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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间文化研究

摘要：本文以田野考察的形式对蒲城赵氏木版年画从发展至衰

亡以及存世的现状进行表述，结合史料进行系统分析，最后通过赵氏

木版年画自身的价值和民间传统归纳总结出其存世的原因。笔者再从

中国古代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文化区别上分析总结，继而得出

“小传统”是中国古代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依据。因此，只要有大

众，就一定会有民间，只要有民间就一定会存在“小传统”，只要

“小传统”在，民间美术就在。

关键词：赵氏木版年画；地域；传统

一、蒲城赵氏木版年画渊源

蒲城位于关中平原东北部，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呈坡阶式递

降。据《陕西省志》载：“以县东有蒲池，故名。”民间艺术在

蒲城也是种类繁多，各有特色，如起源于唐代的焰火、起源于宋

代的特有剧种——石羊道情、起源于明清时期的木版画，历史悠

久的面花、麦秆画等等。据《渭南市志》载，蒲城的兴镇以及周

边村庄在隋唐时期便有了少量的手工业作坊，主要生产有“蒲

纸”（麦秆纸、爆纸）和烟花爆竹。从明万历初年至清代直到民

国初形成了以兴镇为代表的市镇，集市贸易兴盛，所产纸张远销

陕北、甘肃的兰州、甘肃的平凉等地。蒲城在宋代开始便以泥质

字模和图案为主兴起手工印刷，明清时，采用木刻字和木刻图

案，印制花炮和年节祭祀供奉的灶君、土地、门神等套色年画，

产品盛销省内各地区以及四川、甘肃等地。

位于蒲城县城西北15公里处左右的兴镇在民国之前叫“精纸

坊”当地也有叫“旗（jing）仕坊”，主要以生产纸张而得名，

当地人称其为“蒲纸”。民国时改称兴市镇，建国后定名兴镇。

笔者在采访赵氏第四代传人——赵纪善，得知赵氏家族木

版年画作坊于清光绪年间由渭南迁入蒲城兴镇继续开办作坊印制

年画，当地人称“赵氏画铺”，以大量印刷木版年画进行贸易。

据赵纪善（现已有70多岁）的回忆，最初搬至兴镇开画铺的是他

的老爷，画铺以印制“灶爷”（灶神）画而得名。每年农历八月

十五过后，除过当地工匠外，还有来自长安郭杜、蓝田、渭南等

地的匠人连同赵氏本家人共计30余人开始印刷年画直至年末。印

刷数量属清末民初为最多，每年可达二百万份左右。每年年末有

来自于甘肃庆阳、平阳、青海等外地客商来此购买年画，近处有

周边县城如渭南、大荔、澄城、富平、合阳、韩城等地都在此采

购年画。赵氏画铺第四代传人是现已 70余岁的赵纪善老人，生

于民国末年，经历了民国的年画辉煌、解放前后的繁荣与萧条、

“文革”期间的人为的破坏、改革开放后的“回光返照”，以及

上世纪90年代后木版年画市场逐渐萎缩消失。

木版年画被淘汰的现实使得几百年来依靠印制销售木版年画

为生的赵氏家族的经济生活状况极度恶化。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赵氏画铺第五代传人赵凯军不得不改行从年画印制改作冥币印

刷，专供传统节日、丧葬祭祀之用。如今的赵凯军为了适应市场需

求已购了两台胶印机，而且制版与刻版也都已运用电脑数字来制

作，销量非常大，收入可观。在考察中，笔者发现，他并没有放弃

赵氏木版年画的传承，而是利用闲暇时间在对其家族的木版年画旧

稿进行重新刻制，以恢复其全貌，为赵氏木版年画申请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做准备。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给手艺人带来的潜

在的“实惠”，或许也是存留民间艺术的一个契机吧。

二、赵氏木版年画存世的原因分析

赵氏木版年画不仅体现关中地区木版年画的民俗传统，更

体现着东府地区的民俗传统，也是本地劳动人民的生活观、审美

观、信仰观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兼有国内其它地区的民间美术和

木版年画的审美特征。而蒲城木版年画存世是具有多方面的因

素，如地理特征与民俗特征，审美特征，地域文化特征等都对其

存世具有不可或缺的因素。

1.赵氏木版年画自身具备了其发展延续的内部因素

其一，品类与当地民俗的统一。任何品类的民间艺术都必须

以当地的民俗文化为创作根本，否则将会被迅速淘汰。赵氏木版

年画的品类正是在符合了东府地区民俗传统文化下而赖以生存发

展的。凡带有宗教色彩的绘画除要求满足民俗特征以外，还需要

有更深一层意思，即要求作品能直观地，迅速地把承受者领进这

个感觉的超然世界，而并不需要大众通过深入分析和感情对立的

某种感受，而是使大众更为直接的不做任何怀疑的去接受画面的

艺术风格。而作为装饰品的灯笼年画是没有太多的神秘色彩，其

更多的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有意味的形式，因为缺少了灯

笼画的灯笼是不完整的。这一现象与凤翔木版年画在品类上的比

较也体现出了赵氏木版年画发展的局限性。

其二，审美特征上完全符合东府地区大众对美的要求。民

间美术中的美并不是建立在纯粹的形而上的审美特征，而是以实

用功能与生命需要作为自己的审美准则，以当地民俗传统作为审

美判断与选择的标准。蒲城赵氏木版年画便是基于人们对因果报

应的至善至真的生命追求上，这便是其创作的动机与源泉。人们

追求美是建立于真善的基础之上，通过木版年画的表现形式来体

现，从而使人们达到真实、安定、富裕的最高理想。因此蒲城赵

氏木版年画在东府地区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过客，而是民俗

的需要。是民间大众对真善美的需要，是合乎自然规律的产物。

其三，地域文化特征的决定作用。地域不同，文化的传播与

发展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地域特征是形成民间艺术特征的

重要因素。东府地区民俗文化便是在这特殊地域下形成的特有的

个性特征，同时这种特殊的文化又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东府

地处黄河流域，与地处渭河流域西府地区的地域文化特征不尽相

同，相对来讲，东府人的生存方式要闲适一些，生活节奏也相对

疏缓一些，黄河水给了东府人极大的生存便利，东府人乐得享受

自然天成的赐予，本地的富庶吸引了外地人，逐渐形成了相对繁

华的农村经济。

2.朴素的信仰存在使其仍有市场

我们说古代中国人的文化和生活，其实不能仅仅去看《四

书》《五经》《老子》、《庄子》，也不能只看唐诗宋词。那些

最深刻、最普遍的支配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知识，包括最基本的道

德原则，有关世界的整体知识，有关生活和生产的日常知识，其

实与经典著作中所反映的上层世界很不一样。例如在佛教的寺庙

里有关常识的教育，这里关于佛教的最主要的常识，不是很玄

虚的关于宇宙本质的道理，而是关于“人生苦难”、“因果报

应”、“有求必应”的简单信条。

这就是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别。这种区别也可以

叫做“正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差异。在古人看来，神灵既能够

为人赐福，使其希望中的美好事物变为现实，又可以消灾避祸，

减轻人们生产生活中的痛苦和磨难，因此神灵在人们心目中总是

占有崇高的地位。但另一方面，神灵也可能对人们的某些举动有

所不满而降祸于人，所以人们对神灵又深怀敬畏感。因而认识自

然的原始逻辑思维方法便成了唯一的方法世代传承，用神秘始因

来解释社会给与民间劳动者的不可抗拒的压制力量，这就是“天

命”“天意”“神”之类。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

社会地位，将原始逻辑思维进行改造、利用和发展，在祭祀、

丧葬等社会活动中将其进一步“完善化”“合理化”和“制度

化”，神秘互渗的推理和排比，几千年来成为确定无疑不可更变

的固定模式。

蒲城赵氏木版年画存世的原因分析
孙锦谊     （西安美术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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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民间艺术中的一朵奇葩，朱仙镇木版年画有着拙朴

的造型特征，从这醇厚的造型特征中，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与装饰

艺术特色。从现代平面设计的角度来讲，她的造型特征符合现代平面

设计的审美标准，具有一定的借鉴和设计意义。本文通过剖析朱仙镇

木版年画的造型的意向表现、用线的装饰意味，以及造型的平面设计

特征分析，阐释朱仙镇木版年画造型特征的现代平面设计意义。

关键字：朱仙镇；木版年画；造型特征；现代平面设计

基金支持项目：河南理工大学青年基金（人文社会科学类）支

持项目，项目编号：Q2011-05

一、朱仙镇木版年画造型的设计意义

朱仙镇木版年画创作的民间艺人大都是农民出身，在造型

设计上，不同于“模仿自然”的现代透视法则进行创作，而多以

“以象寓意，以意构象”的民俗传统思维造型模式来表现。从现

代平面设计的角度来讲，年画造型所表现出的人物体态饱满，形

象夸张，风格简朴，人物无媚态，颇具装饰艺术特色，符合现代

平面设计的审美标准，对现代平面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和设计意

义。

二、朱仙镇木版年画造型的意象表现

朱仙镇木版年画属中国民间吉祥艺术的一种，其造型为意象

性造型，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特色象征性艺术的表现形式。民间艺

人们在进行创作之时，就将这种被赋予特殊观念意义的事物转化

为一种特定的视觉符号进行表现。换言之，朱仙镇木版年画造型

的题材、图案和色彩都和普通百姓的观念相关联，映射出人们与

自然、社会的某种关系，展现出一种超乎感性形象之外的涵义。

图1

图2

正如王朝闻先生所说：“当人们一定的善恶观念、是非观

念、美丑观念和人们对它的某些特殊的感受相联系，它的某些特

征在感受中才具备表现特定的思想感情的作用。”1这种将所表

现的题材、图案和色彩赋予特定涵义而“符号”化的造型方式，

即意象化的造型表现方式，是人们寄托美好生活理想与愿望的功

利性意愿表达。张道一先生将这种缘物寄情的寓意内容概括为：

“福、禄、寿、喜、财、吉、和、安、养、全”。2如曹家老店

的这两幅《增福图》（图1），表达了人们期盼年年增福的美好

愿望。天成老店尹国全师傅创作的当代年画《奥运福娃》（图

2），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标志和吉祥物福娃的形象巧妙地糅

合进一个大福字里面，并加入了年画中常用的鲤鱼、紫葡萄、红

牡丹等象征连年有余、紫气东来、花开富贵等象征性的吉祥图

案，表达了对北京奥运会的美好祝福，同时也是民间艺术与现代

艺术完美相结合的典范。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造型表现手法与民间艺人们的意象性创

作思维方式有着重要的关联，并深受其制约和引导。意象性思维

不同于非逻辑性思维，是一种凭借意象进行联想、类比、推导的

思维活动，具有多义性、比附性、主观能动性、联想性和非程序

化。民间艺人们在这种造型思维的约束和引导下，多将相似或相

近的事物相互进行比喻和表征，并主观能动性地加以改造，使之

趋于相近或相似，从而具有可比附的性质；或将客观事物进行重

新组合再创造，加以丰富的联想，创造出一种浪漫、洒脱、自由

和夸张的境界。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意象性造型思维同样与人们早期生产社会

刍议朱仙镇木版年画造型的设计特征
崔 晓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焦作    454000）

按照一种的流行观念，信仰是一种与神鬼的利益交换，信

仰者要付出代价，所以中国古代的信仰，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虔

诚的信仰，往往是一些很实际的信仰。从历史范畴的概念来看，

民间美术创作仍是以生命这个巨大选题，通过集体思维的交流互

补形式，用神秘的互渗的逻辑思维推理和排比的方法，来体现集

体意识倾向和个人的生命价值。法国社会学家路先·列维——布

留尔（lery—brlihl·lucien）给原始逻辑思维所下的定义是，

不关心任何矛盾，不追究它，也不回避它，而且允许同一实体在

同一时间存在于两个或几个地方：允许单数与复数的统一，部分

与整体的统一。比如：生与死的矛盾本质它们并不追究，却只将

生与死的变化看成是人的生存空间的变更，认为人们死去只是进

入了另一个世界。比如东府民间木版年画的天地全神，人们宁愿

相信在人类社会上有神明，其最高统治者是玉皇大帝，人的一切

行为活动神都看得见。如果人干的善事多了，就是积了阴德，在

下个轮回中仍然会是人，否则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或在下个轮回

中变成被人使唤的动物，而这种联想与认识能够引起人们强烈恐

惧，敬畏心理。而那些由神我互渗的逻辑排列而组合形成的民俗

类型体现于木版年画中主要包括神话传说中的门神、灶神、土地

神、财神、天地全神和丧葬祭祀先人的龙凤钱马与冥币等。因

而，只要有“小传统”的存在，那么，在民间人们便很难不与这

种民俗形式发生关系，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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