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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花样剪纸“笔定双钱”纹样解读

冯丽娟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鄂州花样剪纸“笔定双钱”纹样作为一种吉祥符号，从符号的能指分析，其语音与“必定双

全”相似，其形象特点是由一支毛笔穿过 2个并排的铜钱再加上奇特的图案组成；从符号的所指分析，其通
过符号寓意与谐音寓意 2种方式表达了民众对幸福美满生活的追求。该纹样的语意特征相当明显：以圆形的
铜钱象征着完整和圆满（当然它还蕴含着财富之意），以毛笔象征了读书与学问，两者结合，表现中华民族

“求全”与“求功名”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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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Interpretation of Ezhou Figure Cutout “Pen Setting Double Coins”

Feng  Lijuan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As an auspicious symbol, Ezhou figure cutout “pen setting double coins” pattern is analyzed from the
signifier aspect. Its pronunciation is similar to “completeness in both respects” with its image characterized by a brush pen
through two coins, coupled with the unique pattern composition. The signified analysis indicates the expression of folks on
happiness of life pursuit through its symbolic meaning and the homophonic allusion. The patterns of semantic characteris-
tics are obvious with round coins symbolizing integrity and completeness (also symbolizing wealth), brush symbol for
reading and learning, a combination of both demonstrating the psycholog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erfection” and
“seeking f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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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俗话说：“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人品要俊

秀，才得人欢喜。”因此，作为中国民间传统艺术品

种之一的剪纸，其优秀作品大多是吉祥物的组合，由

民间流传的各种吉祥符号组成，代表了民众对幸福

美满生活的追求。吉祥物就是一种符号，而符号是

指具有某种代表意义的标识，来源于规定或者约定

俗成，其形式简单，种类繁多，用途广泛，具有很

强的艺术魅力[1]。索绪尔把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两部

分。能指是指符号的语音形象，所指是指符号的意

义概念[2]。剪纸作品中吉祥物形式就是其能指部分，

而所要表达的美好祝愿就可以看作是符号的所指部

分。鄂州花样剪纸中频频出现一种奇特的图案，那

就是“笔定双钱”。这一独特的图案或者“符号”，由

毛笔和铜钱组成，并结合其他图案组成不同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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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样，以表达不同的寓意。笔者拟对该纹样进行解

读，以期对现代设计有所启示。

1 “笔定双钱”纹样的能指及所指
鄂州雕花剪纸是民间传统装饰艺术的一种，鄂

州人俗称花样剪纸。它是供妇女刺绣使用的图案底

稿，图案多和百姓日常生活关系密切。《鄂州档案存

真》记载：鄂州花样剪纸出现在公元1600年前后，到

20世纪 30年代达到鼎盛。作为南方剪纸的代表，鄂
州花样剪纸与北方剪纸有明显不同：北方剪纸一般

由一张纸剪就，而南方的剪纸是用刀刻的，一次可

刻 20多张[3]。鄂城花样剪纸构图匀称，刀剪俱用，集

实用性与装饰性为一体。目前，雕花剪纸已入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应用索绪尔

的符号理论，对于“笔定双钱”纹样的符号阐释可

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 2 个方面进行剖析。
1.1 能指

鄂州花样剪纸是鄂州地方民俗的载体，其内容

包括鄂州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鄂州花样剪纸既具

有原生态的朴实性特征，又具有本地文化特色的地

域性特征。“笔定双钱”作为一种有着浓郁地域特色

的纹样，其语音与“必定双全”相似，其形象特点

是由一支毛笔穿过 2个并排的铜钱，并加上奇特的图
案组成，具体图形如图 1和图 2所示。

 

  

 

图 1为鞋花，图 1a所示为“笔定双钱”图案与
花草纹样结合，形成对称而又灵动飘逸的图案；图

1b为“笔定三钱”图案与蟾蜍纹样结合，构图虽不
对称，却也灵活生动。图 2为枕花，图 2a为“笔定
双钱”图案与蝴蝶及其它花卉纹样结合，并采用对

称的构图方式，围绕中间“堂”字组成了国字型的

吉祥纹样；图 2b为“笔定双钱”图案与宝相花结合，
蝴蝶与宝相花就是传统吉祥图案，再加上分布在四

周的“福禄双全”字样，更加深了创作者的美好祝

愿。“笔定双钱”图案与其他纹样的组合形成了不同

的构图形式，而之所以采用不同的构图形式，是因

为不同纹样所用的场所不同：图 1为鞋花，用于鞋的
前部，因而采用了形状与鞋面一致的灵活的构图形

式；图 2为枕花，用于枕头两侧，所以采用了与枕头
形状一致的方正形的构图方式。

1.2 所指

在世界各民族的观念中，吉祥观都是一个重要

的内容，这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以及人定胜天的观

念和趋利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吉祥观念在日常

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五花八门的吉祥物。吉祥

物是一种符号，是人类向往和追求吉庆祥瑞观念的

物化表现，它折射出时代和民族的社会心态、审美

情趣、文化特征和民俗底蕴。

1.2.1 符号寓意

剪纸是化抽象为具体的艺术形式。在中国的剪

纸艺术中，毛笔和铜钱就是 2种重要的吉祥物，它们
具有固定的寓意。

毛笔是中国一种独特的传统书写、绘画工具。中

国传统书画是离不开毛笔的，因此，毛笔历来受到

文人墨客的喜爱，为“文房四宝”之首。毛笔这种

文具，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具有某种超人的力量，

特别是在古代神话传说中，笔总是那么神奇无比，比

如“神笔马良”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关于笔的神话

传说。当然，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很多类似的神话

或民间传说：“王佑得笔”的故事，极力渲染了笔辟

邪恶的功效；“笔慑猛虎”的故事表现的是笔助正气

的威力，在故事中，正义与邪恶交战，笔成了一把

利剑，最终战胜了邪恶。古老的中国流传着很多关

于毛笔驱邪镇宅、迎福纳降的传说。到现在，还有

些人在家里挂一枝大红的笔以驱邪镇宅。

如果说在民众的吉祥观念中，毛笔的象征含义

是文雅高尚的话，那么，铜钱的文化内涵则是实际

和功利的。钱是要使用和流通的，因此，钱在古代

亦称“泉”或“泉步”。《周礼·天官》注云：“其藏

    a）“笔定双钱”                            b）“笔定三钱”

图 1 鄂州鞋花花样剪纸

     Fig. 1 Ezhou shoe pattern cutting

       a）“福耋双全”                           b）“福禄双全”

图 2 鄂州枕花花样剪纸

  Fig. 2 Ezhou pillow floral pattern cu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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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泉，其行曰布。取名于水泉，其流行无不编也。”

也就是说钱是借“泉”的名称和泉水的流动性，体

现货币流通的特征。作为吉祥物，铜钱主要是借其

他字的音和义表达吉祥的效果。钱与前是同音字，铜

钱上的孔又称眼，二者组合，成“眼前”之意。所

以在剪纸中，单个的铜钱与其他事物相组合，成

“……在眼前”之意。在鄂州花样剪纸中，铜钱与蝙

蝠组成的“福在眼前”，喜鹊与铜钱组成的“喜在眼

前”的花样比比皆是。

1.2.2 谐音寓意

由于钱古称泉，泉又与“全”同音，两枚铜钱意

为“双全”，结合鄂南地区的口音，“笔定双钱”的

组合正是谐音“ 必定双全” 这一吉祥语；加上图 2b
所示的形象诠释， “笔定双钱”的部分含义就是“福
禄双全”。因为，毛笔除了表示超人的神力以外，还

能够象征古代平民获取一生幸福的重要途径——科

举考试；铜钱除了取“双全”的谐音意义外，还表

示财富和俸禄。所以，“笔定双钱”这个主题纹样具

有双重象征含义。

在鄂州花样剪纸中，“双钱”还经常与“福”“寿”

搭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五福”的说法。《书·

洪范》篇中说：“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在汉代的《新论》一书

中归结为：“福、寿、富贵、安乐和子孙众多”[4]。在

五福中，“福”“寿”当先，“福”“寿”双全是中国民

众的“幸福观”。由于蝴蝶的“蝶”与耄耋的“耋”同

音，因此鄂州花样剪纸常在纹样中以“蝶”来代表

“耋”的意思，表示年高[5]319。如图 2a图案的寓意就
是“福耋双全”，亦即福、寿双全。如图 1b图案中间
的纹样为三足大蟾蜍（也称之为“金蟾”），古人视蟾

蜍为能跳路跳财的灵物，加之“蜍”是“富裕”的谐

音，蟾还能入药，因而其形象成为吉祥富贵、财源茂

盛的象征[5]234。图 1b中金蝉与三钱组成的吉祥纹样，
蕴含了财源不断、富贵吉祥的意思。

2 “笔定双钱”纹样的语意特征

中国民间艺术理论家张道一先生曾将以物寄情

的民间艺术的寓意内容总结为：“福、禄、寿、喜、

财；吉、合、安、养、全”；寓意表现手法为：“表

号、谐音、象征”。其所总结的十字寓意内容其实就

是中华民众所向往和追求的生活境界，民众把这些

美好的愿望用他们熟悉的方式表现出来[ 6 ]。但这些

内容都是十分抽象的概念，民众凭借自己的智慧将

这些抽象的概念（亦即他们的愿望）对应到一定的

具象事物中去，并经过长期的应用，约定俗成，形

成了今天能够看到的民间艺术的寓意符号。

在吉祥观念中，民众的求全心理首先表现为对

圆满、无缺憾的追求，因此民间造物讲究圆满完整。

其次还表现为对成双成对，和谐对称的追求。民间

剪纸作者对事物追求完整与圆满的理想决定了剪纸

构图的完整性。在民间剪纸创作中，创作者基于“求

全”的心理，总会把抽象的观念转化为具体可视的

形象图式，按照多视角、深度透析、全过程的造型

规律，安排和把握平面化的圆满画面[7]。同时，只要

能达到美的效果，可以自由选择表现方法，民间剪

纸艺人很好地利用了剪纸的这一特点，因而能在局

限里自由驰骋。在剪纸作品中，对称、连续的纹样

屡见不鲜，如图 1a和图 2a所示。为了表现画面的完
整及体现对象的生机，在合适的纹样中往往会不经

意地加上某些纹样符号，以体现画面的完整[8]，如图

1b与图 2b，创作者分别在图样中心分别加上了蟾蜍
与“堂”字。

鄂州花样剪纸“笔定双钱”纹样不仅运用了民间

艺术中谐音的表意手法，表达了民众“必定双全”的

吉祥寓意，同时在造型上运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了民

众的求全心理。一方面，“笔定双钱”纹样的构图基

本上运用对称的手法（如图 1~2所示），这符合中国
传统造物的对称思想。如图 1b与图 2b的构图较为饱
满，则更反映出圆圆满满的吉祥观念；在造型上圆

形的铜钱象征着完整和圆满，又成双出现，代表了

民众追求偶数和对称的心理。另一方面，“笔定双钱”

纹样中，毛笔蕴含着读书做学问的意义。在儒家思

想的深刻影响下，中国民众普遍存在“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的心理。通过十年寒窗苦读考取功名，

进而为官一方，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大的愿望。

铜钱象征财富（也就是书面语中的“禄”）。在中国

古代，官员的工资称为“俸禄”，书读好了就能做“高

官”，做了“高官”往往意味着“厚禄”，这两者之

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把毛笔和铜钱结合到

一起，不仅表达了老百姓对“福禄双全”的追求，同

时也反映了他们对“高官厚禄”的企及。这是中国

古代千千万万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因此，人

们只能以谐音和隐喻的方式将心中的愿望凝结在民

间艺术之中。具体表现到鄂州花样剪纸中，就是几

乎随处可见的“笔定双钱”纹样了。

寓意手法是民间剪纸的精华。在剪纸纹样中常

常以大小鞋叠加寓意“同偕到老”，以蝴蝶和蝙蝠寓

意“福”，以荷叶和藕寓意“佳偶好合”。正是这些

看似漫不经心，且有点生拼硬凑的方法造就了民间

剪纸艺术寓美于朴、寓巧于拙的艺术风格。剪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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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作品表达了民众的求全心理，而鄂州花样

剪纸中“笔定双钱”纹样运用了谐音寓意和象征寓

意双重寓意手法，从多个方面反映了民众对幸福的

追求，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3 结语

现代设计可以运用传统民间剪纸艺术手法，以

现代的形式表现传统与民间的风格。中国民间剪纸

造型虽然是一种艺术形象，但是它不是对客观事物

的简单重复和真实再现，而是民间艺人对众多事物

原形进行大胆想象，再用艺术的手法提炼加工及创

造的结果。而现代的设计艺术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

的视觉传达手段，而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现代设计

师可以从中国民间剪纸中寻找设计元素，并对设计

对象进行仔细的观察与分析，然后将某种抽象理念

和心理状态转化为具体的形象，从而引发出抽象意

念的延伸和连接，使旧元素呈现崭新的视觉效果和

美感。唯有如此，才能在多元化的设计世界里产生

既与众不同又带有本土特色的设计。中国民间剪纸

艺术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是中国设计家艺术信念的支

点，同时也是中国设计艺术走向世界的起点[ 1 ]。因

此，现代设计师应当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民间剪纸作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本源，从民间剪纸出

发既可进入中国传统艺术的哲学体系、美学体系和

表现体系，又可与现代设计的时代发展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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