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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鲁特版画与传承意义

美　丽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

摘　要：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而由此引出

有关本论文要探讨的主题——扎鲁特版画与传承方式。本文首先通过对扎鲁特进行简要介绍，其次着重分析版画的价值，再次讨论扎鲁特

版画的传承方式，最后对扎鲁特版画进行总结。版画世代相传后让更多的人认同本地区的文化并通过版画作品进一步了解该地区的文化有

几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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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rut Prints and Their Inheritance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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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force for national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is leads to the theme of this paper - Zarut prints and inheritance. This 

paper first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Zarut, then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value of prints, discusses the inheritance of Zarut prints again, and finally 

summarizes Zarut prints. After being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t has several advantages to let more people identify with the culture of 

the region and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ulture of the region through printmaking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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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版画是中国民间流传的木刻版画。是传统民俗文化中的一朵

奇葩，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和保护。扎鲁特版画就是深深扎根在辽阔

无垠的扎鲁特草原上并成长壮大的。它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

色吸引众多人的注意力。让扎鲁特版画走出内蒙古，甚至在向世界

发展当中，让自己的版画发展的越来越好。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

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是

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

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由此可看出发扬民族文化的重要

性，为了更好的传承中华文化，就要发展好各民族文化，各族之间

相互尊重，相互交流，相互欣赏才有利于共同发展，源远流长的中

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和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而本论文就是传承

民族文化——扎鲁特民间版画与传承方式。本文首先对扎鲁特进行

简要介绍，其次对民间版画的价值进一步讨论，最后传承民间版画

的几种方法加以分析。

二、扎鲁特概况

扎鲁特地理位置在东经 119° 14′至 125° 57′，北纬

43° 50′至 45° 50′之间，扎鲁特旗东与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期

接壤，西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为邻，南与哲里木盟开鲁县、科尔沁

左翼中期相连，北部与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以及哲里木盟的霍

林郭勒市交界。这儿的蒙古族人民能歌善舞，勇猛豪放，热情好客。

人们来到扎鲁特必定盛情款待，热情的主人会唱当地的民间歌曲举

起酒杯尽情享受在这一刻。重要的是这里一年一次举办盛大的那达

慕大会，有传统的摔跤，赛马，射箭，除了这三个活动以外还有各

种文娱活动，人们每年都期待的大型那达慕大会。

扎鲁特是以牧为主，农牧林结合的经济类型旗，有蒙，汉，回，

朝鲜等 13 个民族，是全市乃至蒙东地区民族文化底蕴最深厚，民

族文化资源最丰厚的旗县之一，是蒙古族乌力格尔、好来宝说唱艺

术的发源地，哺育了世界级民族曲艺大师琶杰、毛依罕等享誉中外

的艺术家，是国家命名的“乌力格尔之乡”、“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民

族曲艺之乡”和“民族版画之乡”。扎鲁特民间版画就是深深扎根

在辽阔无垠的扎鲁特草原上并成长壮大的。它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和

地域特色吸引众多人的注意力。让扎鲁特民间版画走出内蒙古，甚

至在向世界发展当中，让我们的民间艺术发展的越来越好。扎鲁特

版画前后两次在北京展出。第一次是 1982 年在北京北海公园画舫

斋由北京美协和内蒙古美协主办的“扎鲁特版画展”收到高度评价。

1987 年是扎鲁特版画第二次在北京展出。1986 年在《内蒙古日报》

上发文，题目为“版画之乡—扎鲁特”的文章，从此扎鲁特旗获得

了“版画之乡”的美誉。民间版画作品中可以显现出家乡浓郁的草

原生活气息和生活习惯，扎鲁特版画在 2009 年写入内蒙古自治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因此每个民族都有

值得骄傲的一面，他们也有值得被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

对其他文化没有高低之分，要同等对待，相互借鉴，才有利于每个

民族的文化建设和整个人类文化的推进和发展。

三、三、扎鲁特版画

（一）版画的概念

版画，是视觉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广义的版画可以包括在 

印刷工业化以前所印制的图形普遍具有版画性质。当代版画的概念

主要指由艺术家构思创作并且通过制版和印刷程序而产生的艺术作

品，具体说是以刀或化学药品等在木、石、麻胶、铜、锌等版面上

雕刻或蚀刻后印刷出来的图画。

（二）扎鲁特版画

扎鲁特版画是传统民俗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也越来越受到重

视和保护。是中国自雕版印刷术发明以来到近代印刷术出现之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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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漫长时期最富特色的图画传播形式。木版年画按照劳动人民的思

想要求、风俗信仰、审美观点、生活需要逐步发展完善，形成了自

己古朴雅拙、简明鲜艳的风格。它植根于民间，装饰于节日，长期

以来起着丰富劳动人民精神生活，反映美好愿望，美化节日环境的

作用。

（三）扎鲁特版画的历代代表性人物

扎鲁特是多民族相结合的旗县之一，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并

存，相互影响，和睦共存的好地方。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新兴木刻”

运动的浪潮传播到扎鲁特，因为扎鲁特是个大草原地区，有浓厚的

民族特色和生活环境，然而扎鲁特民间版画的作品内容带有浓厚的

草原生活，纯朴的乡间气息及淳朴的牧民，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经

风雨后，扎鲁特版画不仅在内蒙古颇有名气，也走向了全国，甚至

走向了世界，在传播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扎鲁特民间版画是重要的组

成部分之一，他代表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扎鲁特版画的发展

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

扎鲁特版画的第一阶段代表性人物有莫日根、照日格图等人，

他们的创作特点是朴实，粗犷，主要作品内容是草原生活气息，牧

民的生活方式，蒙古人的能歌善舞等 ；

第二阶段的代表性人物是杰仁台、色仁道尔吉、海日罕等人，

他们的创作风格的思维比较灵活、他们开始尝试用新的角度、新形

式和新技法，比起第一阶段的画作风格稍微先进一些 ；

第三阶段的代表性人物是韩戴沁、佟金峰、嘎日迪、乌日切

夫等人，他们除前人的创作特点外，创作形式上较为自由、轻松、

浪漫 ；

第四阶段的代表性人物前德门、吉日木图等人，创作内容和

技法上更灵活、多样性，更符合当代人的生活环境。

扎鲁特版画培养了众多的美术人才，在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

的道路上扎鲁特版画有一定的贡献。版画不仅仅是版画家刻出来的

作品，他还承载着民族文化，同时也是历史的真实写照，目前在新

的时代和新的环境下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方面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性

问题，面临这样的问题时候我们更应该弘扬，发展本民族的文化。

把优秀的一面展现给公众，让他人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

三、扎鲁特版画的传承意义

版画作为民族的文化载体，他的主题离不开本土的生活习惯，

扎鲁特版画起初的主要内容以日常生活为主，突出的是牧民的朴实，

蒙古族人的热情好客与能歌善舞，突出扎鲁特的风俗习惯。其次，

扎鲁特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美丽富饶的地

方。

（一）有利于传播民族文化

地域性，民族性是各民族的各种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在

这个世界上，各民族，各地区都分布在不同环境和社会，因此他们

各自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例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方面有

差异，也就是说性质上的不同。扎鲁特版画 2009 年被名为内蒙古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人是最重要并值得

被关注的人，因此，扎鲁特版画不断的培养新版画家，将他们的刀

刻技艺与方法教给学员，同时，刻画风格结合传统与现代的风格符

合当代人们的审美追求。为了扎鲁特版画的可持续发展，每一位学

员及传承人都在新方式将本土文化发扬光大。扎鲁特版画作品以朴

实、粗狂为基调，反映现实生活，主题鲜明，语言质朴而丰富。在

此基础上，创作思路、创作手法上趋于更自由、浪漫，如在变形空

间思维上，创作出刻纸、席刻等作品，反映出草原的经济、文化及

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通过版画作品重新认识当时的扎鲁特草原时

代背景，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饮食居住等，

所以版画有利于传播民族文化，把自己的各种文化用版画作品展现

给公众，让他们认识到这里的生活环境在哪些方面比较不同于其他

地方，能让欣赏版画的人们意识到扎鲁特草原文化的多样性，人们

能够深切感受到世界文化多姿多彩。

（二）有助于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人们永远铭记在心的是历史，永远追求或期望并且值得去探

索的是未来。在历史的长河中， 经历过风风雨雨，通过对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的剖析，挖掘与借鉴历史经验，对未来发展的道路上，在

有限的范围之内能起作用。扎鲁特民间版画正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反映出草原文化，经济等问题，是老一辈民间艺人的心血，在他们

的刻画基础上进一步改变画作风格，结合民族的与现代的，这也是

回顾历史并此为当作前进的动力。在不同的历史时间里，版画始终

都在描绘刻画着积极向上的样子，刻画出人们的各种情感，从作品

中感受到当时的生活环境是多么美好与艰辛。一副好的版画作品从

不同的角度看他就是挂在墙上的画，是版画家闲暇的时间随手刻画

出的作品，但他是民族、是经历、是力量、是团结、是经历。一副

好的作品能打动好多人，所以版画自身就有值得保存的价值，当我

们看到版画作品时候，就让我们不由自主的想到过去不同时期的语

言以及更多信息。

（三）促进多民族文化交流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必然会出现或形

成不同的文化，每个民族都有辉煌的历史并值得去借鉴。想要共同

发展，就离不开各民族或各国之间不断的进行文化交流。扎鲁特版

画就是鲜明的例子，扎鲁特版画前后两次在北京展出。第一次是

1982 年在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由北京美协和内蒙古美协主办的“扎

鲁特版画展”收到高度评价。1987 年是扎鲁特版画第二次在北京

展出。并先后应邀在呼和浩特、陕西西安、广东深圳、澳门、斯里

兰卡、坦桑尼亚、蒙古国乌兰巴托等国内外举办多次扎鲁特版画展。

少数民族非遗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经济功能属性，推动了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少数民族非遗为载体，可以开展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切实有效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活动。少数民族

非遗保护措施不断完善，传承方式不断创新，品牌性的非遗展示、

展演、展览活动影响广泛，加强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四、结语

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扎鲁特版画以鲜明的民族特

色，并结合现代的刻画出扎鲁特草原的真实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

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

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

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

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保护和利用好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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