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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种综合的表现意义
张　倩

（西安思源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版画作为一门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有着自己的艺术语言及表现手段，而现代的版画艺术则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化着，

更新的材料，新技术的运用，都使得版画跳出了以往传统的框架，综合这一概念的使用，也使得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定义版画，到底版画

应当遵循固有的版种特性保持自身语言的纯化，还是接受“综合”所带来的新的篇章，本文将从各版种的语言特征、不同版种的固定审

美形式到版种综合后的发展态势及作品面貌展开讨论，探寻版种综合这一方法的表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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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版种综合随着综合版在当代艺术语境下的发展也随之增速发

展，版画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化，而版种综合或是综合材料的使用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但对于版种综合的概念以及表现意

义，还属于模糊的状态，国内版画界当前对于版种综合的定义还

未形成定论，更多的是对综合版画的理解；所以本文将通过对各

版种的特性分析，结合版种综合的案例论述版种综合的表现意义。

二、版种特性

（一）版种种类概述及其艺术特性分析

对于版画版种的区分，从表现手法上我们将版画分为平、凹、

凸、漏等不同类型，本章中暂且不提及数码方式，本文将从不同

的角度来讨论各版种间的区别，我们通常通过识别制作印版的材

料和印刷方式之间的联系来区分版种。便于大众熟知认识版画，

学术界也曾按照制作版材的不同将版画进行粗略的划分，直接分

为石版画、铜版画、木刻、丝网；但随着新材料的开发使用，以

及版材的替换，如，木刻就有木口木刻、麻胶版、亚克力、石膏

版等不同种类，导致大众产生混淆，造成概念不清，或者对版画

的概念越来越模糊，这也是根据材料来划分的弊端。在本文中，

我们将根据印制方式的不同来分析各版种的特点及其艺术特性。

1. 石版画

属于平版画的一种，平版画制作过程遵循简单的化学原理——

水油相斥。石版画由于材料特性所致，版材表面是光滑的，它不

像凹版或凸版那样直接在版面上展示刻痕或痕迹；而是以一种肉

眼所不能见的原理将其自身的特点呈现出来；而在创作平版画时

相较于其他版种可更直接的进行创作表达，所以石版画更具绘画

性和直接性，造型上也可更多的根据主观构想进行直属性表达；

在表现手法上也多为自由，绘画性较强，可以直接展示出作者的

想法不需要技术层面上的转化，所以在画面的呈现上，石版画更

接近作者的构想意图，能直接的将作者的艺术构想通过特种铅笔

或药墨的形式直接绘制在版面上，不需要再重新构成，石版语言

也具有非常宽泛的表述性，并且在制作过程中会产生丰富的肌理

效果及绘画特点，它也是一种极为直接的视觉语言，在制版过程

中对材料的偶然性及流动性的把控，极大程度上使石版画作品产

生了有别于其他版种的细腻语言，使作品的呈现更细致深入，在

很大程度上也将痕迹语言及空间造型发挥了出来。

2. 铜版画

属于凹版版画，在众多的金属材料中，铜的质地最适宜于用

作雕刻和印刷，在过去，许多艺术家使用锌版来创作凹版版画，

但由于锌版的稳定性不如铜版高，所以改为稳定性更强的铜版作

为凹版的版材，铜版画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成为凹版版画的代表；

虽然有部分铜版通过酸液腐蚀或干刻的方法被称之为腐蚀版画或

蚀刻版画，但在我国早已习惯性的将其统称为铜版画；凹版版画

是利用版面凹陷的点、线、蚀痕来储存油墨，擦拭版面的时候凹

槽会将油墨存留下来，光洁的版面以及过分被腐蚀扩张已超过极

限的点或线都不能留下油墨。由此可知铜版画依赖凹陷的点、线、

蚀痕来留住油墨；版面经过铜版机压印后，凹痕中的油墨转印到

纸或承印物上，成为画面中形态不一的点线以及痕迹。这是凹版

印刷独有的限制性，也是凹版画的基本特点之一。

3. 木刻

属于凸版版画的一种，通常我们也将木口木刻以及石膏版、

麻胶版也并入其中，是比较直接和清晰的一种呈现方式，可以迅

速的将造型以及作者的想法及时表现出来，木刻同时也是充满刀

迹的，由于木刻的造型都是硬边的，没有模棱两可，没有隐晦可言，

造型上也是非常具有概括意义的，它的平面感极强，没有过多赘述，

通常是直奔主题的，最简单的表达反而产生了最强烈最直白的效

果，木刻的刀味儿及强烈的表现手段以及颇具装饰意味的风格，

成为了木刻独有的特征，再加之木质材料转印而生成的意象图形

的主观语言使得木刻更加有力量，更加生动。

4. 丝网版画

漏版版画的一种，是在平面的版材上做出孔或是在有孔的绢、

或其他材料上进行绘制再印刷，使油墨透过孔隙漏印到织物或纸

上，通过施加一定的压力使油墨透过有形状的漏孔所形成的图像。

这是一种比较直接的工艺，在版画中漏版的代表就是丝网版画。

与木刻、铜版等不同，丝网印刷所使用的版材是软性的，因此它

具有柔软而富含弹性的特征，丝网版画在表现语言上所独有的时

代感是自其发展以来就有。它的便捷性、灵活性，以及色彩的包

容性较之其他版种来说具有视觉冲击力和张力，给版画的语言形

式开辟了另一条途径。丝网版画创作的概括性以及强烈的视觉冲

击力，都是它极为突出的特点，都能更好地为履达创作者的观念。

三、当代版画通过版种综合拓展表现语言

（一）版画家运用版种综合的作品赏析

其实，早在几百年之前已经有艺术家开始尝试将两个不同的

版种综合在一起来进行创作，

挪威表现主义画家爱德华·蒙克就常常将两个版种叠加印刷，

这是我们发现的最早使版种综合的艺术家，现当代已经有许多艺

术家借助版画的形式进行创作，进一步对版画的综合做了新的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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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以下选用英格瑞德·丽顿特的版种综合作品来进行分析。

英格瑞德·丽顿特，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教授，在

她的创作中，经常会将两个版种结合起来，她痴迷于石版画的创

作，支持并接受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的理论，柏格森认为“绵

延是唯一的实在，而科学的时间只是抽象的幻想。在外部世界里，

只有空间，没有时间，因为我们在那里看不见物体在实践中的延续，

只能看见物体在空间中的伸展，”[ 《拓展与呈现》 陈昊 2017 年 ]

在她的创作中，经常用数码版画和石版画相结合的方式来表达自

己的观念，数码版的快速输出和耗时费力的石版正好对时间做了

一快一慢的注释，两个版种属性的不同也直接表达出了作者的观

念，石版有着最大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有绘画式的自由表现，数

码输出极具时代感，便捷的方式以及机器印刷带来的不同于手工

制作的感受，石版的温润结合数码输出的冷静，数码输出以“点”

和“网”的形态呈现，而这些点呼应石版的颗粒感，给了画面更

多的可读性，这二者相结合，利用版种综合带来的全新语言，以

及在表现形式上的拓展，也给她的创作拓宽了边界。

图 1《In a Whirl》英格瑞德·丽顿特 数码版、石版 2015 年

（二）对版画、综合版、版种综合三概念的理论概述

1. 版画

版画通过在木板、铜板上使用雕刻或用化学方法进行腐蚀

等方法制作版面，然后再借助印刷将图像转印到纸上。在英语中

Print 的意思是“印刷，版画”，所以版画与印刷是密不可分的，

但版画与纯印刷术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为了界定版画原作与印

刷复制品之间的区别，在 1962 年维也纳国际造型美术协会给了版

画以下定义：

（1）版画作品，是通过画家用木板、金属板、石版、丝网等

材料制版，将自己的创作想法借由制版转印到纸面上的作品。

（2）艺术家需亲手或在本人的监督下，将原创作品印刷出来

的作品。

（3）在已经完成的版画作品上，艺术家还必须署以自己的签

名及限定的版数记号。[ 《综合材料版画技法》杨锋编著 2002 年 ]

2. 综合版

综合这一概念的由来可以追溯到现存最早的孔版套色的印

品——辽代的绢本《南无释迦摩尼佛》，而这也当属最早的综合

版画技术的运用，综合版画突破了原有对于版画概念的限定，呈

现出了自己的独特语言，特殊的表现手法以及包容性给了艺术创

作更多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也被广泛应用到当代艺术创作中。

3. 版种综合

在本文的第一张第一节中根据印刷形式大致区分了版种的种

类，而对版种的认识是认识版画属性的重要途径，在本文的第二

节中，笔者也通过列举艺术家的作品，以及对作品进行分析，来

定义“版种综合”这一概念，尽管版画在制版材料上如此宽泛，

制版技术也不断推陈出新，但我们大致可以通过印制原理将其分

为“平、凹、凸、漏”这四种，而版种综合就是将这四种不同的

印刷方式综合，或者说是对这些不同版种的混合运用；它是版画

的方式也是当代艺术语言的一种方式。

四、版种综合的表现意义

（一）版种综合的适应性

在数年前国内版画界还在为综合材料介入版画是否会影响版

画语言的纯化而争论不休，但随着近些年国际艺术大环境的推动，

综合版以及版种综合的方式已经逐渐被版画界所接纳，传统语言

嫁接当代手段所表现出来的自然属性，以及符合现代审美的表现，

都使版种综合适应了当代审美，或者可以说版种综合以及综合材

料的使用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方式。这是版种综合所带来的适应

性，将多个版种组合在一起，给了艺术家更多的发挥空间，也使

艺术家将自己的想法表达的更加完善。

（二）版种综合的丰富性

版种综合不仅拓展了传统表现手段，相较于单一的版种，版

种综合的表现力更加丰富，两个版种的相加或是两三种印刷方式

的相结合，使得作品的可读性增加了，技法以及材料上的结合会

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传统版种制作的手法上再创作，不

仅有着传统方式的艺术趣味，也有新材料新手法所带来的新意趣，

这是版种综合除了画面形式以外给版画所带来的另一丰富性。

五、结语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赏析了版画作品，谈到了每个版种的艺术

特点，也领略了版画在其发展过程中独具一格的魅力，了解到综合

这一概念的来由，在版画的发展长河中各版种已形成特有的审美定

式，而当代版画通过版种综合也拓宽了其语言表达形式；版画作为

一种间接性的艺术创作方式，由艺术家不断创新赋予了它新的语言，

也将版画带到了当代艺术的语境，随着大家不断地思考，不断论证

并重新考虑版种的特性，考虑“版”的含义，使得综合这一手段逐

渐被众人接纳，版种的综合使得当代版画更加开放，表现形式更加

的多元化，制作手段也更为多样化，从而也成为艺术门类中重要的

手段之一，与其他艺术门类便捷的结合方式，大大开阔了版画自身

发展的途径。立足于中国当代版画的发展，我认为我们更应该以一

个开放积极的心态去接纳创新，接受版种的互相融合，打破各版种

之间的界限，在当今的艺术发展中，需要的更是融合，艺术应当是

没有种类区分的，不应该受画种的限制，我们应当形成一种新的思

维方式，使版画不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能得到拓展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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