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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随着文化艺术的大力发展，世界各国都存在着民
族文化与时代先进文化如何融合的难题。所以说，本文对现代
版画与传统文化契合及创新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期望现代版画在发展过程中，可以更多地融入我国传统的艺
术文化，使其更加具有民族特色，增加辨识度。

1、现代版画的发展现状及艺术语言形式表现 

1.1  现代版画艺术形式的生成及发展
现代版画的出现和艺术形式的演变与发展，从动荡的时代

走向了和平的时代，其意义因历史背景的差异而不断深化。我
国现代版画的发展与鲁迅先生的提议息息相关。他是第一个将
西方版画理论和版画家介绍到我国来的人。方便、简洁、经济
的木刻版画已成为适应革命发展需要的时代主要版画。但是，
革命时期的版画主要强调版画的大众化功能，以政治与革命创
造为目标，对版画原始语言文化追求及对它们本质的理解与思
考模式仍然存在一定欠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高校陆续设
置了相应专业。然而，关于现代版画艺术本质的争议却一直备
受人们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版画虽然蓬勃发展，
但是不可否认，现代版画一直都是我国进口商品，深受西方版
画艺术技法及其绘画理念的影响。与此同时，我国的现代版画
比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活跃，一批大批画家不断涌现，有
意识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探索出了我国现代版画的不同艺术
表现形式。这一阶段总体特征主要是强调了版画家对艺术本体
主观意识的觉醒，版画对艺术本体的回归，以及个性化表现手
法的创新。正如在《中国现代版画史》中所写，人们重新回到
了中国版画印痕和复数最基本的概念，利用了版画和印刷艺术
的特征将其作为进行版画和艺术创造活动的手段，并与材料一
起运用，更好地认识到了版画对于艺术的鉴别能力和敏感性。
然而，在这一乐观发展前景的背后，还有传统印版绘制与数字
版画在“版”方面的物质冲突，以及传统版画产品与现代版画
产品的相互兼容性等诸多问题。因此，在现阶段需要特别注意
的一点就是，现代版画的路径应该是反对或者完全背离了传统
文化，现代版画的路径应该是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1]。

1.2  现代版画艺术语言形式的表现
现代版画正处于发展期，容易受技术水平、艺术观念等多

重因素影响，西方亨利·马蒂斯曾说过：“精确不等于真实。”
这可以从现代印刷品的抽象形式语言中看出，相较于传统木版
画在建筑中的线性化，现代版画从点、线、面的综合角度发展，
以适应多种现代审美取向。到目前为止很多版画都是用抽象形
式语言创作的优秀版画。现代版画以新媒体、印刷方法等现代
方法为中心，但制作、印刷过程对木版画作品影响更为明显的
是其表面。现代版画的平整度是视觉、触觉和交流融合的结果，
但是丰富的介质和材料会影响平整度的效果。随着现代科技的
到来，数码版画也应运而生，但作为现代版画的一个重要物理
特征，平面形式语言不仅是装饰空间的重要手段，对于普通大
众来说也是一种高尚的存在。版画作品所体现的装饰工艺可以
说为客观、扁平的形式语言的表达提供了基础，从语言学的角

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脚步，文化艺术也在日益发展中壮大。由于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我国现代版画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传

统文化，开始变得抽象、随意，不能表现出中华民族本土的文化特色。因此，本文对现代版画形式与传统文化的融合进行

研究，希望能够进一步进行创新。从而使其在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同时，还能够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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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看，现代版画的多样化创作形式使得表达艺术符号成为可
能。多样化的象征性语言不仅丰富了现代版画的结构和表现，
也充分满足了现代人们对于多样性的审美要求。在我国现代，
象征主义描绘对象是十分丰富多样，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直至社
会条件和环境中的各类元素，它们均被认为是现代版画符号学
语言的一个重要资料。例如，在《工业日记》中，许多工业符
号很好地再现了主体性的题材和思想意义；在《口述历史》中，
提取了许多历史及其标志性的景观，这些文化元素结合其艺术
处理，将主题与精神深刻地内化 [2]。

2、传统文化与现代版画融合的现状

面对现实是现代版画的文化内涵精神，版画艺术需要反映
现实，进一步表达人性的力量和精神追求。这也是保持现代版
画形式吸引力的基础，好的版画作品是版画家关注现实的结果。
因此，不得不说现代版画艺术贴近现实，代表现实生活。现代
版画艺术的发展有赖于深刻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优秀作品的存
在和相应的技术标准。然而，受当代艺术观念的影响，许多版
画家放弃了我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智慧和在创作过程中实际运
用的价值。并没有捕捉到作品的内容或进一步表达人类思想的
本质。这是模仿西方视觉词汇的盲目移植，版画作品缺乏真实
感。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版画家的主观性，力图否定客观
现实，充满技术气息，刻意追求偶然性和抽象的形式方法。他
们的版画缺乏清晰、稳定和美丽的形式元素，缺乏真实的内容。
作品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让观者难以理解，也不容易与作品产生
共鸣。形式化的艺术语言需要以智慧、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
形象来体现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的精神。它是保持现代版画的
艺术感染力和寻求独特的正式风格的基础。在版画家的介入下，
优秀的当代版画被转化为相应艺术形式的作品，聚焦现实生活。
艺术之美，源于“陶瓷艺术之精髓”，源于传统文化，源于真
情。 对新形式的过度追求，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与观者的情感交
流和反应，从而失去了博大精深的生存土壤。在我国明清时期，
许多优秀人士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版画，留下了许多传世的
名作。其作品当中情感和形象的表达来源于深刻的生活经历和
真实情感的表达。许多当代优秀的现代版画，都是以再现性为
基础，以精细的制作手法、清晰的主题、真实的情感制作而成。
现代版画超越了现实世界的艺术表现，艺术创作总是离不开现
实生活。因为版画家在现实生活中的特殊情感体验最终来自客
观现实，版画艺术无论何时发展，都不能改变其作为弘扬民族
文化和反映客观世界的手段的功能。加强现代版画与现实生活
的联系，是提升现代版画灵性的关键。现代版画艺术只有贴近
现实生活，才能源于现实生活体验的形式美学，是我国传统版
画语言向现代转化的必由之路 [3]。

3、现代版画形式与传统文化的创新

3.1  版画形式的创新
事实上，现代版画的标志是它们总是产生独特而新颖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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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形式。然而，现代版画创新必须在传统版画的平衡与秩序、
整体与统一、审美观念的重新传递等基本形式的基础上进行分
解、建构和创造。现代版画艺术形式的创作受文化背景的支配，
离不开传统的文化符号体系，以确保创新形式与传统版画形式
之间的稳定联系。往往采用普遍接受的审美观念和特定的风格
更具可比性，它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接受性。传统版画厚重稳
重的造型理念，比概括和线描更持久的表现手法，以及丰富的
装饰特色，都是现代版画风格创新的良好参考。在现代版画创
新的实践中，版画家通过线、面、点的空间造型，突破了传统
自然模仿和传统版画艺术的局限，主观地改造和夸大可变形式
元素。通过强调、分割、分解、拼接、重构，颠覆了传统版画
作品的形式范式，以纯粹的结构形式融合成新的形式，创造出
新的、独特的、美丽的、有趣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现代
版画形式的创作自由，并提供了对版画形式创新的现代诠释。
当然，打破、更新和创造现代版画的艺术形式语言是非常重要
的。没有传统文化知识的丰富内涵，就会缺乏特殊的情感牵引。
只有观众理解并认可的作品，才算现代形式的创新。例如，《卓
玛系列》就是藏族题材，在保留传统吉祥图案、平面装饰等写
实风格的同时，也融入现代的视觉元素，表达人与自然之间和
谐的关系，以巧夺天工的形式，揭示了我国传统艺术的深刻意
境，呈现出西藏这个“神奇之地”独特。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
现代版画的创新才能实现出我国独特的艺术形式，才能独树一
帜地创造出充满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现代版画艺术作品。现
代版画的鲜明独特的形式与传统文化及其所属的人民审美是分
不开的。只有独特的传统文化精神和艺术形式，才能保持民族
文化传统的表现形式，为版画艺术形式的现代转型做出贡献。 
因此，在探索当代版画艺术形式的现代性，探索如何让当代版
画语言成为更具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化艺术符号的同时，这也

是我国当代版画艺术创造新形式的重要基础 [4]。
3.2  材质媒介的实验与创新
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现代版画越来越注重新材料的发现、

实验和应用。这样，版画作品的形态就摆脱了单一的风格限制，
追求非描述性有形媒介的陌生和丰富的表达，强调有形媒介的
重要性，从而实现“纯粹”的实验和创意性。物质媒介在现代
版画艺术形式中的发现、实验和应用，不仅需要版画家的艺术
实践，更需要观赏人员在传统文化影响下对物质符号的理解，
具有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与地方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现
代版画材料经常使用塑料、麻胶板、喷绘纸、石膏、等混合材
料，然而，现代版画中对于艺术的综合材料进行实验性应用却
并非一件盲目的或随意事，任何对于肌理的物象和材质进行的
创新都无法脱离民族的文化和审美习俗。即只有在对于材质的
研究、发现及其应用适合于传统的审美观并且与其作品的内容
相吻合时，现代版画艺术的综合材料丰富的质感表达才会真正
感动观者 [5]。

4、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传统文化是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传
统的版画在形成与发展过程已经历经千年之久，在其发展过程
中的表达和内涵都具有中华民族独有的特色。而伴随着现代科
技多元化的不断发展，版画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方向，但是更应
该牢记传统文化，并且将之结合起来。进一步在现代科技的支
持下与传统文化进行结合，契合其精神动力，将现代版画的发
展推向崭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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