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 ０３６５（２０１３）０３ ００９４ ０６

剪纸艺术工艺流程虚拟交互体验

平台开发策略

王晓芬１，　韩立华２，　吴春红２

（１．石家庄铁道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２．石家庄铁道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简单的保存和保藏，保护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与时俱进，才能使其更好地融入当代生活，焕发生命和活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针对广大剪

纸爱好者和青少年儿童动手动脑能力训练的强烈需求，提出了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的民间剪纸

艺术生产流程交互体验平台的构建思路与实现方案。首先对其工艺流程进行科学分类；再按

照分类标准建立动画元件数据库，并以完全对称折剪法中的团花剪纸为例详细阐释了交互平

台的设计思路、关键问题与关键技术；最后对其进行了测试与应用验证。该系统可以使无剪纸

基础的学习者掌握基本的剪纸技巧，通过反复观看，跟随学习，剪刻出与案例相同的剪纸作品，

从而使学习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认识并且逐渐了解剪纸，喜欢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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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缘起与目的

近年，随着文化遗产数字化的不断深化，数字

技术已经渗透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很多领域［１］。但

这些保护手段和措施大多还都停留在数据库建

设［２］、场景重建［３］、仿真复原［４５］等领域。由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６］，对非遗的

数字化保护，不仅要保护其外化载体本身，更重要

的是保护其濒临灭绝的生产技艺，这样才能使其

有条件真正地传承和存活下去。剪纸艺术作为民

间艺术的典型代表［７］，千百年来以口传身授的形

式存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濒临“人亡艺绝”

的险境，急需有效的抢救和保护。数字技术的发

展不仅为数字化存储剪纸艺术作品提供了可能，

同时也为其生产性技艺的保护拓展了新渠道［８］。

构建基于剪纸工艺的二维虚拟体验系统目的

有二，其一是为满足广大民众和爱好者对剪纸艺

术学习的强烈需求，这些人从小接触过剪纸，对剪

纸有感情，通过书本不容易学会，找艺人学习又不

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构建一种能通过网络传播的

虚拟工艺流程交互系统是最佳的学习和传播方

式［９］。

其二是为了满足青少年儿童美术教育和动手

动脑能力训练的需要。目前国内许多中小学的手

工活动课程中都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制作手工

剪纸。从初始的一张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彩纸开

始，经过若干次的折叠，再以一剪或多剪方式剪

裁，最后将剩余部分展开，得到各式各样的剪纸造

型。课上实际操作固然很重要，但是受时间、教师

水平以及学生差异性的限制，儿童不可能同步学

会，且知识的全面性和个性与儿童的学习需要存

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构建此虚拟交互系统，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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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展示典型剪纸作品的制作过程，满足儿童学习

剪纸的需要，培养儿童动手能力，开发儿童的空间

想象力。让孩子和成人通过交互的形式，在轻松、

愉快、主动的氛围下学习、感受和体悟剪纸这种艺

术形式。

二、虚拟交互体验平台的构建原则

虚拟交互体验平台力求为用户创造友好、易

用且令人愉悦的交互体验，在设计上尤其需要注

意情感体验的愉悦性、视觉画面表现的科学生动

性、交互的自然及时性，要实现这三点需具体从情

感、审美、造型、色彩、节奏、音乐等方面综合考量，

归纳起来可概括为愉悦的情感体验、生动的视觉

画面和友好的交互节奏。

（一）愉悦的情感体验

情感体验的愉悦来自于情感的满足、生命体

验的完善和文化格调的提升，只有从内到外、从思

想到感情都能体会到一种愉悦和满足，才能算是

达到了情感体验的愉悦。在情境交互动画中可以

利用情感唤醒原则创设一些贴近生活、贴近经验

的情境，引起学习者积极的情感，比如以图片或动

画的形式创设一些民俗活动的情境，引起观者熟

悉或好奇的积极情感。

（二）生动的视觉画面

情感的愉悦在视觉层面上则体现为视觉画面

的生动愉悦，主要表现在界面设计、造型设计、色

彩搭配、细节处理等方面。和谐统一的界面、生动

简洁的造型、富有情感的色彩、符号等细节处理都

要恰到好处，协调统一的画面有协调观感、增强记

忆的功能，可以减少人们在操作与交互中的错误

和困惑，增强视觉体验的愉悦性。

（三）友好的交互节奏

情景交互体验的最终落脚点依然是交互，所

以必然需要践行自然、友好、人性化的交互设计原

则。体验平台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主体的参与性

和主体的感受性，尽量使主体主动参与到交互中，

在参与的同时不会感觉到混乱和压力，体会到的

是一种友好的、易用的、自然的、灵活的、人性化的

交互设计。

三、虚拟交互体验平台的构建思路与

实现方案

（一）建立科学、合理的工艺流程分类

体系是首要条件

对剪纸工艺进行分类是系统实现的首要条

件，只有进行清晰分类，才能有的放矢、目标明确，

有序地进行下一步工作。依据剪纸艺术工艺特点

和张道一先生的民间美术二分法［４］，把剪纸工艺

主要分为折剪法、刻剪法和其他方法三大类，折剪

法又可细化为完全对称折剪法、局部对称折剪法

和团花剪纸三大类，刻剪法又可细化为阴刻法、阳

刻法、阴阳结合法等。具体分类详见图１。

图１　剪纸工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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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选择兼容性好、易于网络传播的

软件平台是重要保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由于本系统的研究

对象为剪纸艺术，其作品本身为二维形式，开发目

标是在满足清晰准确展示工艺细节的同时，满足

兼容性、易用性、快速准确传播等条件。据统计，

目前国内外虚拟交互多以三维为主，如虚拟敦煌

莫高窟、虚拟奥林匹克博物馆和中华体育系统等，

相较而言二维虚拟交互系统较少。目前比较知名

的有会说话的《清明上河图》、虚拟五禽戏等。虽

说三维虚拟技术可能更具有真实感和沉浸感，但

网络传输速度慢、容量大、兼容性差、开发周期长、

投入成本高也是其致命的缺点。而二维交互却具

有三维交互不可比拟的优势，如体积小、界面控制

灵活、易于网络传播、多种媒体兼容、开发周期短、

成本低等，所以本系统选择兼容性好、易于网络传

播的二维开发系统。

（三）建立矢量化、便于兼容调用的元

件数据库是重要基础

剪纸工艺矢量化元件数据库的建立是该交互

系统实现的重要基础，它的建立可为后续的开发

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重复性劳动，提高效率，也便于

修改。库文件可以在开发的过程中边创作、边建

立，边建立、边修改，边修改、边应用。元件库的前

期元件可以经过适当修改应用于相同或相近工艺

作品的开发创作。经过修改的元件可以成为新工

艺的元件，这样往复循环就可以生成一定数量和

丰富品类的元件数据库，为系统生成和全系列剪

纸工艺的开发奠定基础。

（四）精选典型案例、传承优秀民间文

化基因是重要目标

我国民间剪纸图案有千万种，哪种才是老百

姓真正喜欢的、需要的、有传承价值的呢？在案例

选取时应秉持老百姓喜闻乐见又具流传价值的原

则。以折剪法为例，团花剪纸就是这样的一类经

典，她是中国剪纸历史最悠久、运用率最广泛的一

种形式，其题材大多是对吉祥、幸福、美好的祝福。

作为折叠剪纸，它最能体现剪纸多次折叠、重复造

型的优势，该类剪纸制作方法简单、易学，艺术性

强，远看花团似锦，近看花中有意。团花剪纸的制

作还可以带来意外的惊喜，在一张正方形的纸上，

经过几番折叠，然后剪上几剪，平展开来，意想不

到的奇迹之花就在手中绽放。学习者在整个折剪

过程中能体验到极大的成就感和精神鼓舞，这种

剪纸造型最适合初学者。如图２、图３为简单的

团花剪纸折叠单元和团花剪纸完成图案。图４～

图６为三种典型的团花剪纸造型。

图２　蝴蝶团花剪纸单元

图３　蝴蝶团花剪纸成品

图４　古老的团花剪纸：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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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团花剪纸：金玉满堂

图６　团花剪纸：喜房花

　　（五）真实准确地刻剪动画设计是系统

实现的重点

真实、准确的折叠、刻剪动画设计是系统实现

的重点，也是难点，要以一种流畅的、符合大众思

维的、能让人看得懂、折得成的方式，一步一步地

以动态的形式展示给大家。动画设计力求折叠方

式正确、符合思维习惯，折痕线、折痕点、角点的标

注准确，起稿、刻剪体验真实。如上述团花剪纸，

都是通过对称式折剪法完成的，对于团花剪纸来

说，如何折叠出正确的造型是作品实现的关键和

难点，团花剪纸包括三角形、四角形、五角形、六角

形以及十角形等多种折法，为了得到造型复杂、精

美的团花剪纸，剪纸艺人们都要对一张纸进行多

次折叠，再通过各种（铰）剪操作后才能生成最终

想要的剪纸作品。

图７是五角形（星）团花剪纸蝴蝶的折剪案

例，该剪纸在制作过程中，关键是如何能正确折叠

五角形，而折叠五角形的关键在于找到３６度角的

分界线，在找分界线的过程中需要找到一些关键

的折痕点，而为了找到这些折痕点，需要多次折叠

但是不压平的操作，为使用户能清楚地看到折痕

点、折痕线的寻找和操作步骤，本案例中用虚线表

示这些不压平的对折折线，并且对每一步骤产生

的折痕点进行编号。关键步骤展示如图７所示。

 

图７　五角形折叠法之蝴蝶团花剪纸折叠、寻找折痕点

与绞剪动画关键步骤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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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性友好的交互体验设计是系统

实现的关键

因为平台开发的目的就是为人们提供方便、

易用、有效且令人愉悦的交互体验，所以人性、友

好的交互设计尤为重要，也是系统开发的关键。

为实现用户和学习内容间的友好交互与交流，方

便用户根据自身需要随意选择学习内容，设计上

宜采用一般大众所习惯的交互形式，应把交互按

钮放在醒目且易于操作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为了

节约时间、提高延时速度，应使用代码实现帧和场

景的实时自由跳转。

前面讲到系统需将每一种折叠方法的过程分

别作成元件，每一步的文字说明应该都与操作同

步，若将说明文字做成静态文本不利于系统更改，

而且也不便于动态控制，因此设计上应采用动态

文字的表现形式。可在场景中放置一个动态文本

框，分别用代码控制折叠元件的播放和动态文本

框的内容显示，整个交互流程的控制都要通过按

钮和帧的跳转实现。

　　 四、测试验证与完善

系统完成后，分别选择了对剪纸艺术不同熟

悉程度的人群，进行了多方测试。结果表明，通过

本系统详细的讲解与灵活的互动体验，不但可以

使有一定剪纸经验的人学会剪纸，也能使无剪纸

基础的学习者掌握基本的剪纸技巧，能通过反复

地观看，跟随学习，剪刻出与案例相同的剪纸作

品，从而使学习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认识并且

逐渐了解剪纸，喜欢剪纸。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以剪纸艺术折剪法中的典型案例团花剪

纸为例，详细阐释了运用二维交互技术开发民间

艺术工艺流程虚拟交互体验平台的初衷、思路和

技术方案，该方案为用户提供了直观、生动的制作

体验，以数字模拟和交互探索的形式使观众与工

艺制作产生了互动和交流，以信息的形式记载和

传播了剪纸艺术的生产过程，实现了民间工艺传

承方式和传播群体的转换，使日渐消亡的民间手

工艺以一种现代的方式走入大众生活成为可能，

为民间艺术很好的融入当代生活、焕发生命和活

力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

由于剪纸艺术的工艺流程复杂多变且异常丰

富，文中只是以完全对称折剪法中的团花剪纸为

例进行解析，其中不完全对称折剪法和刻剪法都

与本案例不尽相同，下一步，将对其他剪刻方法进

行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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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对于政府的工作人员来说，更要提高对待网

络问政的热情。认识到网络问政的重要性之后，

能够主动学习网络新技术，提高政府工作质量，使

政府真正成为一个开放型、服务型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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