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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北民俗年画作为中国东北地区地道的农民画，它根植于民间，凝结了黑土地劳动人民的艺术才能和勤劳

智慧，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纯朴的思想感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东北民俗年画的色彩有黑土地的地

域特色，其独特的色彩艺术魅力使之在我国的各流派年画中独树一帜。东北民俗年画的色彩研究是新时代

下保护我国传统民俗文化遗产的重要研究手段。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民俗年画的色彩表现手法应在传承

的基础上进入创新，这种创新体现在年画传播方式和绘画技法的创新，色彩的运用研究是年画绘画技法创

新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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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是中国特有的民间美术形式，它始于农耕文明，

历经了千百年的演变，分布于天南地北的广裹土地上，是

民间地域文化、民俗文化的产物。从不同派别的年画中可

以找到地域间鲜明的个性文化。这些个性因素体现在题材

内容、产地习惯的体裁、用色、线条及其不同的绘画韵味。

东北民俗年画构图饱满、用色泼辣、造型生动、线条粗犷

的艺术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民学和社会学价值，是东

北民间习俗的缩影。 

1  东北民俗年画概述 

东北地区水绕山环、沃野千里。清朝末期统治者为了

加强边疆控制振，兴关外经济，开禁放垦，鼓励移民实边。

黑土地地大物博，户益繁息吸引了大量的关外移民，因而

形成多元的关东文化。在多元文化的背景影响下东北年画

的题材非常广泛，大多以表现吉祥喜庆气氛及丰收的美好

愿望为主题，早期题材多是神像类、年年有余胖娃娃、老

寿星、神话传说类等。建国后，表现题材发生了重大变化，

大都以反映时代气息、新人新貌、英雄人物、建设成就、

科学知识、历史人物为主体现了新中国人民高尚的道德情

操，蕴涵了积极向上的情感。 

东北地区民俗年画在内容上反映了东北地区人民生

活风俗，更成为劳动人民精神世界的象征。白山黑水、乡

村、田间、林木，自然环境优美，使年画创作者们轻而易

举地获取大量的创作素材。那些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

的关东风土人情、生活趣事、劳动场面等，既能够满足大

众的审美需求，又能体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而极

大地激发了年画创作者们的艺术灵感。 

2  东北民俗年画的色彩应用 

东北年画色彩的色彩使用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又在遵

循中国传统的美术色彩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建立的，与此同

时又有一定的整体性。中国传统民间美术色彩是由原始的

单色崇拜逐渐发展起来的，形成以赤、黄、青、黑、白为

正色的五色观。五色作为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基础理论，一

直被民间艺术家用在作品的创作表现手法中，五色的色彩

饱和度非常高。东北年画在体现了中国传统色彩特征的基

础上，色彩填充明度高，设色艳丽，对比鲜明，从而达到

更加能吸引目光的效果，凸显过年欢乐明快的气氛。 

3  东北民俗年画的色彩美感 

东北年画在创作的过程中既遵循中国传统绘画和谐

统一的整体色彩理念，又注入了当地民间艺术家追求局部

的对比强调大胆创新色彩审美元素，画面整体的色彩层次

较为丰富，给人浓烈而不刺眼，强烈而又和谐的视觉感受。

在表现上既简洁扼要地体现了北方特有的风情地貌，又为

东北年画色彩风格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3.1  色彩表现源于地域特点 

年画色彩与造型的结合是年画艺术创作基础。东北年

画的构图饱满，“满”在东北民间象征着丰收，年画的创

作画面布局几乎没有空白，人物、石榴、花卉、鱼、寿桃、

花瓶、如意佛珠，琴棋书画，底纹饰，吉祥图案，构图丰

满气氛热烈。东北门神的年画构图还讲究对称之美，对称

中相互呼应，在呼应中又追求细节的变化之美，如此巧妙

的构图和布局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对生活的美好憧

憬。 

东北年画的色彩表现依然体现了“满”的风格，色彩

的“满”体现在色彩的高饱和度和冷暖色调的强烈对比。

东北年画注重色彩的具象写实，并以浓烈艳丽的色彩造型

为主，单纯的颜色设色的饱和度较高，这也是黑土地劳动

人民爽朗性格的情感趋势与淳朴表达。东北年画浓烈艳丽

的色彩，承载着最鲜亮的生活情感。设色艳丽的色调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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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劲古拙的线条使整个画面充满了平衡的美感。 

这样的画面设计之美既符合绘画的美学审美角度，又

展现出东北年画浑厚朴实的绘画特点。艺术源于生活，东

北的民俗环境创造了民间年画艺人在色彩与线条之间质

朴生动、简洁粗犷的创作源泉。色彩饱和度“满”的色彩

和这样的线条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鲜亮而不俗艳、赏

心悦目的视觉美感。 
3.2  冷暖对比的不同主题表达 

东北年画的色彩冷暖对比巧妙运用，色调的运用来自

于民间画家对色彩本能的视觉理解，这样的用色表达出画

家对生活强烈的热爱。在研究色彩的冷暖研究中，我们可

以发现色彩冷暖强烈对比的画面都在描写东北地区的风

土人情，风俗事实及民间盛行的寓言和传说故事。民间艺

人运用自己对色彩的淳朴的表达，将劳动人民在黑土地的

田间地头劳作的场景，和不同时间、地点、人物的场景生

动地用色彩体现在画面上，画面主体暖色调再搭配冷色调

的强烈陪衬下，画面显得色调均衡，相得益彰。 

东北年画冷暖对比运用表达手法在我国年画种类和

派别中显得尤为突出，源自于东北年画在设色的高饱和度

的基础上创作而来的，这样的色彩保留了年画创作的基本

属性，也可以做到雅俗共赏，得到民间审美的共情，使年

画走进百姓家成为东北民间必不可少的装饰元素，使年画

的文化元素扎根于民间，成为东北民俗的重要表现形式之

一。 
3.3  色彩的调和美 

东北年画暖色调多运用在吉祥喜庆、民俗传说的题材

中，中国人的节日注重喜庆欢快的色彩，暖色调更容易烘

托出绘画的主题气氛。在暖色调中，多运用红和黄。红，

有桃红和大红；黄，有柠檬黄和中黄；即便局部运用到冷

色也要多加黄、白、粉进行调和，使画面色调明快悦目,

和谐统一。在西方绘画技法中，色彩调和是将两种或两种

以上的颜色调和在一起产生新色彩的表现手段，在色彩上

给人感受和意识到的是一种整体协调统一的色彩视感。年

画和西方绘画的色彩调和有所不同，西方绘画的色彩调和

是在两种纯度很高的色中加入一定的中间色，视觉上会产

生一种平衡的美感。年画的调和多注重晕染，而不是降低

纯度。色彩不经意间的融合效果是民间画家追求的色彩调

和效果。在创作中注重色彩的调和，使整体的色彩效果更

加协调统一、丰富绚丽。色彩的晕染调和之美是我国传统

绘画审美的标准。 

4  结语 

随着社会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视觉审美随

着时代的发展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当今艺术信息表现多元

化的形势下，传统的民间年画在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

装饰领域，在节庆装饰方面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研究、

保护、弘扬传统东北年画已成为年轻一代艺术家的责任和

义务。在年画的传播形式上应从传统的木板雕刻、纸质印

刷张贴的基础上融入数字信息技术向多元化发展。让年画

出现在新的数字技术媒介载体上流传，给予这些古老的绘

画艺术新的传播活力，年画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一起发

展，走向新的巅峰，并产生新的活力。 

画家在新的时代的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年画创作的

色彩表现发生了转变，在新的题材、内容、画面板式的创

作中，色彩更注重事物景物的现实色彩还原表达，注重色

彩的美学和色彩现实主义的表达，这是东北新年画在建国

后期的重大突破，也是我国美育事业普及的成果表现，艺

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可以吸收多学科学派的绘画技巧，使

年画在传统的绘画基础进行创新。东北民间年画作为东北

地区劳动人民智慧的宝贵财富，是东北地区优秀文化的组

成部分。在新时代下要将东北民俗年画作为民俗文化交流

的纽带，将黑土地民俗文化传向世界各地，只有弘扬本民

族的艺术与文化，才能在世界的文化之林占有一席之地，

让中国艺术文化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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