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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昌府年画艺术中的意象造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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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年画艺术是民间美术的宝贵财富，体现出传统农耕文明的意象造型特点。以东昌府年画为例，解析年画图
形的内涵，从形制、色彩和技艺等方面分析了年画艺术的造型特点；阐释东昌府年画的神灵附会、图形象征、移花接木等

意象造型方法；论述东昌府年画造型的尚吉思想、乐生精神和向往自由的民俗审美取向，为年画艺术理论研究提供有益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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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昌府是清代对山东聊城的称谓。东昌府年画有近３００年的历史，其造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保
持了山东地区早期年画的造型特点，体现了山东人质朴、耿直的性格特征，可谓年画艺术研究的活化石。

现今，当地人们依然保存着每逢年节贴年画的习俗，并且沿用了传统年画造型的形制和用色方法，这对

明代到清代特定地域年画的民间艺术造型研究非常有价值。

年画是我国春节风俗文化的形象载体，东昌府年画的造型除了具有年画艺术共有的特征以外，还具

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其绘画材料通常“就地取材”，这决定了东昌府年画样式的区域特点。东昌府年

画造型手法简练、质朴、率真；线条挺阔干脆；色彩明快、概括。更为突出的是，东昌府年画的造型具有中

国传统意象造型的特点，通过象征手法表现出中国传统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通过“形”传达出独特的

心象内涵；其造型突出“意”的主导地位，体现出传统艺术表现手法注重审美意象创造的基本特点，造就

了东昌府年画艺术的表现形式偏向于祈福功能、伦理教化和社会美学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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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东昌府年画的造型
年画艺术具有明显的功利性特征，表达了人们祈福尚善的精神取向。吕品田称中国传统民间玩具

为“中华文明借助审美力量和娱乐方式宣道施教，贯彻信仰观念和道德思想的物化形式”［１］，同样年画

艺术具有这一特点。从表现手法上看，东昌府年画艺术表现的内容不是人们生活的再现，而是人们对于

理想生活建构“第二世界”的想象和期盼，以高度概括的形象为载体，表达出喜庆、富贵、吉祥等美好象

征含义，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以象表征”的独特造型手法，同中国传统意象文化的思想体系一脉相承。

１．１　东昌府年画造型特点的形成
年画的题材样式多有共性，大体与人们的民族、生长环境和文化背景有关。东昌府年画的题材主要

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古代神话、民间传说和历史人物，如“牛郎织女”、“武松打虎”、“钟馗”等；第二

类是表现呈祥、喜庆、欢快的吉庆内容，如“麒麟送子”、“金玉满堂”等。代表性题材有“单摇钱灶”、“大

金灶”和“牛黄灶”等３０多个品种［２］２９３－２９４。作品全部采用木版分色套印，不开脸敷彩。在东昌府年画

中，常采用寄物抒情、借物言志、意象赋色等象征手法，是传统意象造型方法的体现。年画的主要功能是

礼俗功能、美化功能和伦理教化的社会学功能。这就决定了年画艺术的功利性特点，其图形符号多带有

符号性和表意性，从东昌府年画中可以看出年画的这种共性特征，同时可以看出在表意性方面与其他地

区年画手法的不同。

东昌府年画的整体视觉印象具有造型古朴、风格洗练的特点。构图平稳，人物造型大多夸大头部和

上身的比例，下身短，身材粗壮，神态憨厚。刀法刚劲、曲直有度；线条概括硬朗而富有节奏感，体现出山

东地区年画造型的简洁淳朴的地域特色。据民间艺人荣洪昌说，东昌府年画“花篮童子”是当地流传最

早的画样之一。该年画中的童子手持花篮，人物比例夸张，面部表情生动，作品带有东昌府年画典型的

造型古朴、风格洗练的特点。民间传说这幅年画中的花篮代表着韩湘子的花篮，意味着“要啥有啥”的

美好寓意。相比之下，杨柳青年画的造型偏重写实，色调柔和而富有诗意。

东昌府年画的色彩一般为丹红、粉红、槐黄、绿、青、黑六色，颜料通常从植物中提取，运用农家的

“秘诀”制作而成，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色彩艳丽、持久、不易脱色的颜料。例如黑色，是从做饭

用的锅底刮下，混合胶液制作而成；黄色是用当地的槐米与矾混合而呈现的，色彩的鲜艳程度取决于当

地原料的品质。东昌府年画的赋色方法强调对比，以红绿对比为主，黄蓝为辅色，色彩对比强烈、鲜艳明

快，整体装饰感强。东昌府年画的色彩搭配非常有特色，“红红绿绿，图个吉利”是东昌府年画色彩搭配

的整体观念。“图个吉利”是目的，导致了色彩的主观性和功利性的特点；而“红红绿绿”是色彩的视觉

感受，是代表人们崇尚吉祥的象征性语言。此外，色彩的搭配代表了北方年画注重对比的特点，其中黄

紫对比、红绿对比等色彩运用规律，表现出东昌府年画的地方特点。尤其是在制作过程中，色彩的对版

并不完全对应，所以看上去比较自由，而且富有变化，带有朴拙、不加修饰之美。年画的色彩各地差异较

为明显，杨家埠年画中的紫色比较多见；苏州桃花坞则以粉色较为多见；陕西凤翔年画多以黄绿对比为

主。从山东聊城当地民间设色口诀中可以看出，民众崇尚红火热闹、喜悦吉祥的色彩观念，同时又不乏

有对比中求统一，统一中求对比的视觉美感体验。从东昌府年画的整体观念和特征来看，对传统的色彩

观念，民众有依有背，既遵循了传统色彩的象征、比附意义和内涵，具有深沉的文化底蕴；同时又重视色

彩的视觉审美，呈现出五色斑斓的热闹景象。

除了题材和色彩的特点外，东昌府年画的刀法独特。清朝时期当地刻书业十分发达，致使书籍插图

雕刻艺人开创了独树一帜的东昌府民间版画样式。东昌府年画的刀法具有概括、用线转折自然的特点，

由于刀法的娴熟，艺人比较擅用长线，这是因为当时刻版的师傅大多是由刻书业转入年画行业，因此刀

刻和印刷技艺精湛。东昌府年画工艺上有一种特殊的技艺，名为“双拉”。这种工艺原是刻书业的绝

活，后被转借到民间版画技艺中来。其主要特点是一次可以同时印两个画版，这造就了东昌府年画风格

简洁的特点。所谓“双拉”是左手一边用棕刷在画版上刷色，放下棕刷；再用左手将纸放在色板上，右手

拿“趟子”在纸的背面左右赶印，放下“趟子”，再用右手把印好的画从色版上揭下来，这样可以同时印两

种画，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特殊的技艺方法造就了特殊的艺术样式，这种独特的造型方法，使东昌府

年画刀法干练、干脆，表现了耿直、善良、淳朴的性格特征，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造型特点。

４５１



第１８卷 刘燕，等：东昌府年画艺术中的意象造型

１．２　东昌府年画造型的意象文化内涵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象”具有独特的含义。“意”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必须借助于“象”来表

现，而“象”要通过“形”来传达。我国传统文化的图像表达，常常使用寄物抒情、借物言志、意象赋色的

造型方法，表现在年画中的造型，就形成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中独特的象征文化。运用图像学理论，对

于图像的阐释是“使文化价值具体化”［３］３４－３７，因此对于意象的文化解读是非常有价值的，进而剖析东昌

府年画造型风格形成的始末。

东昌府年画的造型不求形似，而是通过不同时空的形象符号混合，传达某种心理意象。图１是意象
解构图，由图可见，“形”是外在的表现，即年画中的图形；象是事物的内在生发结构，是年画艺术表达的

目标。“象”本身不可以视觉化，而要通过“立象尽意”和“比类取象”的方法才能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意

象造型、象征手法都是得“意”的手段。因此，意象的表达需要建立一系列象征符号体系，东昌府年画运

用象征符号组成了“第二世界”，其画面中的精神是图形符号语言之后的心象构成，是人们能够共同感

知的民俗文化心理。例如年画“麒麟送子”，麒麟是自然界中没有的动物，人们通过对它的想象而创造

出的形象，代表了吉祥和送子的美好意象，而“象”是人们盼望美好的心象所向。东昌府年画中的麒麟

送子的色彩通常采用紫色或黄色，色彩符号本身代表了“紫气东来”的吉祥含义，可见其贯穿始终的意

象造型理念。

图１　意象解构图

纵观东昌府年画的图像特点可以看出，东昌府年画的造型是通过形象来表达意象的符号体系，是传

达民间理想的载体。“意”、“象”最早出现在《周易》中，在汉语中，“形”、“象”、“意”是３个既有区别又
有联系的概念。王夫之《尚书正义·毕命》中的“夫象，出意者也”、“视之则形也，察之则象也”，这里的

形指外部形象；象是“心”观察的形象，与形的实体性相比，具有空灵、意想、象征性特点，也就是“言”所

不能表达的，要用象来阐释，艺术创造的目的是得到“象”。王弼的《周易略例·明象章》中“触类可为其

象，合一可为其征”。这里不仅对“象征”一次做了精辟的解释，而且指出象的意义生发结构是开放

性的。

东昌府年画具有典型的象征文化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常用以象形取意、立象尽意的方法，“象生于

意，故可寻象以观意”［４］６０９－６１０，“以象尽意，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

得意而忘象”［３］３６，东昌府年画重在表达“意”，简言之，就是“立象而尽意”，当然得“意”就可以“忘

象”［５］３２－３３，年画的象征意义或祈福、纳吉等观念的表达成为传统工艺美学显著的构形意识，是一种开放

式的思考方法，充满饱满的情和无限的自由。东昌府年画的造型，不论是表现人物还是吉祥图案，都是

在写实基础上的夸张和变形，通过建构新的视觉形象比拟思想中的年画艺术造型，然后再通过这种形象

的建立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祈祷，带有明显的功利性特点，表现了“立象以尽意”的造型方法。

比类取象、立象尽意的方法在文学创作中多有提及，它是民间艺术造型的方法，规范了民间年画艺

术取向构形的造型意识。东昌府年画中的空间、形象、图案都是跨时空地聚集在一起，不是现实空间的

模仿，又具有生活的真实性，是一种合情不合理的造型艺术。比类取象就是通过提取具有相同特征事物

的理想形式，运用比喻、象征、联想等方法，建立起形象符号与意蕴传达的联系，即所谓“立象以尽意”，

可见意象造型是传统年画艺术的典型造型方法。东昌府年画中的艺术形象，都是生活感悟和历史传说

等文化流传的延续，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些内容是年画艺术中的“意”，这些“意”的外在表现需要

“形”的表达，因此必须借助一些图形符号来表达。这些符号代表了吉祥、美好的“象”，它们统一在一个

画面中时，人们并不会因为空间上的不合逻辑而感到困惑，反而从这种“大而全”中，能够阅读出“圆圆

满满”的审美意象，体验到因心灵寄托的满足而反射出来的喜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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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东昌府年画的意象表达方法
意象美是传统艺术审美的最高追求，而意象造型是民间美术的一种表达方法。民间艺术的造型具

有很多合情不合理的图像构成方式，通过寄物言志的手法表现出传统民间艺术的审美理想，并诉诸于各

种民间艺术形式，服务于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审美现象，在生活中被人们广泛认

同［６］。东昌府年画通过神灵附会、图形象征、移花接木等艺术手法，表达出劳动人民的尚吉思想、乐生

精神、崇尚自由的民俗理想。

２．１　东昌府年画中的“神灵附会”
神灵附会是一种民间审美意象的表达方式，是民间尚吉思想的具体表现。它是指人们运用年画的

艺术手法，塑造出精神信仰中的神灵，以建立人与神、人与祖先精神联络的通道，从而满足心理需求的表

现手法。以男耕女织为基本生活方式的农耕生活，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非常有

限，年画中的神灵是人们创造出的“第二世界”，这个世界是虚构的，但又与人们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对

应，寄托人们的祈望和信仰，表现为崇尚吉祥的精神取向，如敬神和敬祖先。

在东昌府年画的神码类年画中，有一种家堂画，就是民间家庭过年时在院落、厅堂贴用的年画。题

材大多是表现神灵，上有龙王，下有土地、地母、火神、地藏、小仙、仓官、井神、门神、灶神等诸神，人们通

过创造其视觉形象，通过祭祀活动，来满足内心的依赖和精神寄托。自然界的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

在原始人的意识中无法控制，于是他们借助于对神灵的想象，期盼实现对自然的干预，比如求雨、祭祀等

宗教活动。如东昌府年画代表作之一的“天地三界”，就是这种意愿的集中体现。“天地三界”是道家对

总神的称谓，过去俗称为“天地爷”，过年时供奉的全神年画上有些印有“天地三界十方真宰”的字样。

三界是指天、地、冥，即天界是指神仙界，人界是指自然界，冥界是指幽冥；十方是无所不在，万灵是指一

切生物。在画面中，把众神集合于同一幅画面，通过塑造神的形象，寄托祈福的美好意象，反映出人们内

心的期望，表达了祈祷众神显灵保佑一年风调雨顺、幸福安康、万事顺利的美好愿望。年画中这种借助

外物抒怀的方法非常普遍，在艺术中表现为寄物言志。图２是年画“天地三界”的意象分析图，由图可
见，“天地三界”所描绘的世界是人们想象的“第二世界”，神的形象是人的再现，这种表达意的方法是一

种象征手法，带有浪漫主义的气息，营造出对理想的期待和向往。可见，民间艺术的审美创造是“民众

对生活美好追求的替代性满足和实现”［７］２０－２３，是人们精神需求的理性真实显现。

图２　年画“天地三界”的意象分析图

在人们的心中，能与神灵共坐齐享香火的是祖宗。而过世的先人是不能够再现的，人们通过祭祀活

动建立与祖宗对话的心象模式，就形成了年画艺术中的人物形象，以此可以完成愿望的搭建。东昌府年

画“三代宗亲”就表现了这种理想，它表现了三个空间场景，即堂上、堂下和门外。堂上有供桌，桌上有

贡品，桌后是长龛，龛内置牌位，表示祖宗三代兴隆安康。可见，该年画是通过造型和色彩之“象”表达

着人们祈祷美好的“意”，民间艺术品蕴含着人民许愿的虔诚，是人与神、理想与现实、彼此空间的通道，

成为理想中的“第二个世界”，这个世界也反映着劳动人们的心象向往，民间艺术的精神性功能与民众

的生活尤为密切，反映出一种虚拟的理性精神。

２．２　东昌府年画中的“图形象征”
图形象征反映出民间乐生精神的民俗理想。东昌府年画的造型语言是一种即直白又含蓄的“象

征”语言。在作品中，劳动人们无限的想象力得以发挥，每一个物件、每一种颜色都具有某种意象或者

功用，体现出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寄托，整体上呈现出对生命意象的敬仰。

２．２．１　对生的向往
在封建社会，人们对“幸福”的标准有“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五谷丰登”等，追求大吉大利、福

从天降的美好生活意象。劳动大众虽然生存条件艰苦，但是这种幸福的理想是现实的、直观的、可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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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所以他们不断地在希望和追求，乐观向上。基于这种向往，民间艺术形成了一系列与生命、欢喜、

圆满、幸福、长寿等祈福有关的意象符号，如双喜、福、寿等字形，团花、富贵不断头、如意等纹样。例如

“牛黄灶”是东昌府年画的代表作之一，该画面分为两个场景，下方场景是灶君和灶王奶奶，以及贡品、

人丁和牲畜；上方场景则表现了牛郎织女七夕相聚时深情对望的场景，借助神话故事中的美好生活意象

来传达人们的美好理想，乐生观念被表现的活灵活现，紫黄、红绿色彩的对比把画面烘托得非常热烈。

２．２．２　对死的补偿
原始社会生存条件恶劣，生命是不可控的，因此就产生了生命崇拜。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广大劳

动人民仍然按照想象制作出百家衣、长命锁、拴娃等民间艺术品，以此期待对生命的控制。对亡灵的祭

奠是另一种对生命的补偿，为死去的人烧的冥币、扎纸马等丧葬仪式，这种独特风俗文化是我国人们认

真对待生命的最基本的民间理想。也就是想象死是生的开始，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也就是使死

者在生者的幻想中生存，这种想法想象可以使那些亡故而造成极度悲痛的人得以解脱，继续为家族和人

类而生存与拼搏奋进，得以至生命延续。为死亡而进行的仪式产生了民间艺术的又一特色，代表着美好

的愿望寄托。“生”是人类最基本的、贯穿整个历史的理想，因而也是东昌府年画题材中最基本的审美

理想。

２．２．３　伦理教化
东昌府年画艺术寓教于乐，把伦理教化融入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信仰和价值取

向。年画“五子登科”是东昌府年画家喻户晓的经典选题，取材于宋代窦禹钧的５个儿子相继及第的故
事。《三字经》中有“窦燕山，有义方……”的句子；后来演化为“五子登科”的年画吉祥图案，寄托了对

下一代的期盼和祝福。画面中的５个幼童，或手擎荷叶和牡丹，或执箫弄乐，一片欢快祥和的气氛。画
面中的童子所持物件元素是各种季节、环境的不同载体，同处于画面中，表现的是不同的吉祥含义。

“五子登科”之形象寄托了人们望子成龙的情怀，表达了“名俱扬”的美好愿望，预示着大福大贵的锦绣

前程。这种题材的年画在东昌府年画题材中有许多，多数题材是通过徜徉美好的希望，来传播人们积极

向上的生活态度，在年画喜气洋洋的氛围里起到宣传教化的作用，是年画伦理教化作用的反映。山东是

儒家文化影响的集中地区，鲁中和鲁南地区受农耕文明的影响，其年画体现出厚重的视觉文化特点。

２．３　东昌府年画中的“移花接木”
移花接木是形容年画艺术富有创造力的艺术手法，以此来向往自由。东昌府年画体现出劳动人们

创造的奇思妙想，人们把不同时空和风马牛不相及的物质联系起来，并统一在同一画面中，形成整体的

画面。这种分散的构成，并没有引起疑义，反而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年画形式，他们把所有美好期盼，

统统堆砌起来，产生喜气洋洋的氛围，这种造型手法非常有特点。具体来讲，包括异质同构和空间混合

两种艺术手法。

２．３．１　异质同构的造型意识
异质同构是对年画形象创造中非此即彼、拼接混合的创造手法的概括。劳动人民对自然的敬畏，进

而产生对神的幻想和敬仰，同时把想象的事物与美好的愿望结合，并形成意象，诉诸于艺术形态，以寄托

美好的理想，比如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把不同动物的局部结合为新的整体，如龙、麒麟、貔貅等古代

瑞兽，这些被重新定义的形象寄托了排除困难、辟邪、繁荣的祈福，表现出对生命的热爱。在古本山海经

中就有对各种人面兽身动物的记载，说明这种传统意象是自古就有的原始图腾崇拜，是各民族审美意象

的精神来源，具有深厚的人文基础。这种自由的创造使中国民间产生新的艺术世界，在脑海里、共同的

民族符号形象，以及超自然形态、超客观逻辑的综合造型方式，正是人类主宰万物、改造世界、创造幸福

的理想展现。

２．３．２　空间混合的组合方式
东昌府年画的构图是一种既不同于国画散点透视，也不同于西方焦点透视的构成方式，其画面构成

非常有逻辑，这种逻辑是由劳动人们心中的“第二世界”决定的，人们会借助于某些元素，比如用聚宝

盆、连理树、摇钱树、金元宝等元素代表神灵保佑、长命百岁、富贵吉祥等美好愿望。

图３是东昌府年画的代表作之一“金钱灶”，其构图体现出东昌府年画中空间混合的表现手法。年

７５１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画分为两部分，下方是灶王和灶王奶奶，上方的摇钱树长在聚宝盆里，摇钱树上接满钱串子，代表财源滚

滚而来的美好愿望。在“金钱灶”画面中，不论室内的人物和工具，还是室外的花草、树木，以及各种代

表福禄寿喜的物件，统统排列在画面中，形成散落而又统一的画面，这种意象造型的方法具有直观性、平

面化、简洁化的语言特点，带有劳动人们的热烈、通俗的气息。

图３　东昌府年画 “金钱灶”

空间混合是年画艺术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表现为不同时空、地点的人、动物、植物、房屋的形象，

混合在一个画面中，运用一定的方式，使之结合起来，形成整体的印象。这些事物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

能出现在同一个时空中的，民间艺人把他们表现在同一个画面中，形成一种美好的意象，通过平面化的

艺术样式印制在人们的观念中，成为万代流传的艺术范式。“为了充分表达情感，民间艺人们大胆概

括、提炼，采用叠加、取舍、压缩、代替等多种手法达到高度浓缩”［８］，以独特的艺术样式表现出一种神秘

的图腾式信仰，是人们生活的精神依托。

综上所述，通过对东昌府年画题材、形制、色彩的分析，可以看出东昌府年画的神灵附会、图形象征、

移花接木等意象造型方法的典型性特点；反映出山东人朴素、乐观、诙谐的世界观和善于变通的生活态

度；以及以阴阳、五行色为基础的民间色彩体系蕴含的中国传统意象文化精神。年画艺术的意象造型方

法表现出中国人“观物取道”、“寄物抒情”、“借物言志”、“意象赋色”的审美倾向，验证了民间造型特点

中的传统文化伦理观念和心象特征。可见，东昌府年画既反映出区域性的地方文化特色，又折射着传统

农耕文明的母性主题，体现了民间艺术的意象造型方法，是当代民间艺术创作和民俗文化研究的重要资

源，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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