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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休止符 
— — 鲁西南纸扎装饰艺术符号解 】 
文 ／刘 进 

纸扎是以高粱秸，芦苇、玉米秸作骨架，用不同质地、不同色彩的纸张裱糊，扎制成 

俗活动中的纸车马、摇钱树 金山银山 牌坊 门楼 宅院等的纸品，是将扎制、贴糊 

剪纸 泥塑等技艺融为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鲁西南纸扎由于受到吉祥文化、戏曲文化、 

彩文化等的影响，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装饰艺术符号。 

菏泽市地处山东省西南部，为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八县 

一 市，古称曹州。菏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当地最富有 

特色的传统民间艺术如面人、糖人贡、花贡、鲁锦、纸扎等远 

近闻名。提起纸扎艺术，对于菏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人们 

的记忆深处 ，纸扎总是寄托着老百姓对已故亲人的哀思和美好 

的祈愿。纸扎艺术见证着人世的更迭变迁，并发展成为一门独 

特的民间艺术，成为满足民众祭祀信仰心理及精神需要的一种 

形式。 

在鲁西南地区的民俗活动中，纸扎是丧俗中一种主要而又 

相当普遍的表现形式，并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始终贯穿在祭祀 

丧俗之中。中国农村历来就有句老话：“喜事可省 ，丧事要重。” 

所以，办丧事总是大操大办，铺排隆重。在发丧、烧土、过三 

年时-l：Li~II大量的纸扎，较常见到的有车马、牌坊、香幡、金银 

山、摇钱树、灵堂、住宅院落 (包括主楼、东楼、西楼)、起居 

床饰等纸质的贡品。百姓们认为亡者灵魂是永恒的，为满足亡 

者在阴间的生活，-J：LN他们生前喜欢或向往的生活用品，让他 

们带到阴间去享受。 

纸扎艺术是将扎制、贴糊、彩绘、泥塑、剪纸等技艺融为 

一 体的民间艺术。其装饰艺术别具特色，体现了民间传统的装 

饰审美方式和文化观念。 

一

、 吉祥符号 

“吉祥”的观念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吉祥，是人类对生 

存的一种希望和祝福，具有理想的色彩。在鲁西南纸扎的装饰 

艺术中运用了大量的吉祥图案，如龙、凤、鹤、狮、马、鱼、蝴 

蝶等吉祥动物，牡丹、梅、兰、竹、菊、桃子、莲花之类的吉 

祥植物，如意、八宝、暗八仙、金锭、银锭、铜钱、 

瓶等吉祥器物，仙女、童子、XkfLb庆寿、麻姑献寿等吉 

福、寿、万字等文字图案，以及回纹、盔甲纹、钱文、1 

曲水纹、祥云纹等。吉祥物数量众多，表现形式也丰富 

多是以单独图案或纹样的组合形式出现，如组合纹样喜一 

连年有余、八仙过海、二龙戏珠、蟠桃献寿等。在图案j 

常取具体物象，通过象征、谐音、表号等手法，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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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概念。 

鲁西南纸扎的文化精神是超越现实 ，追求完整与圆满的 

一 种理想主义精神。这些包含美好寓意、人生哲理和生活智 

能的吉祥装饰 ，深入到了当地人的生活、思想和行为中。“吉 

祥”本意为美好的预兆，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 周 

易 ·系辞》有 “吉事有祥”之句 ，《庄子》也有 “虚室生 白， 

吉祥止止”之说。由此可见 ，吉祥是对未来的希望和祝福 ，具 

有理想的色彩。吉祥是中国人对万事万物希冀祝福的心理意 

愿和生活追求，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装饰追求至善至美的本 

质。 

纸扎装饰纹样的吉祥主题不仅表明了人对于未来的希望和 

理想，同时又以寓意的方式表征着人们改变生存环境的艰苦努 

力和克服困难的伟大意志下不屈的力量，它既是理想性的，又 

是现实性的。虽然吉祥主题的装饰在传统观念中具有神性的一 

面，但它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那些大量运用的植物、动 

物、人物、器物图案，其深层的装饰动机是创造一个吉祥化的 

世界，表达一种对安定、和谐、康富生活的企盼。 

二，戏曲符号 

菏泽市戏曲活动历史悠久，剧种繁多，异彩纷呈，享有 “戏 

曲之乡”的美誉。荷泽市又是山东梆子、柳子戏、枣梆、两夹 

弦、大平调、大弦子戏、四平调的发源地 ，现有传统地方剧种 

山东梆子、两夹弦、柳子戏、枣梆、大弦子戏、大平调、曲剧、 

四平调和豫剧 ，还有曲艺山东花鼓、山东落子、山东琴书、莺 

歌传书和河南坠子等。 

菏泽人爱听戏、唱戏、说戏。当地流行的 “两夹弦”是由 

地摊小唱走上舞台的，近代排演的剧 目有 三拉房》、 三进士 、 

拴娃娃 、 清官断 、《九女庵》、 金镯玉环记》等。“大平调” 

又被称为 “大梆子戏”或 “大油梆”，经常演出的传统剧 目有 100 

多个，其内容大多取材于 《东周列国志》、 三国演义》、《水浒 

传》、 杨家将 、《隋唐演义》等，也有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如 

九头案》、 大辕门 、《民三怕》、 胭脂判》等。还有民间庙会 

中经常演出的 “请神戏”和 “唱神戏”，如 桃园聚义 、 大破 

金兀术 、《八仙拜寿》等。这些戏曲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为 

鲁西南的戏曲故事纸扎提供了较好素材，这些剧 目中演员亮相 

的举止、神情对戏曲纸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戏曲纸扎一般是两三人组成一出戏，人物栩栩如生、神采 

飞扬，相互之间以动作、表情呼应。这种类型的纸扎一般先用 

头模捺印头部，脖颈处以竹签穿插入骨架并固定，头部泥塑干 

燥后表面施以粉彩 (现在多用广告色或丙烯色)，描绘出五官眉 

目，头部形象大都仿照戏曲脸谱。人物身段以动态各异的四肢 

追求变化 ，与表情、道具配合，强调戏曲人物的动作与神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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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物服饰以彩纸折叠剪贴并加以彩绘 ，衣裙鞋靴、护背旗、铠 甲、 

刀枪剑戟、金银装饰一应俱全。人物传情的动作及表情，加之 

彩纸和色彩图案描画的巧妙搭配，视觉效果艳而不俗，光彩夺 

目[21。 

戏曲人物一般装饰于正房罩子门楼和东楼、西楼等处，(如 

图1．主楼)。纸扎艺人将事先穿好的戏 曲纸扎人物，插放于门 

楼的门口处，特别像在戏台上的演出。人物一般向下略作倾斜， 

面朝观众，适于观看欣赏。这是民间艺人创造的朴素的透视方 

法和装饰原则。 

三 红火热闹的色彩符号 

鲁西南纸扎看其表面大红大绿 ，红火热闹，似乎与祭祀 

无缘 ，但究其本质仍然是取悦鬼魂的一种方式 ，体现了 “丧 

家之乐”的古俗传承。纸扎设色 (多为纸张的颜色)是极富 

代表性的，纸色艳丽浓烈、丰富鲜明，突出吉祥喜庆、红火 

热闹的气氛。画中配色 口诀 “红与黄 ，喜煞娘”，“要喜气，红 

与绿 ，要求扬，一片黄”等都体现了这种心理 。其色彩既富 

有节奏的对比，同时又讲究和谐统一，整体效果鲜艳 、热烈、 

轻松、明快。民间美术的色彩体系在遵循历史的、传统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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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念的前提下 ，从不违背色彩文化内涵 ，在设色上讲究视觉意 

匠，重视色彩的视觉效果 ，整体色调表现为鲜艳、响亮、明 

快、热烈。色彩的对比与调和原则是所有的色彩视觉美感创 

造必须遵循的，纸扎装饰色彩的调和其实更为准确地说是色 

彩的搭配。 

民间美术是以色彩对比为主要特征的(同时兼顾色彩调和)。 

“红红绿绿，图个吉利；红离了绿不显，紫离了黄不显；光有大 

红大绿不算好，黄能托色少不了。”这些简单的配色口诀体现了 

民间纸扎艺人的色彩对比意识，他们可能不懂色彩学上的色相、 

明度、纯度，但在其纸扎作品中色彩的运用却是如此熟练和得 

心应手。纸扎艺人在扎制好作品的骨架后，在其表面先糊素纸， 

将纸扎的大形统一，以便于贴糊。他们根据不同作品的要求把 

事先印刷好的花边、图片、剪刻的花边、立体纸花、彩纸等信 

手拈来，看似不经心的贴糊，却搭配出蒙咙的明度对比，色相、 

色彩的冷暖以及面积的搭配与对比。明度的对比使画面疏朗、透 

气，色调清新 ，而多种色彩冷暖的不同和面积大小的对比则易 

产生丰富、绚丽、热闹红火的气氛，这种色调风格也正是民众 

喜爱并表达思想情感的最恰当的形式。同时，色彩的冷暖对比 

丰富、强烈，极具现代装饰色彩效果 (如图2．转楼)。 

通过对纸扎色彩的整体观念和特征的研究 ，我们不难发 

现色彩在纸扎艺术上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美感的呈现，根本的 

意义在于它首先是情绪和情感的刺激和对应物 ，是积极乐观 

情感的宣泄。“五光十色的戏曲人物 ，金碧辉煌的建筑格局 ， 

色彩艳丽而单纯的瑞兽祥鸟，已经超越了实际物象的色彩，在 

特定的丧俗活动中，发挥 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力；作为装饰艺 

术融合民俗活动的同时，它以强烈的色彩对比抓住 了祭奠者 

和旁观者，使物理色彩和情感色彩交织在一起，形成心理上 

的撞击，所以我们并没有感到丧家之严肃 ，而感到某种热烈 

的人情味。” 

民间以满、多、全、吉庆为主调的色彩观念，不仅在喜庆 

节 13中应用，而且也体现在祭祀丧俗活动中。这种色彩心理，反 

映了民众对待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也是构成民间纸扎艺术色 

彩斑斓的跳跃的原因之一。 

四 结 语 

民间艺术承载着一个民族区域文化的审美特质，反映了 

一 个民族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文化审美趣 向，具有独特 

的艺术表现形式 ，体现了不同时代的艺术精神。鲁西南纸扎 

艺术是利用视觉形象手段传达民俗文化的符号形式 ，是劳动 

者民俗观念、民俗文化和审美意识集体智慧的结晶。纸扎艺 

术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装饰图案内容，反映与呈现出特定的民 

族性格和民族心理 ，也影响着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形成和发展， 

是现代艺术设计创意的源泉和基础，对当代的文化和艺术设 

计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本土化和民族化风格大发 

展的今天，吸收纸扎艺术的精华，对具有地方特色艺术资源的 

保护 、传承、开发和利用更加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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