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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表明,作为我国民间美术艺术的重要形式之一,木版年画通过较为通俗的美术语言实现了

对于社会公众情感与审美意蕴的表达,从而有效推动了我国艺术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与丰富。在这一问题

上,大量研究指出,作为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木版年画流派之一,新绛木版年画在木版年画这一艺术领域

中相对较为知名。近年来,随着我国艺术事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有关部门指出,为了合理实现我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传承,积极推动新绛木版年画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较强的必要性。本文以新绛木版

年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多个角度针对新绛木版年画所具有的艺术特征进行了分析与探索,旨在进一

步推动我国民间美术综合水平的提升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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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社会发展的带动下,我国

对于文化事业的关注程度不断提升,从

而有效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有

序开展,为大量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注入了全新的动力。其中,作为我国独有

的艺术形式之一,木版年画这一艺术形

式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之间具有较为密

切的联系。总的来看,木版年画主要用于

在春节期间在家家户户的门户上进行张

贴,旨在有效表达人民群众趋吉避祸的

美好愿望。其中,作为我国木版年画中较

为具有代表性的一支,位于山西省运城

与临汾交界处的新绛县所产出的新绛木

版年画在木版年画领域中具有较强的代

表性。对此,大量研究表示,为了进一步

实现对于木版年画艺术的合理研究与探

索,积极做好新绛木版年画的分析是研

究人员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1 构图特征：布局平衡对称,画

面完整紧凑 

在艺术作品中,构图的本质是创作

者对作品中形象位置的安排,总的来看,

通过构图的合理设计,创作者可以合理

实现情感与思想的表达,对于作品艺术

性的培养与优化具有积极价值。对于新

绛木版年画而言,其构图在布局上讲究

平衡对称,以便进一步实现画面的完整

与紧凑。在这一问题上,大量研究资料显

示,在对年画进行构图的过程中,新绛木

版年画讲求通过良好的构图实现患者视

觉效果的平衡,从而给受众以画面稳定

的感受。从美学的角度来看,通过平衡对

称的应用,有利于实现空间视觉和谐的

保障,对于作品审美艺术价值的优化具

有积极作用。 

在实际设计过程中,新绛木版年画

的构图往往会以固定的中轴线作为基准,

从而有效实现左右两边图像的平衡对

称。在这一问题上,研究人员表示,新绛

木版年画所崇尚的对称不仅仅是简单的

镜像效果,而是在大框上实现平衡,而在

细节处做文章,即“和而不同”。例如,

在新绛木版年画作品《和合二仙》中,

两个人物形象在外形、动作以及服饰颜

色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对称感,然而,在细

节中,二者仍存在一定的不同。例如,二

人手持的物件一个是元宝,而另一个是

金钱。同时,虽然服饰相同,但是二者衣

服上的花纹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另

一方面,从画面整体视觉的角度来看,新

绛木版年画的画面布局相对较为完整,

通常整幅画面中的空白相对较少,从而

进一步实现了画面构图美感的合理提

升。在这一问题上,创作者通常先对中心

内容与形象进行确立,随后以此为基础

向周围进行其他形象的设计,从而合理

实现了画面的合理丰富。 

2 造型特征：造型变化夸张,具

有象征意义 

大量资料显示,在新绛木版年画作

品中,在对人物造型进行设计的过程中,

创作者往往对于形象进行了艺术性的加

工与夸张,进而使得其视觉冲击力得到

了合理的强化。在这一问题上,研究人员

表示,通过夸张表现手法的应用,有利于

实现事物本质的合理呈现,同时,这一表

现手法对于画面表现效果的优化具有积

极的促进意义。总的来看,新绛木版年画

在对作品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创作者往

往习惯通过夸张手法的应用实现艺术与

现实之间的感染力得到合理的提升,从

而进一步实现画面生动感的优化。例如,

在对新绛木版年画《老鼠娶亲》进行绘

制的过程中,创作者对于画面中不同老

鼠的细节动作进行了合理的夸张,从而

实现受众在对作品进行观看的同时可以

有效实现对于作品中不同老鼠的任务进

行合理的分析与理解。同时,通过对面部

表情的刻画,创作者有效通过喧闹的众

鼠对老鼠新娘的安静进行了凸显。 

另一方面,在造型设计的过程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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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木版年画有效实现了对于历代寺庙壁

画技艺的吸收与探索,从而使得作品中

的人物造型往往具有较强的“美”合“全”

的特征。在这一点上,通过对新绛木版年

画作品进行大量分析后可以发现,在新

绛木版年画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四肢和

身体往往具有较强的完整性,从而有效

实现了饱满张力的凸显。同时,新绛木版

年画的作品画面造型往往具有较强的象

征意义,这一点较为直接地反应了木版

年画艺术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

例如,在新绛木版年画作品《花开富贵》

中,通过对寿桃、石榴、牡丹等对象进行

绘制与勾画,较为形象地表现出了对于

长寿、多子以及富贵等寓意的向往。 

3 线条特征：变化性与概括性

强,具有装饰价值 

从线条的角度分析,新绛木版年画作

品的线条使用往往较为讲究,在相关作品

中,新绛木版年画无论是在对主要形象进

行描绘还是是次要形象进行描绘时,其创

作者往往不吝于对线条的合理利用。在线

条类型上,常用的线条主要包括几何线

条、折线以及曲线等。与此同时,在新绛

木版年画作品中,创作者创造性地对古代

国画艺术中的铁线描手法进行了合理的

应用,从而有效实现了画面中背景与人物

形象勾画力道的加重,对于作品整体视觉

冲击感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

在作品中,通过不同类型线条的使用,有

利于实现其装饰性的合理提升与改善。例

如,在“门神”这一形象中,通过相关曲线

与折线的合理搭配,有效地实现了花纹装

饰性的提升与强化,对于画面视觉价值的

提升具有积极价值。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相关线条所具

有的变化性与概括性相对较强。在这一

点上,对于受众而言,新绛木版年画的线

条设计整体给人的感觉具有较强的质朴

性,基于此,通过对画面进行观察,受众

往往可以有效实现对于画面含义的理

解。同时,通过对现行的合理应用,创作

者可以有效实现对于画面层次与明暗的

合理处理,从而有效实现不同视觉效果

的合理表达。例如,在新绛木版年画作品

《关公读春秋》中,画面中关羽、周仓以

及关平的任务形象的线条均具有一定的

差异性,从而对不同人物的面部特征进

行了详细的分析与勾画。同时,基于不同

线条的合理应用,有效实现了人物与画

面整体背景之间距离感的表达,从而有

效实现了衣着服饰飞扬洒脱的感觉,对

于作品整体感知能力的提升具有良好的

促进意义。 

4 色彩特征：对比调和明显,主

观性意味较强 

在色彩问题上,研究人员表示,新绛

木版年画的色彩主要与人类的情感本能

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在实际应用问

题上,新绛木版年画对于色彩的调和与搭

配进行了很好地应用。在具体色彩方面,

其主要应用的色彩包括篮、绿、黄、红以

及玫红等五种。在绘制过程中,相关色彩

主要采用近似色调和的方式进行搭配,例

如,通过玫红与红的搭配,有利于实现画

面视觉效果的合理优化。这一点在新绛木

版年画作品《文财神》中具有较好的展现。

在作品中,财神的服饰与画面背景等处均

进行了玫红色的使用,通过调和效果的优

化,在视觉上,整幅作品的明亮度得到了

显著的提升与优化。同时,通过面积的调

和,有利于实现人与神之间距离的合理拉

近,对于作品艺术价值的提升具有积极作

用。在色彩问题上,新绛木版年画在关注

色彩调和的同时还将关注点放在了色相

对比问题上,对此,大量研究资料显示,通

过对色相纯度进行对比,有利于实现对比

感的强烈,对于画面视觉冲击力具有积极

价值。同时,通过对纯度进行降低,有利于

实现画面视觉效果的有效改善,有利于给

受众以轻松之感。 

研究人员指出,在新绛木版年画作

品中,通过创作者的制造,在作品色彩选

择与应用方面往往实现了大量情感因素

的渗透,从而实现了色彩主观性的提升。

总的来看,在新绛木版年画作品中,大量

的色彩中均包含了当前居民对于自由与

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从而实现了色彩

的合理应用。同时,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

的特有民间艺术相同,在新绛县当地也

扣扣流传着一些木版年画色彩的应用口

诀,从而有效实现了人民群众智慧与经

验积淀的传承,对于作品视觉心理反应

的优化具有积极价值。例如,在新绛木版

年画作品《喜娃娃》中,作者通过对于不

同色彩的合理应用,有效实现了作品色

彩的合理丰富与视觉效果的优化,对于

作品艺术价值的提升具有良好的价值。 

5 结语 

从发展的角度分析,作为我国民间

美术的重要类型之一,新绛木版年画具

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此过程中,经过

千百年岁月的洗礼与沉淀,其中融合了

当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与风俗习惯,

从而使得作品题材更加贴合社会实际,

提升了其所具有的艺术审美与研究价

值。同时,通过民间日常生活的合理引

入,有利于实现木版年画自身题材的进

一步丰富。从艺术特征的角度分析,新

绛木版年画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构

图、造型、线条以及色彩等四个方面,

在这些方面,通过文化因素的合理注入,

有效实现了年画作品艺术特色的合理

发展与优化,对于艺术价值的提升与优

化具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马晓霞.山西新绛木版年画叙事

特征及拓展研究[D].山西大学,2019. 

[2]王思聪.平阳木版年画在山西紫

林陈醋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风景

名胜,2019,(10):41. 

[3]张天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

确认与保护措施研究——以武强木版年

画为例[J].大众文艺,2019,(17):3-5. 

[4]阳波.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滩

头木版年画的品牌传播研究[J].科技传

播,2019,11(14):147-149. 

[5]杜文静.山西新绛木版年画的民

俗文化内涵及表现手法研究[D].山西师

范大学,2012. 

[6]黄美平.平阳木版年画的艺术特征

与人文价值研究[D].太原理工大学,2014. 

[7]茉琳.郭全生.复活千年古绛州木

版年画[J].人人健康,2013,(04):18-19. 

[8]王小明.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

史田野调查札记——2009年9月访朱

仙镇、新绛木版年画传承人[J].年画研

究,2012,(00):131-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