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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艺术特色探索
杨　双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总的来看，作为我国木版年画艺术中的佼佼者，朱仙镇木版年画在我国民间美术领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研究价值。

基于此，在文化艺术发展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民间艺术的合理发展，研究人员应积极做好对于朱仙镇木版年画的

深入分析与合理探索。本文以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研究讨论工作的重点，从造型、色彩、构图以及线条等四个方面针对该年

画艺术形式所具有的艺术特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索，旨在进一步推动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工作的细化与深入，从而为我

国木版年画艺术的发展与传承奠定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关键词：民间美术；朱仙镇；木版年画；艺术特色；审美价值

研究人员表示，作为我国重要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年

画艺术在我国的发展历史超过了千年。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演

变中，这一艺术形态已经有效实现了与中华民族人民群众日

常生活的合理融合，从而成为了我国文化元素中重要的组成

部分。在此过程中，作为年画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朱

仙镇是我国木版年画的发源地，同时，该地木版年画的艺术

造诣在我国艺术研究领域中得到了合理的肯定［1］。基于此，

为了进一步实现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繁荣，研究人员应积

极做好对于朱仙镇木版年画艺术特色的合理探索与分析，从

而将其有效地与高校艺术教育教学工作相结合，以便合理推

动木版年画这一艺术形式在传承与发展。

一、朱仙镇木版年画概述

（一）朱仙镇木版年画

大量研究典籍显示，分布于河南朱仙镇、开封以及周边

地区的朱仙镇木版年画是我国木版年画这一艺术形式的鼻祖。

在 2006 年，该艺术形式经过有关部门审批被列入我国第一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分析，朱仙镇木

版年画主要起源于唐朝，在宋元时期得到了合理的发展并在

明代达到鼎盛时期。总的来看，该木版年画作品有效实现了

对于我国工艺文化的合理发展与继承，在不同时期的年画作

品中，受众可以透过作品对其中所隐含的乡土气息与民俗文

化等进行合理的分析与探索，从而有效实现朱仙镇木版年画

作品艺术价值的提升［2］。此外，与其他地区的木版年画作品

相比，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人物形象较为饱满庄严，无媚态形

象，有效实现了对于我国北方木版年画特色的彰显。

（二）朱仙镇木版年画的题材

从题材的角度来看，朱仙镇木版年画作品的题材相对较

为丰富，主要涉及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童话故事、爱情故

事以及神话故事等多种类型。通过对大量年画题材进行划分，

可以将其简要地归纳为门神类、传说故事类以及吉祥寓意类

等三种。其中，门神类年画主要以尉迟敬德和秦琼为主；神

话故事类涉及的领域相对较为宽泛，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以

及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在朱仙镇木版年画均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吉祥寓意类的年画对象主要以仕女、娃娃、松竹、牡丹以及

仙鹤等题材为主。

二、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艺术特色

（一）造型特色：人物形象庄严刚正，外貌造型较为夸张

在人物造型方面，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人物形象相对较为

夸张，同时具有较强的庄严神圣特征。在此过程中，在对神

话人物进行描绘的问题上，相关造型具有较强的古代审美观

念，主要以神情威严庄重、体态健硕威猛以及顶天立地为主。

在设计问题上，为了进一步凸显人物形象，朱仙镇木版年画

的创作者对于人物身材比例进行了相应的艺术夸张，从而有

效促进了视觉效果冲击力的提升［3］。在具体绘制方法上，在

对英雄人物进行表达的过程中，受众往往可以通过相关绘画

形象对于人物所具有的大义凛然之感进行直观的感受。同时，

在人物造型上，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主要特点在于其木版年画

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均具有庄严威武的特征，无媚态存在。

从艺术内涵的角度分析，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人物形象具

有诚实单纯的特智能，其重点通常在头部表现上。在这一点

上，相关资料显示，朱仙镇木版年画作品中人物头部与身体

的比例多数为 1：4，基于这一比例下，人物形象在视觉表现
方面往往具有头大身小的特征，从而合理实现了人物形象视

觉效果的优化，有利于帮助相关人员合理实现对于作品的合

理理解。

（二）色彩特色：色彩具有文化深度，有效凸显人物性格

在色彩应用问题上，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用色极为考究，

其主要以植物和矿物作为原料进行颜料的制作，大量研究数

据显示，此类颜料的纯净度相对较高，可以确保色彩鲜艳度

的长时间保存［4］。在色彩选择问题上，朱仙镇木版年画有效

实现了对于中华民族传统色彩取向的传承，将红、黄、青扫

三种颜色主要基础色，同时辅以其他色彩的应用，从而进一

步推动了色彩效果的进一步提升与优化。与此同时，在色彩

应用问题上，通过色彩调和的合理应用，其进一步实现了画

面综合色彩的丰富，对于审美简直的提升与优化具有良好的

促进价值。

此外，在色彩选择问题上，朱仙镇木版年画通过色彩对

于不同人物形象的特征进行了合理的表示，从而进一步实现

了粗犷质朴人物精神的合理展现，对于画面整体色彩的协调

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价值。例如，在对朱仙镇木版年画作

品《秦琼》进行绘制的过程性中，通过白色与黑色的点缀，

有效实现了人物形象的进一步发展与丰富。同时，通过在秦

琼脸上使用金色或银色打印一个年面，有利于实现人物精神

抖擞之感的进一步彰显。此外，在对年节木版年画作品进行

创作的过程中，朱仙镇木版年画往往会进行强烈色彩的合理

应用，从而合理实现节日氛围的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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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图特色：图像较为对称平衡，画面整体趋于饱满

相关研究指出，在构图问题上，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画面

具有紧凑、对称、饱满以及繁密的特征。然而，在绘制问题

上，创作者同时有效实现了传统构图理念的传承，从而通过

对于人物比例进行控制合理保障了主题的突出。同时，基于

对人物位置的合理排列，有利于实现画面空白的合理填充，

对于画面整体层次感的加强具有良好的促进价值。此外，在

构图问题上，通过大量人物、动物、植物以及象征美好寓意

图形纹饰的应用，有利于推动画面整体美学价值的进一步提

升与优化。

总的来看，在朱仙镇木版年画作品中，大量作品具有较

强的对称性，这一特征也是我国木版年画艺术的共性特征之

一［5］。具体来看，在年画作品中，大量作品人物形象往往具

有顶天立地的特征，在这一基础上，创作者往往习惯于通过

中轴线的引入实现对于相关内容的合理重塑，对于作者审美

价值的提升具有积极价值。此外，在构图问题上，部分人物

形象有效实现了对于戏剧脸谱元素的引入，从而实现了构图

笔法的细腻与色彩搭配的明快特征，对于构图整体视觉冲击

力的优化具有积极价值。

（四）线条特色：刀法线条种类丰富，强化了线条装饰性

在线条应用问题上，朱仙镇木版年画作品应用了大量的

线条进行作品形象的勾画。对此，研究人员表示，通过大量

曲线与折线线条的应用，有效实现了作品整体结构的调整与

优化，对于作品协调性的发展与完善具有积极的价值。从线

条特色的角度来看，朱仙镇木版年画作品的线条具有苍劲的

特征，作品中所应用的折线与曲线有效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道家阴阳元素的引入，对于作品节奏感与层次感的强化具

有积极的价值，有效实现了北方民族豪放、淳朴以及大气风

格的彰显。

从美学欣赏的角度来看，在朱仙镇木版年画作品中，线

条往往还具有较强的美学韵味与装饰性。其中，通过对于古

代人物画技法的合理应用，有效促进了作品生动性的提升
［6］。与此同时，通过对于不同用刀技艺的应用，作品中合理

实现了对于线条流畅性的强化，对于作品人物形象的丰富具

有积极的价值。此外，通过对大量作品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

在朱仙镇木版年画作品中，通过大量线条的应用，有效实现

了对于画面的装饰，有利于促进画面质感的进一步优化。研

究人员表示，通过不同线条的有效引入，有利于实现作品画

面综合质量的提升与优化，对于其美学价值的提升具有良好

的价值与意义。

三、结语

近年来，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社会各界对于文化艺术

事业的关注程度不断提升，从而有效推动了我国文化艺术领

域的发展与繁荣。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我国特有的艺术形式

之一，木版年画逐渐受到了广大艺术研究工作者的关注关注，

从而推动了我国木版年画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在

此过程中，研究人员表示，为了积极推动木版年画艺术研究

工作的发展，有关工作人员应加强对于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合

理关注［7］。总的来看，作为我国木版年画的发源地，朱仙镇

木版年画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具有明快单纯的特征，同时，其

作品的色彩形式往往较为丰富，具有较强的装饰性与美学价

值［8］。在艺术鉴赏的角度分析，在此对美术作品进行分析的

过程中，研究人员通常可以从造型、色彩、构图以及线条等

角度入手。本次研究中，通过从上述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者

针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艺术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从

而为研究工作综合质量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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