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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水印版画在当代艺术语境下的发展
杨　双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相关研究显示，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我国各类艺术形式均得到了合理的发展，从而有效推动了我国艺

术领域的高度繁荣。然而，就目前而言，作为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水印版画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导

致其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发展处境，进而对其发展速度造成了不利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研究人员指出，为了有效实现版

画艺术在新时代的合理发展，版画艺术工作者应结合当代艺术语境有效做好对于水印版画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创新，从而为我

国水印版画艺术形式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与保障。在本文中，研究者从水印版画的发展情况进行论述，针对水印版画的艺

术特色以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同时结合当代艺术语境对水印板换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旨在合理促

进水印版画这一门古老艺术形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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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文化艺术领域中，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水

印版画艺术见证了我国印刷技术的历史沿革，因此，其对于

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从文化

传承工作的角度来看，作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形式之一，水印

版画艺术是我国人民群众在改造社会过程中所积累的智慧的

结晶，属于我国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社会发展的

过程中，有效做好对于水印版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1］。对此，通过对我国艺术发展史进行分析，研

究人员表示，中国古典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绘、刻、

印”的三种转移，在此过程中，艺术形式获得了较强的“间

性”与“复性”，从而为我国社会的发展与人文精神的传递提

供了强劲的动力保障。

一、水印版画及其历史沿革

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水印版画通过水墨渗透

原理的应用有效实现了印刷、雕刻以及绘画等艺术形式的融

合，从而为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的来看，作为

我国特有的艺术形式，水印版画在我国的历史超过了 1400
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一代又一代水印版画工作者

的不懈努力，这一艺术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肯定与关注。

近年来，在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大量绘画材料与工具的出现

为水印版画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然而，与此同时，大

量艺术形式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对水印版画造成了巨大的挑战。

二、水印版画艺术的主要特色

（一）版画作品实验性与探索性相对较强

在水印版画艺术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西方艺术思想

的影响，相关版画艺术家对于版画作品进行了合理的探索与

分析，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版画艺术形式的合理发展与探索，

从而推动了水印版画艺术实验性与探索性的提升与优化，对

于版画艺术形式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价值。与此同时，

从美学角度来看，水印版画的美学价值相对较高，有利于引

导相关人员更好地实现自身审美素养的培养。

（二）版画作品的绘画语言相对较为纯粹

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水印版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将

“印痕”作为核心开展了相应的艺术探索。在这一问题上，大

量工作人员通过对版画语言进行纯化探索有效实现了水印版

画绘制工艺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水印版画艺术造诣与作品版

面语言表达能力的大幅提升。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过

于注重对于版画做本体的分析与探究，导致水印版画作品在

一定程度上与现实生活出现了脱节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

对于水印版画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与限制。

（三）版画作品对于社会公众表达了关注

从作品内涵的角度分析，水印版画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效

实现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从而为艺术的发展奠定

了相应的社会基础［2］。然而，在对作品内涵进行审视的问题

上，该艺术形式同时对自身的艺术内涵做出了相应的保留，

并没有一味地迎合大众审美，而是主张通过对作品的深入欣

赏而引发相应的思考，从而为作品艺术性的提升提供可能。

三、限制水印版画艺术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版画作品的内涵有待进一步提升

研究人员表示，在版画这一艺术形式发展的过程中，由

于其对于艺术家专业能力的要求相对较高，从而导致大量艺

术家在进行水印版画作品创作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对于作品内

涵的探索，从而导致水印版画作品的内涵存在一定的不足，

从而不利于水印版画作品艺术价值的进一步提升与优化。与

此同时，研究人员表示，这一问题的存在对于水印版画在当

今社会中有效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二）版画作品与新技术之间存在隔阂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

丰富，大量绘画工具与材料在艺术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从而有效推动了艺术形式的发展。然而，在这一趋势下，水

印版画与新技术和新材料之间的交流相对较少，从而极大地

限制了水印版画技艺在全新历史时期中的进一步发展与优化，

从而对水印版画艺术生命力的提升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与阻碍。

与此同时，从受众的角度分析，由于水印版画所应用的技巧

与工具与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从而导

致社会公众难以有效实现对于水印版画实践的开展，进而不

利于水印版画这门艺术形式在社会是上的发展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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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画作品尚未实现与时代的融合

从发展的角度分析，就目前而言，在发展的过程中，我

国水印版画在题材内容选择问题上未能有效实现与时俱进，

从而导致版画作品的题材与内容与当今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

隔阂，从而不利于引发受众的共鸣，进而对版画作品综合质

量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3］。与此同时，艺术与现实

之间的割裂往往会导致艺术的根茎离开社会这块“土壤”，从

而导致艺术成为“无根之木”，不利于艺术形式生命力的合理

保障。

四、当代艺术语境下水印版画的发展策略

（一）做好水印版画观看方式的合理变革

作为重要的视觉艺术形式，水印版画在视觉方面具有极

其鲜明的特色，基于此，研究人员指出，为了进一步推动水

印版画艺术形式的发展，艺术工作者应积极做好对于水印版

画观看方式的合理转变，从而有效做好水印版画与其他艺术

形式之间的合理交流与探索，以便推动水印版画与其他艺术

形式之间的交流，进而在合理保障水印版画艺术本土性与民

族性特征的同时实现对于艺术形式的深入探索与解析，从而

为水印版画艺术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二）推动先进技术在水印版画中的应用

从艺术形式的角度分析，近年来，电影、电视以及摄影

等艺术形式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于版画艺术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4］。然而，在此过程中，有志之士指出，由于版画艺术与影

像艺术二者之间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

水印版画艺术的发展与革新，相关工作人员应积极做好对于

影像艺术的分析与探索，从而有效利用影像艺术为水印版画

艺术的发展提供助力。在这一问题上，大量实践表明，通过

多媒体技术的合理应用，有利于帮助水印版画艺术更好地突

破时间与空间等客观因素的限制进行广泛的传播平与普及，

对于水印版画艺术的发簪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价值。与此同时，

在多媒体技术的辅助下，相关艺术家可以更好地实现对于版

画创作模式的改良，对于版画艺术的多元化发展具有良好的

推动作用。

（三）促进水印版画与时代精神的融合

研究人员指出，在水印版画发展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

实现版画艺术生命力的提升与优化，相关工作人员在对水印

版画作品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应积极做好对于版画内涵的关注，

从而有效利用水印版画作品时代当前文化精神的表达，以便

推动版画内涵的延伸与拓展，从而为水印版画艺术内涵的深

化奠定坚实的基础与保障。在这一问题上，大量研究指出，

通过推动水印版画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相关人员可以为水印

版画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赋予全新的活力，对于这门艺术形

式的发展具有良好的推动价值。

五、结语

总的来看，作为重要的文化艺术形式，与其他艺术相比，

水印版画对于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在文化事业

发展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应积极做好对于水印版画艺术的合

理引导，从而进一步推动水印版画艺术在新时代的发展［5］。

在这一问题上，不可否认的一点在于，任何艺术形式在发展

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会面临高峰与低谷，因此，相关部门应放

平心态，在正确认清水印版画发展困境的同时结合当代艺术

语境积极做好水印版画艺术的调整与改良，以便进一步提升

水印版画艺术与社会公众文化艺术需求的契合度，从而寻求

破局之道。面对这一问题，研究人员指出，水印版画在发展

的过程中应积极做好与社会的交流，从而进一步实现水印版

画作品内容、内涵以及创作形式的变革，以便进一步实现对

于社会公众的引导，从而有效推动自身艺术价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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