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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美+++中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比较研究

欧阳秋子
"长沙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湖南 长沙 "$##!!$

摘4要#中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都是民艺之中的典型绘画形式!对中日两国民众物质生活的丰富#精神境界的构建#

社会秩序的维护发挥了积极作用!显示出同源异彩之美" 二者的美存在于%用&之中!以用为主充分彰显其美的价值"

二者的%用之美&!除了生活之用的美!亦涵括更深层次的精神之用与社会之用的美" 由于中日两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历

史渊源!二者在装饰之用#信仰之用#教化之用等方面存在许多共性" 又因融入了各自国家传统文化的特点!二者又呈现

出独特的个性"

关键词#中国年画$日本大津绘$用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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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艺术或民艺#其美存在于用之中#而以用为主

的功能会增加美的价值#用和美两者相互作用#有

机联系% (用之美)顾名思义#是以用来体现美#

其美的特点在于具有实用价值与欣赏价值% 实用

性是美的客观基础#失去了实用性#便不存在美的

意义% 而实用性往往又有美的叠加% 中国年画和

日本大津绘#是传承中日两国民众集体记忆&身份

认同与愿景的文化载体#除了生活之用的美#亦涵

括更深层次的精神之用与社会之用的美% 作为日

本传统民间绘画的大津绘#在中国几乎不为人知#

学术界也极少有人涉足% 作者尝试对中国年画与

日本大津绘在生活装饰&宗教信仰以及社会教化

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诠释二者的(用之美)#以

期能更好地了解双方的传统文化#相互学习&相互

借鉴&相互融合#让这种跨文化&跨地域的民间非

物质文化遗产引起更多社会人士的欣赏与重视#

使古老的中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得到更好的保

护&传承与发展%

一4用之美#同源异彩的年画与大津绘

众多学者都将美与用联系起来思考% 比如古

希腊思想家&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任何一样东

西如果它能很好地实现它功用方面的目的#它就

同时是善的又是美的#否则它就同时是恶的又是

丑的)

!

% 我国民艺学家张道一认为(用与美在工

艺美术结构中是互为作用和联系的% 工艺物品的

有用性和合目的性构成了它对于人的使用价值#

体现了人造物的基本动机#美的创造又增加了实

用存在的意义)

"

% 日本民艺理论家柳宗悦将用

与美的工艺美学思想贯穿于其民艺理论研究与民

艺运动实践之中#提出了诸多相关观点#认为(民

艺之美最为显著的特征即是实用之美#实用是构

成民艺恒久之美的基石),(美与用不是相背离

的#与用结合在一起的美#才会有巨大的价值)

#

%

通观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美的基础是实用性#实用

性决定了美的性质% 虽说民艺的(用之美)是来

源于日常生活又回归于生活实践的美#但(用之

美)并非单纯局限于生活层面之(用)#还具有更

深层次的精神之(用)与社会之(用)% 中国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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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大津绘作为民间艺术(用)的典范#在用于

生活装饰&宗教信仰及社会教化多个方面#具有诸

多共性% 而因根植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民风民

俗#又具有各自的特点%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联系历史悠久#从秦

汉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序幕开启#到隋唐时期中日

文化交流史上出现第一次高潮#再到清末民初时

期第二次高潮的出现#历经千百年#中国文化全方

位地影响着日本文化% 正如国内外诸多学者所公

认的那样#中国年画对日本深受民众喜爱的民间

艺术浮世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浮世绘同时期

兴起于江户时代的另一大日本民间艺术大津绘#

自然也不例外地受到中国年画及中国文化的影

响% 中国年画萌芽于远古民间自发流行的请门

神&祭灶神等祭祀活动与神灵信仰#直至宋代逐步

发展成熟% 明清特别是清代前中期工商业的兴

起#刺激年画迅速发展#使其达到鼎盛% 之后#年

画几起几伏#濒临消亡% !##* 年开始#国家实施

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使年

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 !#$, 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

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更加

充分地展示出来)

!

% 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有关

部门和年画界人士对当代年画如何在传承历史精

髓的前提下#跟上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借助新的

科技手段#探索新的表现方式#寻求适合社会发展

要求的新路径#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有

了更加清晰的发展方向和努力前行的动力% 而起

源于日本滋贺县大津市大谷&追分一带的大津绘#

始于日本宽永时期"$2!" 年'$2"* 年$

"

% 当时

德川幕府以(岛原之乱)为由严禁国民信仰基督

教#强迫信徒改宗#不肯改变信仰的教徒被游街&

流放和处死#而民间画师绘制的大津绘佛像#正好

与民众的需求合拍#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基督教徒

或是已经改宗#民众争相抢购#作为求生保命的护

身符#可见大津绘的源起与当时的社会局势和强

制性的民间信仰紧密相连% 此后从 $% 世纪后半

期到 $, 世纪中期#大津绘进入全盛期% $6 世纪

后半期#逐步走向衰落% 明治初期"$6 世纪 %# 年

代$#大津的高桥氏家族为大津绘的复活作出了

宝贵贡献% 其第四代大津绘传人高桥松山从 !#

世纪 2#年代开始#发起成立了(大津绘朋友会)

和(大津绘文化协会)#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大津绘也于 $6,+年被滋贺县认定为传统

工艺品% 大津绘现今虽说失去了原先的人气#但

是热爱大津绘并能领略其绘画精神与朴素之美的

人们#还成立了共同欣赏&探讨&保护大津绘的协

会'''(松枫会)

#

#为大津绘的保护与传承不懈

努力%

中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均产生于民间#深受

儒释道影响#都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繁荣&衰

落&保护及再创新的历史流变#且自成体系% 虽然

受各自渊源&时代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均按照自

己的发展路径前行#但实际上还是大津绘受中国

年画与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多% 大津绘自 $% 世纪

形成以后#与中国年画呈现出略带参差的同步状

态% *##多年的同步阶段#也是中日两国交往非

常频繁的时期#(同步)绝非偶然#其中渗透了中

日两国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两国社会在 $%世纪

以后的发展变化% 因为 $%世纪以后#无论是明清

时期的中国还是处于江户时期的日本#均走向了

封建社会的末期#商品经济和文化都得到较快发

展% 从中国明清小说的繁荣#可以窥见社会的审

美已从宋代的(雅文化)过渡到明清的(俗文化)%

同样#日本(城下町)的纷纷出现和(町人)阶层的

涌现#也需要为现实生活增添丰富多彩的世俗文

化% 所以#从中国年画和日本大津绘的交流与融

合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必然

渗透到大津绘之中#使二者在表现形态与文化内

涵上既有不少的相通和相似之处#又有各自不同

的特色和意蕴% 在装饰之用方面#年画主要是为

了点缀春节等传统节日#让节日呈现喜气洋洋的

氛围,而大津绘则主要用于家居内部环境装饰#使

家庭充满安宁祥和之气% 在信仰之用方面#年画

主要以门神形式呈现#起到避凶驱邪&纳福迎祥的

作用,而大津绘则以表现佛教和神道信仰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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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其中与鬼信仰相关的作品极具代表性% 在

教化之用方面#年画以象征&隐喻等表现手法表达

伦理道德&家国情怀等诉求,而大津绘则主要以诙

谐&戏谑的表现手法引导民众#影响社会% 作为两

国民艺瑰宝的中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的(用之

美)#呈现出同源异彩之妙%

二4用之美于生活#装饰之用比较

中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之内涵与功能的多重

性#集中表现在用与美的相互交织与融合% 除了

其本身在创作时被赋予的意境之外#更深层且不

断深化的美在于贴近生活#满足民众生活的多方

面用途% 以家庭为使用单位这一特点使年画与民

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广泛涵盖生活的方方面

面#如导游之用的*杭州西湖十景图+#性启蒙之

用的*欢杯图+#娱乐之用的*知足常乐骨牌图+#

指导农事之用的*二十四节气图+等等% 而大津

绘有除水灾之用的*瓢鲇图+#止小儿夜啼之用的

*鬼念佛+#避雷之用的*雷与鼓+等等% 但二者最

直观的用途均为装饰之用%

!一"同具装饰空间环境之用的年画与大

津绘

清代学者李光庭曾为年画赋诗一首!(依旧

葫芦样#春从画里归% 手无寒具碍#心与卧游违%

赚得儿童喜#能生蓬荜辉% 耕桑图最好#仿佛一家

肥%)

!从诗句中的(能生蓬荜辉)不难得知#年画

有着极强的装饰作用% 装饰之用的年画#使老百

姓的现实生活更为精彩% 大津绘与年画同样有别

于纯粹追求(美)的绘画#从初期的佛像画到后来

的世俗画#都极具装饰之用的特点% 日本民艺运

动的倡导者柳宗悦认为#大津绘的(用之美)#不

仅仅是欣赏之美#其具有的装饰功能#更是一种独

到之美"

% 民间艺术在进行美的创造时#首先考

虑的是满足民众物质生活所需#实现其实用价值#

中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也不例外% 中日民众在使

用年画与大津绘时#将其美作用于生活的实用之

处#主要用于装饰空间环境%

年画大多在家庭的生活空间等场合使用#包

括驱邪禳灾之意的神像画和迎福求安的吉祥画

等% 在居室中#从门窗到墙壁#从堂屋到厨房#从

正房到偏房#从桌围到炕围#从粮囤到牲口棚#甚

至在箱柜缸瓮等处#都有特定题材的吉祥年画可

供张贴#为冷冰冰的空间平添温暖喜庆的色彩#使

居家环境焕然一新#营造出众神齐聚一堂的神圣

空间#使人精神振奋#让装饰之用达到至臻境界%

大津绘主要装饰以下空间!其一#装饰佛坛% 宝永

四年"$%#% 年$#名为*三河雀+的地方志记载着

(大津绘最恰当的陈列位置莫过于佛坛)

#

% 其

二#装饰壁龛% $22$年出版的*似我蜂物语+卷二

中#作者浅井了意描写了初学者围坐着做连歌的

游戏#壁龛中挂着一张天神肖像$

#从而可以推断

大津绘也起着装饰壁龛之用% 其三#装饰墙壁%

收藏于三井寺圆满院的圆山应举的*七难七福图

卷+

%

#描绘了老百姓家门口的墙壁上挂有装裱好

的大津绘#可见民众普遍习惯将大津绘挂在墙壁

或柱子上作为装饰% 其四#装饰屏风% 如 $2,! 年

出版的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之中#就描写了

寺泊青楼的屏风上贴有 + 张大津绘&

% 又如片桐

修三在其著作*大津绘诸说+之中指出#大津绘经

常被老百姓作为装饰#粘贴在屏风上'

% 除此以

外#大津绘还作为隔扇&幡旗&果子模具&陶瓷器皿

等物件的装饰#点缀着民众的生活空间%

!二"点缀节日氛围之用的年画与烘托祭祀

氛围之用的大津绘

除了作为环境空间的装饰之外#年画和大津

绘在点缀节日或祭祀活动氛围方面也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年画形成于造纸与印刷两大文明问

世之后#古人把之前为激励自己及后人战胜艰难

险阻而编的神话传说绘制于纸上#雕刻于木版#再

通过印刷使其广泛传播于中华大地#贴年画逐渐

成为民俗活动的重要仪式% 一年四季民俗活动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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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中许多活动都需张贴年画#年画为各类节日

氛围的烘托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国#民

族文化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传承#民族节日是其核

心#节日有助于凝聚人心共识#找到族群认同#而

(百节年为首)#辞旧岁&迎新年被公认为我国最

重要的传统佳节#年画正是迎合新年的需要而产

生#集中张贴于春节期间的民宅#成为了新年特有

的标志% 在民众的传统观念中#年画是新年的必

需品#因为老百姓认为(过春节不贴年画不像个

年节样子)

!

% 春节张贴年画的风俗一直延续至

今#为新年增添了吉祥欢乐的气氛% 与年画有别

的是#不少大津绘用于点缀祭祀空间#以增添其祭

祀气氛% 一是僧侣们手持大津绘的佛像画#作为

工具#四处行走化缘#宣扬佛道% 二是从大绘马及

绘画作品可以观察到#在一些民间祭祀活动中#民

众纷纷装扮成*鬼念佛+*紫藤姑娘+*持枪奴+等

大津绘之中的传统人物#或将大津绘形象用于祭

祀活动中彩车的装饰"

% 由此可以看出#祭祀活

动之中总是少不了大津绘的点缀%

!三"装饰之用反映的中日文化差异

中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都主要用于装饰家

居#与年画主要用于点缀传统节日不同的是#大津

绘主要用于点缀祭祀空间#且年画一般不进行装

裱#主要通过张贴起到装饰作用#一年一换#而大

津绘通常都会简易装裱#而且长时间悬挂以作装

饰% 从装饰的美学效果看#被称之为(喜画)的年

画#色彩鲜艳#画面热烈丰富#通常以火热的红色

作为主色调#体现了民众渴望精神愉悦的用色习

惯% 而大津绘更注重笔墨神韵#一般用色不多#色

彩洗练简洁#主要通过墨块与墨线的干湿&浓淡&

轻重来表现#视觉上更为雅致% 从装饰的文化意

境看#虽然二者具有相通性#相似性#都表现出浓

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在创作中将东方哲理体现在

审美的具体实践与体验之中#但二者仍然各有差

异% 中国年画注重以各种图像诠释中华民族尊崇

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寄托人们对于美好生活

的向往之情#体现了中国人修身进取&虚静自守&

随缘安然的文化性格#而日本大津绘虽然有着中

国文化和中国年画的影子#但具有鲜明的日本民

族文化特色#以风趣幽默&洒脱清新的笔触#描绘

各种活泼可爱的图像#体现了日本人中正&简素&

谦抑的文化性格% 正是中日两国民众不同的文化

性格与审美趣味#孕育出不同风格的中国年画与

日本大津绘#作为物美价廉的民间艺术品#分别点

缀着两国民众的日常生活%

三4用之美于精神#信仰之用比较

信仰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是民众意识形态的

核心#体现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解释以及愿望的

表达% 中国民众的逢神便拜与日本民众对各种宗

教的多重认可催生了多神信仰体系#具有实用主

义的特征% 而年画与大津绘以生动的视觉形象反

映了两国民众的精神信仰%

!一"民众多元信仰的视觉呈现

在中国#(信仰)一词在西晋时期竺法护所译

的*佛说月光经+之中就已出现#用于赞扬佛法#

但从宋代开始并不仅仅限于佛教信仰领域#也为

儒&道所争颂#

% 年画中孔子&观音&玉帝等儒释

道诸神和天官&土地&灶王爷等各种民间俗神形象

应有尽有#体现了民间信仰从实用主义出发形成

的兼容并蓄的特点及信仰的功利性% 如年画*一

团和气+#就象征着儒释道和睦共处,而收罗了儒

释道古圣先贤与佛仙神怪的*天地全神图+#更是

囊括神话故事#汇集民间传说#尽其关于神灵的所

有想象#集天&地&冥三界神灵于一堂#直观地反映

了普通民众的多神信仰% 在日本#神道教&佛教&

民间信仰等构成了日本人的多神信仰体系% 大津

绘所描绘的信仰题材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其中

数量最多的是佛像画#诸如*阿弥陀佛三尊来迎+

*十三佛+#接下来是诸如*胜军地藏+ *八幡神+

等神道画作#第三类是有关鬼&七福神等与民众宗

教信仰相关的画作#比如掌管福禄寿的*外法+#

驱鬼并防天花的*钟馗+#还有当作学问之神崇拜

的天神菅原道真% 可见#虽说年画与大津绘所描

绘的各有其神#但都是从民间的原始神灵信仰演

变到儒教&佛教&神道的多宗教信仰#呈现出多样

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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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仰的侧重点#道教信仰与佛教信仰

日本大津绘之中体现有关信仰的作品#无论

是题材&表现形式#还是折射出来的思想观念#都

能够明显看到受中国年画影响的痕迹% 但是#二

者表现的民众信仰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年画与大

津绘在信仰类别上各有其侧重#年画中表现道教

信仰的作品比重较大#大津绘则表现佛教信仰的

作品比重较大% 反映以神仙崇拜为核心的道教信

仰是年画的重头戏% 鲁迅曾说过!(中国文化的

根柢全在道教%)

!可见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化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 道教根植于中国本土#以民间

信仰为基础#充分汲取原始信仰与儒学&佛教之

长#吸收其所崇拜的诸神为己用#对年画产生了几

乎无处不在的影响% 可以说#道教中流传的神仙

最多#而年画经常把道教传说中的玉皇大帝&太上

老君&张天师&钟馗&八仙等主要人物作为描绘对

象#一方面宣扬了道教思想#另一方面反映了民众

对神仙的崇拜#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 与

中国年画不同#大津绘描绘最多的是佛像% *东

海道名所图册+之中#在店铺的招牌上描绘了大

津绘最具代表性的画题*鬼念佛+#上面还题写了

(大津绘始笔是何佛)#此俳句是松尾芭蕉 $26#

年岁末在其弟子大津的商人乙州家里过新年时所

写"

#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大津绘研究学者柳宗

悦等人关于大津绘起源于描绘以佛教信仰为主的

佛像的说法% $% 世纪初期基督教在日本被禁之

后#以佛像为主题的大津绘#成为了民众表明自己

不是基督教信徒的(证明书)% 大津绘当中的佛

像画种类非常丰富#最具代表性的是迎接临终信

者的*阿弥陀佛三尊来迎+与救赎众生的*不动明

王+% 大津绘佛像画之中遗留下来数量最多的是

*青面金刚+

#

#另外#还有画面上方绘有坐在云中

的阿弥陀佛#下方写有先人法名的*佛与牌位+

等$

% 这些佛像画一般被当时的老百姓供奉在家

里祭拜% 随着寺请制度的实行#在民间佛龛的使

用不断扩大的江户时代#大津绘作为佛龛神像的

代用品普遍在进行佛事时使用%

!三"信仰的典型性#门神信仰与鬼信仰

年画之中#反映与中国民间世俗生活相融合

的门神信仰最具代表性#而大津绘之中反映佛道

教与民间信仰影响下的鬼信仰则最具典型性% 年

画尤其是以镇鬼辟邪&祈福纳祥为主要目的的门

神年画#最能体现精神层面的(用之美)% 门神信

仰是中国民间影响最大#传播最广#且生命力最旺

的信仰之一#是道教信仰体系与民俗宗教体系共

同构建#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烙印的一种文

化积淀#丰富了民众的精神世界% 因此#新年之际

张贴的年画之中#门神形象最受民众欢迎% 年画

中的门神由道教的(桃符)演变而来#最早的视觉

原型为*山海经+度朔山神话传说中缚鬼喂虎的

(神荼)(郁垒)#之后转化为秦琼&尉迟恭&钟馗等

武门神#到后来拓展为种类丰富的各类祈福门神#

由最初的对自然与神灵的神灵信仰演化为对武

将&文官等社会性人格神的信仰#这种演变折射出

不同时代的信仰特色%

% 但归根结底#门神信仰

主要还是守门护院与辟邪祈福之用% 根据民众的

信仰#大津绘也常常描绘关系民众长寿福德等观

念的吉祥神#比如厨神大黑&灶神惠比须等等#但

大津绘中最具代表性的画题是鬼#大约有 $#种关

于鬼的画题#主要有*鬼念佛+ *鬼冲澡+等#因为

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各种各样姿态的鬼而受欢迎%

大津绘中鬼的特征是怪物的脸#人的身体#皮肤为

赤铜色#头上长两只角#长着虎牙#多半为裸体#着

毛皮做的兜裆布% 诵念着佛经装扮成化缘和尚的

鬼#可以称作大津绘鬼画题之中的招牌画% 鬼穿

袈裟这样一目了然又自相矛盾的画题#寓意通过

念佛唱经可以得到阿弥陀佛的帮助#能往生到极

乐净土世界% 事实上#在大津绘中#许多鬼并不是

坏心眼的怪物#而是被人间的善行所触动的精灵#

他们赎罪的行为&样态#有一种亲和力#诙谐可爱#

给民众带来某些正面影响%

中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的根文化都是儒释道

"神$三教% 儒家倡导的崇尚入世&勇于担当#佛

家信奉的淡泊名利&世上无我#道家追求的和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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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欧阳秋子!用之美'''中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比较研究

静&无为而为#都是历代中国年画着重表达的主

题% 而日本大津绘#因为日本人的信仰世界是在

日本原有的神道与中国传入的儒释道的共同作用

下形成的#因而在信仰的表达方面既与中国年画

有相通之处#也明显体现了与中国人不同的国民

性% 二者以各自民族的形象语言#表达出中日两

国民众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崇拜观念&行为模

式&宗教仪式和地域文化#让民众受到积极影响#

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

四4用之美于社会#教化之用比较

中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除了以上具有生活中

的装饰之用与精神上的信仰之用#还具有社会方

面的教化之用% 其美化功能与教化功能互为一

体#通过从视觉到心理再到行为的传播途径#作用

于社会#展现了教化的(用之美)% 年画运用通俗

易懂的艺术语言刻画仁爱友善&耕读传家&崇德重

义&除暴安民等优良传统#将正确的道德观念融入

作品之中#表达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意蕴#启发

民众的善念&善言&善举#将(夫画者#成教化#助

人伦)的教化之用发挥到了极致#润物细无声地

涵养和端正民众的心性与行为% 而大津绘受石田

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的影响#$, 世纪以后#普遍

在其画面之中针对人间的奢侈&愚昧等不良行为

进行讽刺批评#以特有的轻松活泼&滑稽幽默的形

式进行说教#不经意间成了消减当时传统专制社

会带给民众的心理负能量的一种有效途径#具有

与年画异而有同的教化之用%

!一"启迪心灵的多重教化价值

年画与大津绘都是社会教化的重要视觉载

体% 二者通过直观性&典型性&故事性的图像发挥

教化功能#由美的视觉转化为心灵的启迪#具有多

重教化价值% 一是具有激励精神的教化价值% 年

画与大津绘激励人们不断进取#有利于弘扬正确

价值观#升华精神境界% 如年画*义和团大破西

兵+表现了义和团同八国联军英勇厮杀的壮举#

对鼓舞民众的爱国热情&呼吁国人抗击外敌入侵

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大津绘*鬼冲澡+暗喻

即使是鬼#只要能把心中之恶洗掉也能成佛#唤起

民众向上&向善&向美% 二是具有规范行为的教化

价值% 年画*两袖清风+告诫人们不要贪婪#用以

明志反腐#营造廉洁氛围% 大津绘*弹三弦的女

子+告诫人们不要贪恋女色#应约束自己的不良

行为% 三是具有淳化民风的教化价值% 年画*老

鼠娶亲+与大津绘*持枪奴+#通过活灵活现的老

鼠形象与武士形象#对趋炎附势的社会现象进行

寓意深刻的嘲讽与鞭挞#人们在一笑之余#亦可获

得审美与道德方面的教益%

!二"以图文互释增强教化功效

年画与大津绘十分重视以图文互释的方式对

民众进行教化% 年画作为让普通民众接受教育熏

陶的重要工具#除了利用图像#还直接在画面上题

写诗歌或词句#以文字作为图像的说明#以图像作

为文字的释义% 特别是晚清时期#年画题诗的现

象非常普遍#题诗常混杂使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包

括打油诗&顺口溜等#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的还可

以直接用鼓书或地方戏曲吟唱#使民众在边看边

读中轻松地了解画意#增强了教化的功效!

% 同

样#图文结合也是大津绘对不良行为进行揶揄讽

刺#劝导世人的重要手段% 特别是 $, 世纪以后#

大津绘画面普遍添附折射道德观念的(道歌)"亦

称和歌$#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道歌由于根据音

韵押韵#经常哼唱容易留有记忆#与画面相搭配#

所传达的道德观念更容易让孩子接受#深受上私

塾的孩子们的喜爱#因而当时的大津绘被称之为

(教导幼儿的灵丹妙药)% 甚至个别同样题材的

大津绘被添加的道歌达 , 种之多#不同的道歌扩

充了对画作进行多样解读的空间#可以让民众受

到多重意义的教化%

!三"与时俱进的年画与时代感较弱的大

津绘

虽然年画与大津绘同具教化之用#但因中日

两国的民族个性&文化底蕴和作品受众等不同#二

者又呈现出鲜明的个性% 年画的教化功能随着时

代的变化而变化#注重向民众灌输当时主流社会

的价值观与道德观#从而起到维护社会秩序#服务

政治的作用% 而大津绘更偏重于心灵的自我净

化#通过各种形象#幽默&含蓄地表达为人处世的

哲理#影响民众的精神世界% 年画作为民俗文化

传播的重要形式#各个时期传播的信息&道德观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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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对端正人心所向#淳化民风民俗#统一民众

思想#维护社会安定起到积极作用#发挥了独特的

社会教化功能% 特别是近些年来#在实现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年画艺人创作了大量切

合时代发展主题的年画#充分发挥了符合当代国

情的民心教化作用% 大津绘的政治色彩与时代感

较弱#其通过画面传播传统道德观念#既具有讽刺

意味#又具有道德含义% 作品*鬼冲澡+讽刺那些

只注重把身体洗干净#而不净化心灵的人犹如鬼

一般龌龊#使民众感知心灵美的重要性% *猫与

老鼠+则是描绘老鼠与天敌猫一起喝酒的非常可

爱的拟人化作品#画面中添附有(外表虽看不出

残酷#但等你身心懈怠时就会原形毕露!

)的道

歌#告诫人们不要被花言巧语迷惑#要时刻保持警

惕心% 可见#大津绘更注重引发民众对生活智慧

与处世哲理的思考%

!四"正面宣扬为主的年画与反面讽刺为主

的大津绘

年画的教化基本以正面宣扬为主#反面讽刺&

批判为辅% 大津绘的教化则以反面讽刺&批判为

主#通过调侃生活中的不良现象来达到训诫的目

的#同样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 中国年画中#*列

女传+*蚕姑+等宣扬妇女美德#*桃园三结义+等

表现崇德重义#*忠孝节义+*穆桂英+等赞颂忠孝

两全#等等% 这些年画直接深刻地影响人们三观

的形成#对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起积极作

用% 大津绘之中颇有人气的*盲僧+#描绘的是拄

着拐杖的瞎眼琵琶法师和一只试图脱掉法师裤子

的野狗% 当时的盲僧由于得到幕府无所不至的庇

护#对放高利贷等特权实行垄断#老百姓畏而远

之% 画中法师凄惨的形象#是对放高利贷而殃及

老百姓的盲僧的嘲讽% 柳宗悦说!(当时无法自

由发表言论#用此图像一定比尖锐的文字更有说

服力%)

"另外#二者的表达方式不同#中国年画庄

重严肃#直观易懂#说教意味明显% 日本大津绘轻

快洒脱#幽默风趣#不轻易流露出说教痕迹% *岳

母刺字+这幅年画#描绘的是岳母送岳飞上前线

抗金救国前在岳飞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字的

故事#画面庄重肃穆#人物形象大义凛然#寓含有

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

家国情怀#历朝历代都受到民众的喜爱% 达摩是

传说中中国禅宗的鼻祖#大津绘在*达摩与艺伎+

中描绘达摩穿着艺伎的衣服#艺伎穿着达摩的衣

服#这种背离现实的艺术处理#更加增添了滑稽趣

味#将(圣)与(俗)的道德观念进行巧妙的逆转#

意在告诫人们#圣与俗&善与恶只是一念之差%

从上述中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有关教化之用

的例证中不难看出#年画侧重于时事政治与社会

现实#大津绘侧重于传统文化与历史形象的延续%

二者均根植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通过不同的艺

术表现形式#以民众乐于接受的视觉形象寄寓社

会教化%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从

装饰之用&信仰之用&教化之用三个方面进行比

较#可以大致了解二者的历史流变及其(用之美)

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以及各自反映出的民族宗教

信仰和文化心理% 对年画与大津绘进行(用之

美)的比较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与

价值!一是解析中日民族文化基因的异同% 从中

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的起源及流变#从年画的

(亦佛亦儒)和大津绘的(似佛非佛&似儒非儒)之

中#可以窥见中日文化的共通性与民族性#解析中

日两个民族文化基因的异同与融合% 二是探求中

日两个民族审美意识的价值% 中国年画体现了在

儒释道千百年相互融合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

审美意识#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与审美特质#

以善为其审美的基本标准#强调以善为美#以和为

贵#体现了善美结合&美真统一的中华民族审美意

识% 而日本大津绘一方面反映了对中国传统儒家

思想及佛道文化的吸收#另一方面也具有鲜明的

日本民族特色和审美特征#体现了从(汉风)到

(和风)的完美转化% 从中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

审美意识的对比之中#可以看出二者对于各自民

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价值所在% 三是比较中日两

个民族接受外来文化的性格差异% 从中国年画与

日本大津绘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日本民族对

于外来文化的积极态度#这对当今中国学习借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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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欧阳秋子!用之美'''中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比较研究

世界优秀文化也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四是可以

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 作为日本传统民间绘

画的大津绘#与中国年画渊源深厚#但国内外至今

未见有人将中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进行比较研

究% 虽然大津绘深受中国文化和中国年画的影

响#但其中蕴含的日本民族的文化性格&审美情

趣&精神追求等#值得我们借鉴参考% 中日民间借

助年画与大津绘进行文化交流#可以增进两国民

众之间的互信和友谊#减少误解和敌视#为中日和

平友好作出贡献% 五是有利于促进中国年画与日

本大津绘的保护与传承% 保护与传承好年画与大

津绘#对于弘扬中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持当代

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和现实

意义% 总之#作为同属中日两国重要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中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一直在各自的时

空环境中彰显着生活装饰&宗教信仰以及社会教

化的(用之美)% 从发展历史看#中国年画的起源

比日本大津绘更为久远#文化根基更为深厚% 从

传播范围看#中国年画遍及全国各地#而日本大津

绘主要在大津及其周边地区流行% 从当代的保护

传承工作看#中国年画更多地是政府部门在进行

推动#而日本大津绘主要依赖于少数传承人与爱

好者的不懈努力% 但二者也存在着诸多不谋而合

的相似性#这是因为同根同源#同属汉字文化圈#

同受儒释道深刻影响% 通过比较研究#有利于提

高两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认同感#得到更多

社会人士的了解与关注#促进二者的保护与传承

工作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帮助中国年画与日本

大津绘改善目前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使他们重新

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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