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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间年画的艺术特色的相关研究
杨　双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作为我国民间最为常见的艺术形式之一，年画与我国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研究人员表示，

在年画作品中有效实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合理反映，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传承，文化工作

者应积极做好对于民间年画艺术特色的合理分析与探索。本文以民间年画作为研究工作的重点，针对民间年画的发展情况进

行了系统的分析与探索，旨在进一步推动年画艺术研究水平的提升。在此过程中，研究人员结合自身研究经验与知识积累，

从年画的造型、构图以及色彩等多个角度对民间年画的特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论述，旨在引导受众进一步实现对于年画艺

术的合理结语与有效认识。

关键词：民间艺术；年画；美学价值；艺术特色

作为我国重要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年画艺术在我国的

发展历史相对较为悠久，在此过程中，其逐渐与人民群众日

常生活相融合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合理关注与喜爱。

相关典籍记载，年画在我国民间又被称为“喜画”，它的起

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远古时期先民对于神灵与自然的崇拜。

总的来看，年画在我国民间的意义主要由于驱邪避凶与迎神

纳福。在发展的过程中，年画艺术随着我国农耕文化的发展

而逐渐带有了较强的民俗性特质。因此，研究人员认为，通

过对年画内容与其艺术价值进行合理的分析与探索，有利于

帮助相关人员进一步实现对于各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情况的

分析与研究，对于我国文化的合理传承与发展具有良好的促

进作用。

一、民间年画艺术概述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作为我国民间美术中重要的艺术形

式之一，年画艺术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社会地位。总的来看，

我国年画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先民对于自然的崇

拜。其中，有研究指出，在殷商时期，我国已经有“门神”

这一概念的出现，然而，在当时，这一概念尚未实现具体的

形象。直至汉代，在《礼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君释茶，礼

门神也。”在这里所提到的“门神”可以视为我国民间年画的

早期雏形。在后续的发展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画鸡于户”

的做法，这也可以被视为年画发展的重要转变。到了唐朝时

期，我国年画的想象逐渐丰富，从而出现了“俗神”与“尊

神”的形象，在这一时期，“钟馗”这一形象在我国民间广为

流传，同时，这一形象所带有的驱邪避祸的深刻意蕴也成为

了长期以来人民群众的重要思想寄托。就目前而言，随着社

会文化的不断发展与变革，年画艺术的主题与样式也逐渐丰

富，同时，基于年画的发展，大量与其相对应的年节装饰艺

术也得到了合理的发展。

二、民间年画艺术所具有的艺术特色

（一）年画造型艺术特色

总的来看，作为美术样式之一，年画艺术的本质可以被

视为一种视觉艺术，因此，在对年画艺术特色进行分析的过

程中，造型艺术是需要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在这一问题上，

大量民间艺人通过对传统意象的创作与改良，有效推动了年

画造型的发展与变革，从而使其成为了一种较为独特的艺术

形式。在这一问题上，通过抽象、变形以及夸张等表现手法

的合理应用，年画创作者合理实现了对于不同年画画面人物

对对象造型的创造，进而形成了年画艺术的特色。在此过程

中，通过对于美术中“点、线、面”等要素的合理搭配，年

画创作者合理实现了细腻、简约、古朴、粗矿以及怪诞奇特

等不同风格图案的合理展示，从而有效推动了年画风格的进

一步发展与丰富。

在具体表现方面，年画作品中，对于人物造型的比例进

行了相应的艺术加工与再创造，从而有效实现了年画人物造

型特征的凸显，其中，文官普遍具有挺胸腆肚的特征，武将

多数具有虎背熊腰，孔武有力的特征，从视觉的角度来看，

这种画面形象有效实现了画面视觉效果的优化。同时，在人

物造型方面，我国民间年画的人物造型普遍具有头大身子小

的特征。同时，在对风物与画鸟等造型进行设计的过程中，

年画创作者采用抽象化与半抽象化的形式对其进行了合理的

展示，从而有效推动了年化风格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此外，

通过年画欣赏受众的角度划分，可以将其分为适合农村人民

欣赏的作品和适合城市人民欣赏的作品两种。其中，适合农

村人民欣赏的作品主要具有线条强劲有力的特征，相比之下，

适宜城市人民欣赏的年画作品在线条的使用与画面的布局等

方面相对较为细腻。

（二）年画构图艺术特色

在构图问题上，我国民间年画有效继承了我国传统绘画

体系中的散点透视技法，从而进一步实现了构图质量的有效

完善。基于此，在对年画进行构图的过程中，通过对于相关

年画的应用，民间年画作品有效实现了“满”与“空”二者

之间关系的协调统一，进而实现了年画构图视觉效果的进一

步丰富。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人员表示，通过这种布局构图

技巧的应用，年画创作者可以进一步实现年画作品美学价值

的提升，同时，其同样有利于满足受众对于年画作品的审美

需求，对于年画作品综合质量的提升与优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与价值。在天津著名的杨柳青年画中，其在对于母婴与仕女

图等题材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合理实现了对于“反满”技法的

合理应用，从而实现了年画作品布局的进一步优化，对于画

面氛围的合理营造与受众情感的合理调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与价值。又如，在苏州年画作品《百子图》中，作品总体

上具有简练的特征，然而，相关作品在简练的同时却表现出

了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状态的提炼与凝结，使得这一作品形式

的艺术意蕴更为深远，即“简练而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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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物构图问题上，年画在构图上主张景物应具有较强

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即不同景物之间不能互相进行遮挡，以

便更好地实现画面完整性的呈现。基于此，在对年画画面进

行设计的过程中，年画创作者经过不断探索形成了一种年画

所特有的平面构图样式。总的来看，基于这一构图理念的应

用，我国明年年画作品往往具有较强的匀称性与饱满性，且

相关作品的层次相对较为分明。例如，各类神像类年画的布

局结构相对较为稳定，且相关图案的排列较为清晰有序。在

对全景式大型年画作品进行创作的过程中，设计者通常会采

用鸟瞰的形式进行图案的绘制。在画面中，通常具有较为丰

富的景物、人物以及故事情节，从美学的角度分析，相关作

品普遍具有结构复杂、画面宏大以及叙事完整的特征。记一

次，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往往可以通过对于相关作品

进行分析而有效实现对于大量传统文化因素的合理理解与认

识，对于文化事业的继承与发展具有良好的推动价值。以我

国民间最为常见的年画——门神画为例，通常情况下，门神

画主要张贴于人民群众家门的两侧，基于此，门神画大多以

成双成对的方式出现，绘制的人物形象包括祈福类、驱邪类、

文官类、武将类以及宗教类等多个风格。然而，无论是哪一

类的人物，其普遍具有形象特点鲜明突出、细节变化多样等

特征。

（三）年画色彩艺术特色

研究人员表示，在我国民间年画艺术中，显示出了较为

强烈的东方美学色彩观念，其中，红与绿这两种颜色得到了

较为广泛的应用，从而实现了年画鲜明色彩的合理呈现。与

此同时，在色彩的选择上，年画创作者同时兼顾了受众心理

的相关因素，从而有效实现了对于色彩搭配问题的关注，基

于此，年画创作者使用了黄与紫等色彩进行协调与点缀，从

而有效实现了艳丽画面色彩的合理呈现，有效推动了年画艺

术感染力的进一步发展与提升。从整体上看，民间年画作品

的整体用色相对较为“热闹”，表现出了一派喜庆的景象。在

颜色使用问题上，在古代社会中，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

导致年画中应用的色彩数量与种类相对较少。然而，通过对

不同颜色的合理分析与太难所，有利于实现色彩布局合理性

的提升，从而避免了色块之间冲突的存在，从而进一步推动

了色彩对比度的提升。

与此同时，相关研究指出，由于我国的地域相对较为辽

阔，因此，在对年画进行创作的过程中，不同的地区在文化

差异的推动下往往会在色彩使用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总的来看，这一差异在南北方之间表现的较为明显。在色彩

应用问题上，南方年画的色彩以清静雅致为主，而北方年画

在用色上普遍具有明快与热烈的特征。基于此，为了合理实

现对年画艺术特色进行相关研究，艺术工作者应积极做好对

于文化内涵的分析与探索，并将其与年画作品的研究相结合。

三、结语

大量研究资料指出，作为我国所特有的艺术形式之一，

年画艺术与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因此，有效做

好对于年画艺术作品的研究与分析，对于我国文化工作综合

水平的提升与优化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价值。从艺术审美的角

度分析，年画艺术凭借其丰富的线条图形与鲜明的配色有效

实现了美学价值的提升，与此同时，在题材方面，年画作品

中对于我国历史故事、祥瑞形象以及戏剧人物等进行了较为

全面的描绘。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广大艺术创作者的不懈

努力，有效实现了年画艺术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与丰富，从而

实现了人民群众情感的合理展现。总的来看，作为我国民间

艺术的开先河者，年画艺术对于我国社会生活形式进行了较

为全面的描绘与阐述，而这种艺术形式也很好地获得了我国

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基于此，有效开展对于年画艺

术特色的分析，对于推动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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