西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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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中国新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陕北民间剪纸受

到专业美术工作者的重视$从艺术实践上很好地解决了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问题$使得剪纸这一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在

特殊历史背景下被赋予了崭新时代内容$展现了鲜活和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关键词!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剪纸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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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C%

年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

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的发表$为中国新文艺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在*讲

话+的指引下$陕北文艺工作者通过与工农兵结合$

深入到根据地城镇乡村'田间地头$汲取民间普通百

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反映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掀起了一个规模宏大'气氛热烈的延安新文化运动

高潮&在这期间$陕北民间剪纸引起了专业美术工

作者的重视$被大量挖掘'整理'介绍与研究$呈现了

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大发展态势&

一$剪纸艺术及剪纸作品出版简述

剪纸"也称窗花#这一民间艺术$其产生'发展的

历史非常久远&其产生时间$大致可以确定在造纸

术发明以后$起源于民间宗教信仰&大家熟悉的剪

纸作品(抓髻娃娃)'(招魂娃娃)'(送病娃娃)'(辟邪

娃娃)等$均具有定惊驱鬼'招魂送病的职能$集中反

映了这一文化特征&从
!"

世纪
$"

年代末$吐鲁番

出土的北朝剪纸$(两件团花剪纸是将纸折叠数次

后$再剪成四面均齐的几何形图案$两件均为圆心菊

形)

-

#

.

$从其工艺特点可以看出$最晚在南北朝时剪

纸的技艺已趋于成熟&北朝以后$关于剪纸的记载

见于各类文献中$说明剪纸日益成为一种生活化艺

术&剪纸艺术被广泛介绍'研究'结集出版在从

#@C"

年以后&经考证$最早研究剪纸艺术的文章是

发表在
#@C>

年第
#

卷第
#

期"新文化半月刊#第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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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上$著名画家程及所著的*介绍剪纸艺术+一文&

最早的剪纸作品集应是
#@C$

年艾青'江丰编印的

*民间剪纸+$可惜(印数极少$只作为赠品$未曾发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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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院教师吕胜中在其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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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民间剪纸+的封面'版权页和剪纸作品的

翻拍照片$*民间剪纸+应有存世本&最早出版发行

的剪纸作品集是
#@CE

年高原书店出版的陈叔亮编

印的*窗花民间剪纸艺术+$同年
>

月高原书店编印

发行的*北方木刻+发表了二十四幅窗花$在其目次

之二有(窗花剪纸是中国原有的民间艺术&以下二

十四幅窗花是贯注了新内容的作品$系由古元'夏

风'罗工柳)等创作的文字说明&

#@C@

年延安鲁迅

艺术文学院艺术系搜集$艾青'江丰编选的*西北剪

纸集+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该书是在
#@C$

年艾青'

江丰编印的*民间剪纸+基础上(重新加以剔选$补进

了一部分新窗花)编辑而成-

!

.

&徐蔚南编*翦画选

胜+$由华夏图书出版印铸公司于
#@C@

年印行&接

下来数年全国各地陆续出版了多种剪纸作品集%如

陈叔亮编*窗花
??

华北民间剪纸艺术+'王镜明著

*剪纸艺术+'渤海人民文工团编*渤海窗花剪贴选+'

张学廉著*新窗花+'广州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广东民

间剪纸集+'丛琳$丛琳编的*窗花集+'张永寿*张永

寿剪纸集+'佟坡等编*民间窗花+'人民美术出版社

编辑*中国民间剪纸+$等&剪纸作品的出版贯穿了

随后的各个历史$包括文革时期$充分证明了剪纸艺

术受重视'受欢迎的程度&进入本世纪$随着我国综

合国力的提升$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空前成就$并

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剪纸作品和剪纸艺术研究著作&

!!

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陕北剪纸艺术的

快速发展

!!

陕北剪纸艺术的大发展及剪纸作品集在上世纪

四五十年代的大量出版$主要受
C"

年代延安文艺运

动的影响$特别是在毛泽东*讲话+发表之后出现的&

&一'陕北剪纸艺术高度契合*讲话+精神

*讲话+分为(引言)(结论)两部分&在引言中$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此次座谈会的目的$即处理文艺

工作与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以及革命文艺的发展

方向问题&对于生活和艺术的关系$毛泽东深刻指

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

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

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
?

切文

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

意群众的美术&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

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

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所以(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

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

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

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

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

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

了&)号召广大艺术工作者要(爱他们的感情)$(爱他

们的姿态)$(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

民歌'民间故事等#)&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文艺应当

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

%

.

&*讲话+为广大文

艺工作者深人实际生活$为人民群众服务$指出了一

条广阔的道路&

陕北文艺工作者在深入生活$寻找群众喜闻乐

见的艺术形式过程中$使剪纸艺术得到了高度重

视&(窗花的流传时间很长$可是引起大家注意$还

是近几年的事&)

-

C

.艾青在
#@C%

年响应中央号召$深

入陕北农村采风过程中$发现陕北农村随处可见的

剪纸艺术$从题材到内容$都是百姓熟悉的$也深受

群众喜爱&在*西北剪纸集+代序中$艾青研究和总

结了民间剪纸的艺术风格和特色$(正因为这些剪纸

出于老百姓之手$所以它比其他的美术品$都显得纯

朴可爱$就象是一曲一曲的民谣$很生动地写出了人

民的感情$趣味和希望)&在这些民间剪纸里(很少

发现那种出于士大夫阶级的作品的颓废格调)$(它

流露了中国农民的善良的健康的与愉快的情感)$认

为(我们的新艺术必须发扬这种新情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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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艺

术家和学者的艾青从理论上阐述了民间剪纸的艺术

特点和价值$并在思想认识上与毛泽东*讲话+和延

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达到了一致&剪纸艺术之所以

成为延安新文艺运动的重要形式$主要有以下两个

方面的原因%一是产生于民间普通人民大众$具有很

好的群众艺术认同基础&从现存的吐鲁番出土的北

朝剪纸来看$剪纸艺术至少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了&

一直以来剪纸艺术深受全国各地人民的欢迎和喜

爱$尤其在华北'西北非常盛行$几乎家家户户都贴

窗花'都剪剪纸!二是创作门槛低&主要工具是剪

刀$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创作材料$只需要几张彩色的

纸$也不需要创作者和受众具备很多文化$许多目不

识丁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剪出优秀的作品&在陕甘宁

边区当时物质匮乏$群众文化基础低的情形下$运用

这种艺术形式去表现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表现健

康向上的新生活$其形式和内容上都能被人民群众

所接受$在群众中开展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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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刘满平%延安文艺座谈会对陕北剪纸艺术发展的影响

&二'陕北传统剪纸作品的收集和新剪纸作品的

创作均受毛泽东*讲话+影响

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

#@C%

年
%

月
#"

日$中

共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并先后发表刘少奇'陈

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文章$号召作家要到前

方去$到农村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例如%凯丰

#@C%

年
%

月
#"

日在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指出

(整风运动$文艺座谈会的方针是不能深刻了解的$

思想上的进步是没有今天这样大的&所以今天下去

与那时下去是不同的$是要好得多的&今天我们有

了文艺运动的方针$又有了整风运动思想上的准备$

所以今天下去比那时下去好&)

-

>

.鲁艺当时立即响应

这个号召$先后组织同志们下乡下部队$深入生活$

进行创作$较长期地与群众共同生活或参加区乡

工作&

艾青在*西北剪纸集+代序中叙述*西北剪纸集+

收集时间正是始于(

#@C%

年春$我和刘建章'古元去

三边$沿途见许多老百姓家的窗户上贴着窗花&)(在

#@CC

年总结和表彰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的先

进典型和先进经验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的陈列室

里$陈列了一些从民间搜集来的剪纸)&(还陈列着

古元'陈叔亮'孟化风'夏风'罗工柳等同志描写边区

人民新生活的窗花)&(听陈列室里的管理员说$当

地老百姓非常喜欢这些新的窗花)&

-

!

.通过这些宣传

展览$使剪纸艺术在群众中获得了普及$并极大地推

动了新剪纸作品的创作$产生了大量反映边区党政

军民战斗'生产和生活的剪纸作品$剪纸在延安的美

术活动中一时蔚然成风&

&三'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陕北剪纸艺术发展趋势

和新特点

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特别是美术工作者在

*讲话+指导下$深入群众生活$向民间文艺学习$与

人民群众密切结合$新文艺运动取得了重大收获&

不仅从艺术实践上真正解决了文艺民族化'大众化

问题$还为中国新文艺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讲话+发表以后$陕北剪纸艺术

出现了新的特点&

一是题材更为广泛$内容更加丰富&这一时期$

陕北剪纸作品创作的题材内容在范围上都较传统剪

纸创作有了很大的拓展&描写现实生活$歌颂将来

的希望$鼓舞老乡们的情绪$发挥他们的力量&新的

剪纸作品题材多样$具有教育意义和宣传意义&大

量地介绍了卫生常识和农作常识$同时宣传解释了

边区的政策法令$使老乡看到窗花$能与实际生活相

对照$引起人民群众的注意&总之$剪纸作品的内容

几乎遍布了党政军民战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是很多作品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化'大众化

风格&随着文艺工作者向民间学习的不断深入$延

安产生了大量新剪纸作品&这些新剪纸保留了传统

剪纸艺术鲜明的民族化'大众化风格$又有新的发展

创新&

三是创作形式'构图'形象和色彩推陈出新&受

中华民族勤俭朴素生活的影响$我们的艺术$无论是

殷商的青铜器$两汉的石刻'石画像$还是民间的年

画'剪纸都具有我国民族所特有的浑厚朴实的风格&

新剪纸在艺术形式上$保持发扬了这种民族特有的

浑厚朴实的风格&我国传统的民居'屏风'对联等都

具有对称'均衡的特点$反映了传统的审美标准&新

剪纸继承了民间剪纸传统的装饰性&制作中沿用了

传统的对称'均衡的构图方式!在外形上也保留了圆

形'椭圆形'方形'双钱形'摺扇形以及葫芦型等&新

剪纸作品在形象上保留和发扬了传统剪纸艺术朴

实$生动的特点$把物体单纯而简要的表现出来$表

现了劳动人民丰富的情感&对当时认为封建的迷信

的象征物$例如以蝙蝠
<

鹿$聚宝盆'龙等东西象征

(福)$(禄)'(财)'(富贵)等进行了改造&从时代性

和现实性出发$根据普通群众的风俗习惯$以他们熟

悉和接受的事物作为象征物$如用鸽子象征(和平)$

狼象征(敌人)$桃象征(寿)$鱼象征(有余)$太阳象

征(毛泽东)等&新剪纸保留了士大夫认为俗气而广

大人民群众喜爱的大红大绿$并以这些感觉强烈的

色彩作为剪纸的主要色彩&色彩对比强烈能在感官

上给人冲击$真正起到宣传'教育和装饰的效果$也

更能表现劳动人民艺术审美倾向&

!!

三$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陕北剪纸艺术取

得的新成就及其影响

&一'收集保存了大量传统剪纸作品

传统剪纸作品被称为(地上文物)和(文化活化

石)$是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是中华民族艺术宝

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北民间剪纸艺术源远流长$

经过代代传承'推陈出新'逐步完善'趋于完美&利

用简单的材料创作出一个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

这些传统剪纸作品中有反映原始生殖崇拜和生命意

识的石榴'扣碗'蛙'鱼'鱼戏莲'蛇盘兔'老鼠偷葡

萄!有民间人物'故事的八仙'貂婵'吕布'秦琼'刘海

戏金蟾'三娘教子等!也有象征(福)$(禄)'(财)'(富

贵)等的鹿"禄#'麒麟'老虎'狮子'蝙蝠"福#'凤凰'

孔雀'鸡"吉#'"寿#桃!还有日常生活中的车马'耕

作!特别是反映陕北特色的貂婵'吕布'蒙古人牵骆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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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蒙古人牵马'旱船"秧歌#&它们深深扎根于民间

之中$是劳动人民和民间艺人智慧的成果$留存下来

的剪纸花样里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一定程度上记

录和反映了过去的社会历史原貌$为今天研究民间

剪纸提供了珍贵原始资料$也为剪纸艺术发展提供

了宝贵文化遗产&

&二'创作了许多新剪纸作品

延安鲁艺的青年美术家们当时创作了许多反映

抗日根据地新面貌的剪纸作品$这些剪纸作品具有

贴近生活$健康清新$追求理想的艺术风格&创作的

新剪纸作品中有描写学习生活的读书'看报'学习'

上学'识字!有介绍工作情况的纺纱'放羊'拾粪'下

种'收获'开荒'植树!有反映生活的家庭'健康的娃

娃'送饭'新婚'祝寿'猪!有歌颂边区特色的民兵'拥

军'放哨'合作社等&这些描写边区人民新生活的窗

花$丰富了剪纸内容$显著拓宽了剪纸艺术的时代

体裁&

&三'随着陕北剪纸作品的出版发行$宣传和介

绍,其艺术传播和影响越来越广

全国各地会剪纸的农村妇女成千上万$许多陕

北剪纸能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剪纸艺术大

师$被邀请到海内外表演访问&

!""$

年
>

月
!"

日$

剪纸艺术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

年
@

月
%"

日$中国剪纸通

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

员会的审批列入第四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秧歌'信天游等其它

陕北民间艺术&

总之$陕北剪纸艺术的大发展是延安文艺座谈

会和*讲话+发表后$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密切结合$

为实现党的新文艺方针所取得的重大收获$在特殊

的历史背景下被赋予了崭新时代内容$展现了鲜活

和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从艺术实践上一定程度上实

现了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问题$对于今天我国文化

产业的支柱化发展颇具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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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曾子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之一&在*论语+中被少

见的称为(子)$并大量提到他的言论&他和其父亲

曾
"

同为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的感情更为深厚!他为

人朴实敦厚$有传承儒家学脉的高度责任感!他提出

和阐发的孝道'诚信'修身'担当等见解$发扬了孔子

的学说$他将孔子(一以贯之)的学说慨括为(忠恕)$

表明对孔子学说理解透彻$深得要领!孔子的孙子孔

?拜其为师$足见他已具备儒家学术传道者的崇高

地位!他还与其弟子编纂了*孝经+&后世尊其为(宗

圣)$也是对其作为孔子之后儒家道统宗师地位的褒

奖&以上都可有力证明曾子对*论语+成书做出有无

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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