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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维数字技术的湘西凤凰纸扎工艺的传承创新研究
□ 田 维

摘 要：凤凰纸扎工艺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展示了湘西丰富的民俗活动与文化，在传承中以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

与制作工艺发展成独特的工艺品。但在传承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文章从湘西凤凰纸扎工艺特色出发，着

重分析湘西凤凰纸扎工艺传承现状，提出基于三维数字技术的湘西凤凰纸扎工艺创新与传承的方式，旨在为湘西凤

凰纸扎工艺创新性传承和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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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纸扎作为最具特色的文化工艺品之一，其丰

富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内涵充分展示了湘西民俗文化活

动的独特性。在新时代背景下，其发展和传承具有积极

的意义。三维数字技术的应用，为湘西凤凰纸扎工艺的

传承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因此，应通过深入

挖掘传承精神和理念，以创新性的发展推动凤凰纸扎

工艺的可持续发展。

在湖南省的西部边缘———湘西自治州西南部，有

一座被评为国家 AAAA级景区的历史名城，它就是凤

凰县。在凤凰县有着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项目《凤凰纸扎》，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并随着

全国纸扎的兴起而有所发展。匠人用竹篾做骨架，扎成

各类飞禽走兽、名山名刹或各种故事形象，外裱以纸，

辅以彩绘，各类形象便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了。根据

《凤凰厅志·乾隆志》记载：“元宵前数日，城乡敛钱，扮

各样花灯，为龙马禽兽焦虾各状……至十五日夜，笙歌

鼎沸，灯烛辉煌。”可想在当时纸扎工艺品可谓盛极

一时。

凤凰纸扎具有悠久的历史，目前已经传承到第六

代，以聂大勇和他的聂氏纸扎最具代表性。聂大勇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凤凰纸扎》的省级非遗传承

人。聂氏纸扎历经他的曾祖、太祖、祖父、父亲，最终传

到他这一代，而造诣最高的是聂大勇的父亲———第五

代国家级凤凰纸扎传承人聂方俊。聂方俊从小跟着父

亲学习纸扎手艺，在最艰苦的时期，他依然坚持进行纸

扎创作与研究，让聂氏纸扎这一传统民间艺术得以传

承与发展。从 1994年开始，聂方俊多次参加全国各省

魚工艺美术作品展，纸扎的“太狮少狮”“鲤 跳龙门”“福

寿双全太狮头”等被收藏，同时也被授予“民间工艺美

术家”的荣誉称号。

凤凰纸扎又被称为纸糊篾扎，从选材到完成要经

过十四道完整的制作工序，其中扎制、裱糊、彩绘是三

道主要工序。首先使用篾条、竹块、木棍搭建出纸扎的

構骨架，然后用纸绳对骨架固定，并用 皮纸在骨架上进

行糊裱，最后使用颜料在裱纸上进行彩绘，最终完成一

件凤凰纸扎的作品。

1.2.1 原料的取材工艺

竹料的选择：在夏末和秋季时，选用附近山林中 3

年以上的老竹；选竹节眼平直且突节均匀的竹子，竹节

长度达 30～50cm；选择呈橄榄绿色的竹竿，无糜变、无

虫眼、无竹刺，采伐后要放置 1年才能使用。

纸料的选择：纸料选用贵州省松桃县附近小作坊

構制作的 皮纸，又称小白纸。

颜料的选择：颜料选用从凤凰周边生长的天然植

物中提取出的色素做成粉末状，然后加入水和牛皮胶

进行搅拌，再放置 15天即可用于上色。

1.2.2 篾的制作工艺

竹节骨整平：把选好的竹料用弯刀对竹节骨进行

整平。

破竹：刀口剖入竹腹，左手以地面为支撑点拿竹

筒，右手拿刀挤压推刀，将竹筒一分为二、二分为四

……最终分成 16根宽窄一致的篾条。

構纸缠篾：预先将 皮纸剪裁成约 2cm的纸条。

形状篾的制作：一是呈现出棱角的形状蔑，如三角

形、方形等；二是无棱角的形状蔑，如半圆、椭圆、圆形等。

1.2.3 骨架的制作工艺

骨架的制作是通过纸捻子来固定的。纸捻子的原

構理是将 皮纸延着水悬纹折剪成 10～25 cm 五种不同

长度的纸条，宽度最窄为 1.8cm，纸条越长，宽度越宽。

纸捻子的具体搓法有两种：手指搓法和腿搓法。纸捻子

的捆法依篾骨交叉结构选定，共分为四种，分别是交叉

型、螺旋型、“8”字型、交叉带螺旋型。

1.2.4 纸扎的装饰工艺

按照纸扎制作的工艺流程，需要先扎后糊。裱糊的

流程是按骨架单独组装的原则进行分体裱糊，例如狮

子头（图 1）为主体，独立的双耳、活动的上眼皮、眼珠等

構都是需要单独裱糊的。在桌面上刷浆，用 皮纸光面贴

于桌面后刷浆，贴艮逢纸表于其上。然后在骨架上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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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提起湿纸片，按空间大小灵活地将纸片包贴在骨蔑

上，最后依次加接湿纸片糊住空隙。经过组装后，一件

精美的纸扎工艺品便完成了。

图 1 狮子头

凤凰纸扎历史发展悠久，体现出浓郁的民俗特色

和精神面貌。湘西凤凰纸扎种类和造型繁多，主要有人

物、狮子神兽、彩灯以及花鸟鱼虫等。依据产品功能可

分为游艺型和祭祀丧俗型两种。在新时代背景下，具有

现代意义的观赏性纸扎也逐渐发展起来，如卡通人物、

动物等，其形态各异、品种丰富。

凤凰纸扎纹饰较多，云、雷、水、火等都是纸扎的常

见纹饰，其寓意也多以吉祥、追求美好生活为主。纹饰

承载着湘西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具

有吉祥的象征意义。以云纹和水纹为例，其代表着丰收

和降水的含义。湘西地区自然条件较为恶劣，使人们对

大自然常怀有一种崇敬之情，更对雨水和丰收有着异

常迫切的期待。因此，在纸扎文化中将云、水以及雷电

等描绘到其中，用来表达祈求与祝福。

纸扎工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紧密联系。在民

俗等节日庆典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便是其丰

富的色彩能够为节日增添喜庆和吉祥。对于纸扎艺人

来说，丰富的色彩也是情感的寄托，色彩的搭配、比例

的调和更是纸扎艺人对热爱生活的丰富表达。多数纸

扎工艺作品以青色、红色以及明黄等明度较高的暖色

为主，辅之以冷色调。在祭祀等活动中所用到的纸扎则

多以白色、黑色等色调为主。凤凰纸扎以丰富的色调满

足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通过色彩的变化，使得凤

凰纸扎工艺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点。

湘西凤凰纸扎多以纸、竹或木为主要原材料，因此

具有轻便的优势。受湘西自然气候条件的影响，竹资源

较为丰富，因此纸扎艺人便得天独厚地对竹资源进行

充分有效的利用。除此之外，纸扎在初期主要供丧俗焚

烧使用，竹制成本低、材料易得、利于焚烧的特点成为

纸扎艺人的首选材料。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纸

质、竹制的纸扎工艺品具有可塑性、观赏性较强的特

点，使其得到广泛使用。

湘西凤凰纸扎在发展过程中，始终秉承着丰富的

文化内涵与精神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力求创新性发展，

以期获得更好的传承与发展。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

们文化精神的需求愈加多样，湘西凤凰纸扎工艺逐渐

暴露出传承与发展中的滞后性，加之文化迁移等问题，

给纸扎工艺的传承带来一定的困难和阻碍。

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纸扎作品仍旧比较单一，种

类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尤其是人物造型几乎难以见到，

现如今以花鸟鱼虫、狮子走兽居多。与此同时，凤凰纸

扎工艺传承与创新过程中面临最大的问题便是缺少年

轻的传承人，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互联网大数据信息

的发展，使得人们愈加缺乏耐心，更别说坐下来用手工

方式去做一份精巧细致的纸扎工艺作品。现阶段，湘西

地区懂得纸扎工艺的人数也在逐年减少，更加难以将

凤凰纸扎工艺完整地传承下去。凤凰当地政府缺乏对

纸扎工艺的重视，其市场也较为狭窄，产品种类单一，

用途也不广泛，缺乏相应的市场发展环境。此外，多数

纸扎传承人也不再仅靠手工定制，而是通过来货加工

的制作方式谋利益。这些情况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纸扎

工艺传承的难度。

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湘西凤凰纸扎工艺

的创新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将三维数字技术有效

融入纸扎工艺的发展过程中，有助于纸扎工艺适应现

代化发展，满足人们的新需求，提高其自身的应用价

值，进而推动纸扎工艺的传承与发展。三维数字技术能

够将其自身的优势与纸扎工艺特点相融合，在实际的

纸扎制作中，将数字建模技术有效应用于其中的同时，

重视两者的有机结合，从而也避免了顾此失彼。在制作

纸扎工艺作品时，需要纸扎手艺人对三维数字技术有

较强的理解和掌握，利用专业知识制作具有现代价值

的纸扎工艺作品，从而充分发挥出凤凰纸扎的艺术优

势。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应重视纸扎工艺的经济效益与

社会价值，为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强有力

的支持与保障。

作为高职院校，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行业标准

作为日常的教学重点，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提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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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手能力。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来说，其创造力、创新

力更强，能够及时把握社会有效信息，对用户需求有较

高的敏感度。因此，可充分发挥高职院校学生的优势，

从学生角度出发，探究纸扎工艺在传承中遇到的问题

和瓶颈，进而推动纸扎工艺的可持续发展。

高职院校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的人才基础，对人

才的培养也更加直接有效，所以加强与行业协会等民

间组织的合作，在解决纸扎传承人匮乏的问题上具有

积极意义。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较为完备，能够充

分利用专业优势将现代化信息、数字技术有效融入到

纸扎工艺的教学与学习中，有利于深入发掘出具有优

势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加强基础专业课程的学习，专

业课程达标后可以跟着传承人学习实践的方式，将专

业课程与实际相结合，为传承纸扎工艺奠定人才基础。

与此同时，数字信息化深入发展，数字人才的培养逐渐

占据重要位置，对数字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资金

投入力度也在逐年上升。

在实际的纸扎工艺制作中，三维数字信息技术的

应用，有助于纸扎工艺的传承与发展。加强纸扎艺人的

专业技能培训，重视专业数字人才的培养，提高人才的

综合素质，都有利于发扬与传承纸扎文化。除此之外，

加强数字人才的思想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制

定完备的职业规划，不断提高人才的专业素养，助推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

三维数字技术的优势在于对信息的有效把握，通

过合理建模的方式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在凤凰纸

扎的发展过程中（图 2），三维数字技术能够充分发挥技

术优势，保护纸扎的数字资料，利用对信息的高速处理

和模型的建立，实现数据信息的有效转换。在实际应用

中，可以将凤凰纸扎技术的相关信息进行整理和收集，

从而保留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始资料，排除一般性资料，

有助于纸扎工艺的传承与发展。

尽管纸扎工艺能够通过特定的文化空间进行展示

和存在，但运用三维数字信息技术的优势在于能够将

其发展历程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有效还原和保留。利

用虚拟建模的方式进行数字化操作，通过数字的识别

与交换，实现数据动态化的发展，使得纸扎工艺能够自

由进行展示，不受时间与空间的束缚。通过对场景的虚

拟架构，使得纸扎工艺的相关资料得到长久保留。三维

数字信息技术储存时空的灵活性较高，受到环境等自

然因素的影响较小。纸扎技术资料的有效保存，为纸扎

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不再拘泥于口耳

相传的传承方式，实现了数字化传承。同时，由于三维

数字技术所呈现出的模型更加直观，因此能够为纸扎

工艺制作人展示出更加丰富的空间信息，对纸扎工艺

制作过程进行准确把握。

图 2 运用三维数字技术对纸扎建模

凤凰纸扎工艺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正确的宣传

和引导。一方面，三维数字信息技术能通过立体化、信

息化的展示，使得人们更加精准地了解凤凰纸扎文化

艺术的魅力。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将图像和声音进

行立体化表达，凸显纸扎作品的真实性和立体性。对于

凤凰纸扎来说，更需要的是传承与保护齐头并进。

首先需要对凤凰纸扎有足够的了解。当前，对于纸

扎类艺术作品来说，其传承方式仅限于口述模式，使得

其传播范围小，不利于纸扎的传承和创新性发展。现代

化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将纸扎以一种更

为立体的姿态展现在大众面前，帮助凤凰纸扎扩大宣

传范围，使人们能够更加直观、全面地了解纸扎文化和

纸扎艺术。加强三维数字技术的应用，对展示纸扎的空

间感与立体感具有积极的作用。通过虚拟的环境展示

出纸扎的制作环节和步骤，利用三维建模的方式增强

纸扎的立体效果，实现纸扎工艺的创新性发展。

总而言之，湘西凤凰纸扎工艺具有较高的观赏性

和传承性，是具有区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展

现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民俗文化特点。现代化进程程中，

传统的纸扎文化保护已无法满足现代纸扎的发展需

求，因此应重视三维数字技术的应用，以立体化的展示

方式，增强纸扎工艺作品的展示效果，为凤凰纸扎工艺

的保护与创新性发展提供支持与保障。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9 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

项目“湘西凤凰纸扎的活态传承与文创产品融合创新研

究”（19C1806）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赵彤彤.浅析湘西州凤凰纸扎工艺及传承创新———以狮子头

为例[J].艺术家,2020(05):184.

[2]张惠芳.纸扎在仪式中的空间构建与功能———基于福建贤良

港民间信俗的考察[J].世界宗教文化,2020(02):167.

[3]罗惠 .吉祥的湘西凤凰纸扎艺术形象[J].东西南北 ,2019(21):

120.

[4]吴茜,盛春亮.凤凰纸扎工艺流程研究[J].美与时代(城市版),

2015(02):119.

（作者单位：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