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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农民画（非遗）的重构、创意与衍生 
——六合农民画元素在农产品包装上的运用 

◆王南杰  吴怡凡 

（南京晓庄学院美术学院  211171） 

 
摘要：在中国绚烂的民俗艺术宝库中，农民画作为特殊的民间艺术，独

树一帜，是“民间艺术的瑰宝”。六合农民画汲取众多传统艺术的精华，

融会贯通而自成一派，成为众多民间艺术中的佼佼者。本文通过分析六

合农民画的艺术特点，探寻六合农民画的设计模式、设计方法、设计风

格，用中国精神、现代理念，对六合农民画进行重构、创意与衍生，探

寻设计助推农民画产业发展的新思路、新作为。农民画元素与农产品包

装的结合，让大众从包装中就能感受到地道的农耕文化；欣赏到原生态

的乡村美景；分享农民乐观向上的生活情怀；感受到民间绘画淳朴大胆

的艺术魅力，能够在农产品的包装设计上体现出农民心中的诗意世界。

以期达到农产品的推广与营销，让农产品从田间地头走向千家万户，让

大众享受地道农产品带来实惠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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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农民画是南京民俗绘画艺术，六合农民画的手工性、民
间性、乡土性、实用性是她真正的内涵和审美。在如火如荼振兴
乡村，建设美丽家乡的运动热潮中，六合农民画作为珍宝得以开
发和利用。 

一、六合农民画的原创“土味”精神与审美 
六合农民画是冶山镇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众的、

生活的、民俗的艺术。六合农民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组成
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民间文化的宝贵财富。六合农民画
反映了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内容，表现了人民的审美理想和情操。
它反映着劳动人民独特的生活情趣，包含着丰富深刻的社会历史
信息，代表着民众的审美理想。作品富有诗意和幻想，在质朴的
艺术形象中，常常洋溢着生动的民间的幽默感。创作构思独出心
裁且大胆，都充满了质朴的美，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本
身。六合农民画陶冶着人们的性情，也培养着一代代中国民众审
美的眼光。 

艺术最主要的功能是满足精神需求，其中既有对未来希望的
表达，也有愉悦精神的审美活动，六合农民画就是希望的艺术，
是吉祥的艺术，是充满生命力的艺术。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与理想，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让人有更多的愉悦感觉。六合农民
画是劳动人民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艺术，积淀着劳动人民按照
美的规律把握世界的经验、技巧、法则，表现了劳动者美好的情
感和愿望。 

民艺学家张道一先生曾这样定义民间美术——“民间美术是
一个特殊的范畴，特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主要由当时身处社会
下层的普通劳动群众，根据自身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应用、欣赏并
和生活完全融入的美术形式”。六合农民画与民族民俗的关系密
切，可以说，它是民族民俗文化的形象载体，是民族民间风习生
活的直观性、审美性的象征表现。六合农民画装饰、美化、丰富
了社会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信仰和道德观念。六合农
民画世代相沿且又不断创新、发展，成为富于民族乡土特色的优
美艺术形式。 

六合农民画是生活的美术。我国古代的宇宙观与西方不同，
我国劳动人民重视现世，热爱生活，而不去追求天国，寄于幻想，
因此，我国人民祈望有美好的现实生活，并延续这种现实。总之，
这些内容是一种人间的、现实的、生活的祝愿，是劳动人民对美
好生活向往的最朴素的表达，直接反映我国民族的性格和品德，
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文化价值。 

六合农民画中体现出来的民俗意蕴，在时代性、民族性等方

面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它是特定时期、特定范围下不自觉的
群众意识和群体意识行为的结果，具有巨大的内在力，形成了民
族精神世界的内心凝聚力。 

六合农民画建构起自身独特的语言特色，浓缩了乡愁记忆，
体现了多维的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农民画在当下的文化特点恰
恰在于用艺术的角度审视了我国农村的社会现状，不仅如此更在
于用艺术的眼光表达了对急剧变化的现实给予的关切，契合了
“失根”“怀旧”的文化表征，整合了因迷茫与困境造成了价值
多元。在当前城镇化进程中阶段的农民画创作，对其理解与记忆
与其说是对它的观察与了解，不如说是对现代人情感焦虑的抚
慰，成就作为人类关怀的伦理性记忆，从而更多的与人建立深厚
联系，进入更为广阔的人类共同体。 

将六合农民画打造成一种新能源。借助典型传统“手工技艺
符号”，传达东方文化理念，增强民族认同感、归属感，从而实
现全球化时代语境下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诉求。由于保
护和发展不足，造成农民画文化流失，它不仅会使六合农民画本
身包含的民俗、审美等文化凝聚力被消解和替代，甚至可能使本
土的文化沦为其他民族价值观传播的媒介和工具，导致传统文化
样式的“空心化”。 

农民画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个民族
的生存方式、审美意蕴、生活态度及民族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场景。
六合农民画无不流露出劳动人民淳厚、率直、诚实的秉性和积极
乐观的丰富情感，表现出鲜明、艳丽、圆满、夸张的特点和浓郁
的人文“乡土”气息。 

当今社会经济髙速发展，人类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生存
环境等都在发生着变化，日益繁杂的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也在冲
击着中国民间美术——六合农民画的生存和发展。在现代社会，
这种民间美术形式逐渐被推挤到艺术审美情趣的边缘。农民画作
为反映我国民族风貌和民族情感的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存在
的空间正在被现代化一点点地吞噬掉。 

六合农民画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情思，是民族文化
传承的载体。六合农民画题材常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同质性，百姓
们并不会厌倦某一主题，而是在无数次地重复再重复。包含着人
们最迫切的愿望，表达最美好的心愿等。这种“恒常主题”就像
是用一个模子压制出来的一般，变成了农民画创作中的“基本模
式”。这种现象暗示着，在六合农民画作品和观念之间，有某种
恒稳的规范，一种大家都认同的意识在起着维系作用。 

总之，农民画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当代
民俗民风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同时农民画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本身
就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六合农民画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
的传承方式和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关注，进而使更多的民间美术
门类得到很好的保护、传承和产业化发展。 

二、六合农民画在农产品包装中的运用 
在持续变革的现代语境中，对于六合农民画来说，既是严峻

的挑战，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六合农民画的脱俗为农民画的发
展创新创造了有利条件，是对民间美术“生产力”的解放。脱俗
化的发展趋势无疑增强了六合农民画的适应性，以至于可以不受
时空限制地汇入现代生活潮流，给农民画的产发展提供新的商
机。这也为农民画创造了更大的开发空间。 

随着当代人们物文化消费的逐渐膨胀，一股“返璞归真”之
风也逐渐掀起，抓住了民间艺术品“淳朴天然”的卖点，广泛地
汲取农民画的精华和养料并将其释放于农产品包装设计中，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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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商业运作手段，让它们相继登上大雅之堂，实现产品增值，
这也是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现象。 

农民画长期以来都是与底层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紧密贴近
的，是属于生活的艺术。它是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它为人们提供了物质性服务，也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六合农民画中的审美内涵，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
逐渐发展和完善的，是人们文化观念和社会生活环境的重合。它
使人的存在、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实和促进，是一种独特的原始
艺术混合性的物质文化形态。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习俗密切联
系，是以实用的形态存在着的艺术价值，是农产品包装设计的灵
感源泉。 

六合农民画在农产品外包装的设计运用过程中，通过理想化
视觉形象的塑造，使审美主体在审美想象中，抒发被现实所压抑
的功利愿景，从而有效地消除某些由现实生活引起的心理紧张和
焦虑。 

六合农民画与农产品的包装设计的结合既要注重创新，又要
充分尊重农民画独特的创作形式。科学研究表面，一见钟情的瞬
间只要 0.2 秒。这件事在人与设计之间则同样成立。日本包装设
计大师笹田史仁在《0.2 秒设计力》中曾说：“购物的客人在经过
货架前，让商品映入眼帘的时间只有 0.2 秒。想要让顾客在这个
瞬间惊叹一声‘哇！’并且愿意驻足停留，那就必须靠抢眼的包
装。”由此可见，包装设计对于农产品的销售来说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通过调研发现，目前市场上大多数的农产品包装相对土气，
很多产品草率选择塑料包装或者瓦楞纸箱，缺少设计感。这样的
包装让人感觉档次低，不利于吸引高端消费群体。农产品的包装
设计在外观上没能达到当今消费者的欣赏水平，也很少考虑到甚
至忽略了包装设计在销售中能够起到的重要作用。农产品的包装
要和农产品的优良品质相匹配，这样才能相得益彰，塑造品牌形
象，提升品牌价值。研究发现，一个产品的价值，60％来自于包
装，因为消费者有时并不了解产品本质，往往只能借助于包装设
计、文字说明、生动的展示才能感受到。 

只有深研六合农民画的传统内容和传统形式，才能夯实农民
画元素农产品包装开发的基础。 

“稚拙美”是六合农民画的一大特色，很多六合农民画作品
虽然简单、质朴，但是它能给人以美的感受，大部分作品都是由
普通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所以，简拙、自由是民间美术的主要表
现形式，虽然六合农民画看上去非常笨拙，但是其中蕴藏了非常
丰富的生活哲理。农产品包装设计应该借鉴六合农民画的“稚拙
美”，这样，设计出来的作品能够给人一种亲切感，消费者能从
包装中体味到民间的真情冷暖。借鉴六合农民画的“稚拙美”，
农产品的包装设计就能融入六合农民画的精髓，体现出不拘一格
的自由形式，能够在情感上引起消费者者的共鸣，从而大大提高
农产品的销量。 

农民会把自己的美好祝福融入农民画作品当中，所以，六合
农民画体现出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百姓具有淳朴、积极、乐
观的生活态度，这是“祝福生命”的审美理想形成的重要原因，
透过六合农民画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人民的生活条件十分
艰苦，但是，大部分百姓还是保持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虽然
创作六合农民画的老百姓并没有过上富足的生活，但是他们仍然
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憧憬与希望。农产品包装设计也应该继承民
间百姓的审美理想，让人们在农产品的包装设计中看到积极乐观
的人生态度和美好的祝福。“祝福生命、关爱生命”是人类永恒
的话题，农产品的包装设计中融入这些理念，能充分体现出人与
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 

六合农民画在创作过程中讲究“真”，这里的“真”，不仅指
生活真实在农民画中的再现，还指创作者在进行创作时真情实感
的流露，这样，创作出来的农民画作品才会具有人性美。农民画
艺术家对日常生活的细心观察是农民画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
源泉。除此之外，在农民画作品中，创造者对作品的素材非常重

视，从农民画中，可以看到劳动者劳作时的汗滴、丰收的喜悦以
及农时的忙碌。艺术源于生活，六合农民画就是典型的例子，农
民画作品反映出人们的生活习俗和情趣，不但能够提高人们的审
美情趣，还能够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把具有美好意象的事物
用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就是农民画中的“善”。农产品的包装设
计中也不缺乏“善”的身影，将人们的美好心灵在农产品的包装
设计中展现出来，陶冶人，传递积极乐观的精神，进而提升农产
品的包装设计的社会价值。六合农民画的“真”“善”“美”从来
都是一以贯之，历久不衰的，将其继承和发扬并真正应用到农产
品的包装设计中，可以在形式和内涵上大大增强农产品的包装设
计的精神力量。 

在农产品包装的设计中，必须保证包装上面的元素都是来自
六合农民画的作品，这样才能保证包装设计的纯正度。由于一般
农民画的作品篇幅较大，整体运用在外包装上时，与包装的融合。
这时可以打破常规的束缚，将六合农民画的作品拆解，提取作品
中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将这部分元素运用在包装中。更进一步的，
可以提取多个元素，将这些元素组合，创造出新的图案。除了将
农民画作品拆解提取元素加以利用外，还有很多的创作方法，例
如加减、覆盖等。 

从六合农民画自身出发，在深入了解农民画艺术形式的基础
上，吸取艺术精髓，巧妙地结合现当代设计形式进行创作，使得
农产品外包装既有高格调的现代感，又具有浓浓的民族文化气
息。 

六合农民画中存在着农民画家投入生命、情感、艺术技巧所
成形的诗意世界，凝结于作品之上，应珍视其存在价值，探析其
构建的精神世界。如何在重构、创意与衍生中保留其纯粹性和完
整性，这对计者来说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作者构建的那个诗
意世界在农产品包装中为别人所感知，那么六合农民画的价值本
真就体现出来了，而不是机械的生搬硬套，如同一些试图用西方
当代艺术来改造中国陶艺的陶艺家的作品，显得不知所云。六合
农民画有一套自身的语言系统。盲目、错误的结合，必然诞生非
驴非马的怪胎，这样的结果导致丢失六合农民画的文化之根，其
构建的精神世界也变得模糊不清。 

浮躁与不安是工业社会中的普遍心理状态，人们试图通过获
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来消除不安，但在获取的过程中却发现自己迷
失在物欲的世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期望寻求心灵的放松，
希望亲近自然，以消除都市生活带来的精神疲惫，在物欲横流中
重返童年故园，在故园中觅得自己童真的身影。借助六合农民画
所设计出的农产品外包装欲为人们所接受，则必须构建一个能满
足现代人心灵欲求的诗意世界。注入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现代文化
的气息使其在现代生活中重置，融入现代和未来的生活中，让这
朵奇异的农民之花，得以延续原生态根脉创造符合现代人审美的
经典之作。满足现代人的理想和寄托心理和精神需求。 

当下单一的表达元素对社会已经毫无冲击力，一成不变的画
法技法和颜色运用同样会制约其发展。六合农民画应该从题材、
技法、颜色等方面进行本质上的革新，吸纳时代新元素。国内整
个产品包装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创意水平还比较低劣，
主要体现在名不副实，贴着文化标签却无法传递文化思想。六合
农民画在农产品外包装的运用时一定要明确产品特色，努力探寻
农民画的内涵，做到与其它同类型产品包装相比有自己的产品亮
点。但不能失去农民画作为民间艺术原有的韵味，农民画发展过
程中的身份、价值与功能的转变，是内部规律和外部环境相互作
用的必然。 

结语 
随着时代审美的进步、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凸显设计的民族性、
个性化、文化性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在农产品包装设计中，六
合农民画元素的运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六合农民
画与包装设计的关系是一脉相承。其间的相互借鉴和融合，促使
六合农民画有新的突破和发展。将六合农民画的设计理念和造型
语言运用到农产品包装设计中去，与现代化的进程节奏和现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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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融合，将传统的民族文化价值和内涵传递给大众，探索、继承、
发展、创新农民画多元化的存在及发展方式，孕育中国文化精神
的“中国元素”将为“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奠定自信，必将缔造
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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