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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密扑灰年画是历代传统绘画与民间年画艺术结合的产物，是传统绘画包括文人
画、庙宇壁画与民俗需求融汇促生而成的民间绘画，在造型上有具象、抽象、夸张、变形、概括、
装饰等方法运用，也有写实、写意、工写兼备表现之分，形成了风格各异、形式多样的各类造型，
其造型观念呈现出意象化、理想化、程式化和多样性并存的复合性造型特征，有丰富文化内涵
和独特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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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扑灰年画是在继承唐宋传统绘画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民间绘画，具有鲜明的宋元文人画、庙
宇壁画绘画特征，以扑灰手绘技艺著称于世。高
密扑灰年画以其风格独特的造型，自成体系又兼
具传统绘画、民间绘画综合风貌的整体特征，矗立
于我国众多的民间年画艺术之林，是研究中国传
统手绘年画及传统绘画造型语言在民间传承流变
的难得例证。高密扑灰年画以人物画为主，也有
山水、花鸟等题材，在造型上借助寓意、想象、抒
情，按照真、善、美的造型规律，形成了风格各异、
形式多样的造型，其造型观念既有民族性文化和
审美特征，又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呈现出意
象化、理想化、程式化和多样性并存的复合性造
型特征。

一、意象化造型观
意象化造型观是东方独有的造型观念。所谓意

象，是指艺术创作活动中主观意念与客观物象凝练
升华、交融合一后的的艺术表象，是依据客观对象
通过“以意取象”而达到“以意传情”目的，是以画家
所要表现的主观精神需要来创造艺术形象的造型
方法。民间绘画中，意象造型不单是创作者的主体
意象，还反映着绘画接受者的群体意象。中国传统
绘画在造型上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外师造
化”是说画家应以自然即生活为师，大自然与人类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这是传统绘画，尤其
是民间绘画一贯秉持的造型理念。在这里，外师
造化并不仅指写生和模仿，还包括对生活、对社

会、对自然的观察、思考和体悟等独特的感受；“中
得心源”是外师造化的升华，是画家将外师造化所
得的素材，通过集中、概括、筛选、提炼、构思后在
心中所产生的综合意象。高密扑灰年画中的意象
派造型观是传统绘画造型观、方法论与民俗需求、
大众审美相互融合所形成的产物。

中国画的初萌时期是“以意表形”的，隋唐绘
画始，“以形写神”成为画家艺术追求的标高，画家
开始有意识地将写形作为绘画手段，以达到传神
目的。唐宋以后，“以形写神”先是成为我国人物画
欣赏评判标准，继而影响至山水、花鸟画，成为我
国整体绘画衡量之大则。宋元文人画强调主观创
造及主观情怀的表达，认为绘画应按画家的主观
情怀和内心意愿，结合客观事物或现实将意念进
行外化，即为“神韵”又包含“意蕴”。高密扑灰年画
是在继承文人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间绘画，各
类题材在造型上尤为重视抒情达意，以“主观情
怀、意象外化”为主导，强化形神兼备、形意同体。

高密扑灰年画早期作品在题材和表现上与文
人画关系紧密，受文人画影响很重，但扑灰年画作
为民间绘画，与文人画不同的是，在绘画造型的表
现上，并不追随文人墨客孤高清冷、相对虚无缥缈
的情怀刻画，而是强调直白了当、直抒胸臆的主观
意象表达。如扑灰年画常见题材《四爱图》，取材文
人画，以周敦颐爱莲、陶渊明爱菊、王羲之爱鹅、孟
浩然寻梅等历史文人所喜好事物的历史传说典
故，组成四条屏组画或只表现一个人物的中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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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以物抒情，以物寄志，抒发民间百姓对古代文
人雅士高尚品行、雅好志趣的尊奉和推崇。中堂画
《右军写经换鹅图》（右军指王羲之），画面全无背
景，只表现了王羲之、书童和两只转颈的鹅，但上

下两个人物形象意笔
绘出，率性洒脱，主题
直观鲜明：王羲之位
于画面的中上部中心
位置，长须、躬背、俯
首，以没骨法重墨绘
出，形象处理简约概
括；书童怀抱大鹅、扬
首与之形成视觉呼
应，书童及两鹅造型
线分别以浓淡墨勾
勒，上衣淡墨晕染，裤
子及两鹅则留白处
理，与服饰表现意笔
概括相比，人物的脸
部及五官刻画则较为
工细，整个画面大笔
狂涂、粗笔勾勒和细

笔晕染结合巧妙，画面虚实关系分明，对比强烈，
情节刻画传神生动，是形意同体的典范。其它如
《孟浩然寻梅》《铁拐李》等既有宋梁楷《泼墨仙人
图》挥毫写意之酣畅，又兼具院体绘画写真人物的
细腻传情，没骨、勾线，粗笔、细笔等技法运用转换
自如，表现出扑灰年画艺人作画时胸有成竹，下笔
有神的高超技巧以及强烈的主观情怀。

高密扑灰年画“主观情怀、意象外化”的造型
表达，其“主观情怀”更侧重于普罗大众的普世情
怀。《朱洪武故事四条屏》描写明朝开国皇帝朱洪
武（朱元璋）与开国功臣康茂彩（才）、常遇春、胡大
海、冯德胜（冯胜）、马员外、马皇后等的故事传说。
民间画师将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跟随他征战沙

场、充满铁血豪情的开国名将、皇亲国戚表现的平
如常人，画面集人物、家禽、山川、河流、树木、竹石
等于一体，诗书入画，书画结合，浓墨淡彩，交相呼
应，画面温馨朴实，充满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色彩，
是民间画师主观创造力的写照。这个特征反映了
画工群体对传统绘画“以形写神”“以形达意”意象
化造型观精髓的深刻领悟力和驾驭力。

二、理想化造型观
高密扑灰年画的绘制者、购买者、观赏者、使

用者均来自民间，有商品流通的属性。作为大众商
品画，从事扑灰年画的民间画师既不可能像拿着
皇家俸禄的院体画画家一样，只为满足皇族贵族
统治阶层的喜好而不遗余力地深入刻画，也不可
能像衣食无忧的文人一样，只表现个人的主观情
怀。扑灰年画要形成广泛的购买群体，就要考虑老
百姓的意愿，满足群体性的审美需求。因此，借鉴
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理想化宗教绘画造型方法，
成为高密民间画师创作祭祀类、神像类等题材年
画尊奉的造型法则之一。

理想化造型观在扑灰年画诸多题材中都有充
分运用，如祭祀孔子的《万代师表》年画。孔子是儒
家文化的代表，历代把孔子奉为先师神明，在万般
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统治下，颂扬先师
孔子的《万代师表》年画成为扑灰年画教化类年画
的代表画种，受众广泛。《万代师表》年画表现的是
孔子与孟子、曾子、颜子、子思四位弟子讲学论道
的场景，孔子居中端坐，像前立“至圣先师神位”牌
位，四位弟子手持笏板分列左右，人物造型借鉴佛
教、道教壁画突出主大从小的宗教画造型样式及
主神头部佛光背屏的造型图式，孔子身形略大，头
戴冠冕做帝王造型，孔子及弟子背后皆绘佛光，画
面背景为书法或山水屏风，前方绘瑞兽麒麟，这种
将孔子及弟子作帝王臣子化、俗神化的理想化造
型样式，更加符合民众对孔子尊崇膜拜的精神需
求，也反映了扑灰年画与庙宇壁画、水陆画等宗教
绘画的渊源关系。

除万代师表年画外，理想化造型观还表现在
祖影、家堂等祭祀类年画，门神、财神、观音菩萨等
神像类年画，美人、童子等装饰类年画中，理想化
造型成为扑灰年画诸多题材约定俗成的造型法
则。如家堂、族影刻画了春节期间家族成员欲进家
族祠堂祭拜供奉祖先的热闹场景。祠堂牌位、供案
供品、祖先名讳、庭院山门、老少子孙等画面内容
繁复，集建筑、景物、人物、器物与一体，场面宏大，
人物众多，在画面布局和造型上均体现出追求完
美的理想化观念，就是一副现实生活中年三十家

《四爱图》四条屏 清代 高密半印半画

《右军写经换鹅图》
清代 扑灰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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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成员集体祭祖活动的生动写照。一幅祭祖画凝
聚了人们慎终怀远、不忘宗本、期望家族人丁兴
旺、向往美好生活的主观理想。家堂画中的人物
造型相较其他的年画题材，较为写实，人物着装华
丽，刻画细腻，最为独特的是人物所着服饰以山门
为界，左边为清代服装，右边为明代服装，同一场
景将跨越两个朝代的族人齐聚在一起而毫无违和
感，就像山门上所贴春联文字：“俎豆传家远，本枝
百世长。”借此喻意家族人丁兴旺，富贵绵延。这种
一画分两代，有悖于真实时空关系，以理想世界为
塑造标准的造型方法，在祭祖画中却能让人感觉
合乎情理，意味悠长，体现了高密民间画师丰富的
想象力和卓越的创造力。

美人、母子、童子等装饰性年画中，高密民间
画师更是将理想化造型运用到极致。如《童子献
瑞》对画，两个白白胖胖的童子呈抬腿举手状造
型，童子体态充盈丰满，双手分别持如意和柿子，
胸前及两腿之上各点缀三朵盛放的牡丹花，牡丹
花与童子脸部再以展翅的蝴蝶相连，童子身体的
四周又分别装饰桃子和石榴，两个相对的画面，将
好事成双、事事（柿）如意、富贵吉祥（牡丹、蝴蝶）、
长寿多子（桃子、石榴）等喻意吉祥美好的珍禽瑞
果与童子融为一体，强化了吉祥主题，增强了画面
的装饰性。此类基于现实生活，以主观情感再造的
理想化的“真实”，比单纯写实表现更富于象征性
和想象力，画中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民俗、精神
内涵更具有张力和理想化色彩。理想化造型是高
密民间画师基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造性表现。

三、程式化和多样性并存的造型观
程式化是以生活实践为基础，经过长时间历

史沉淀，相对稳定和规范化的艺术语言，是艺术创
作经验的积累和沉淀，它来源于画家对艺术的感
悟和对表现的升华，是一门艺术成熟的标志。程式
是不断地发展、丰富和变化的，由于题材分科的不
同，这种艺术语言又有各自的特点，它既是独立
的，又和其它造型方法相互交叉、渗透，具有很大
的包容性。

高密扑灰年画各类题材经过数百年的演变，
发展到后期，民间画师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社会
需求，提高绘画效率，根据大众的审美标准，不同
题材年画造型逐渐形成程式化的特点。写实造型、
写意造型或两者兼顾的工写兼备造型模式，成为
不同题材画师们进行创作和绘画的造型规范，形
成高密扑灰年画造型程式化和多样性并存的风格
特征。

程式化造型中的写实造型年画，以家堂、族

影、神像等祭祀类年画为主，多为中堂画。这类年
画画幅较大，造型较为写实，是在吸收宋元道释人
物画、庙宇壁画造型样式基础上，迎合民间居室空
间及悬挂场地实际情况，以满足人们家庭祭祀和
寄托宗教信仰为前提发展形成的年画题材，画中
人物位置、比例、场景、背景等造型元素遵循较为
统一的图式，整体造型体现出高度近似的程式化
特征。如财神类年画，文财神、武财神或二堂财神
（文武财神）均为主神居中的坐像模式，主神皆造
型硕大，醒目突出。文财神全为蟒袍玉带，头戴冠
帽，手持如意云板，身旁左右分列天官、功曹两协
侍或天官、功曹加善财童子、利市仙官四协侍，前
方正中放置聚宝盆，背后屏风或山水或双龙戏珠，
所见清代、民国时期绘制的文财神形象均面目含
笑、富态温和；武财神的形象则是身坐虎皮椅，内
着铠甲外披蟒袍，立眼提眉，威武英飒，气势逼人。
两种财神，或各自成画，或上下二堂相列同入一
画，一文一武性格鲜明，可供不同家庭选用。各题
材年画如此相对固定的造型图式，既是民间画师
根据民众心中所想，对所描绘人物形象进行的理
想化创造，也成为画师间约定俗成，行之有效的造
型方法而广泛推广和应用。

程式化和多样性并重的工写兼备造型年画，
则以神话传说、人物故事、山水、花卉类年画为主，
多为条屏画，有对屏、四条屏、八条屏等形式，造型
介于写实和写意之间，呈现工写兼备的特征。这类
年画的造型元素最为丰富，既有人物、背景关系的
场景刻画，又有解释故事情节的榜题文字、独立诗
句等内容，在人物、山水、景物造型上与文人画造
型一脉相连。条屏类年画多画幅、连续性的画面组
织结构，要求在造型上必须突出人物之间的呼应
关系，诗书入画，情节及时空的变化使造型手法更
加灵活多样。如《朱洪武牧羊》四条屏、《汾河湾打
雁》四条屏、《刘大人私访》八条屏等历史故事画，
具有程式化和多样性并重的特点。

多样性的写意造型年画，主要体现在戏曲人
物、美人、童子等扑灰年画作品中。明清时期世俗
社会开化之风日盛，高密民间对年画的需求激增，
年画的题材内容得到较大扩展，为满足社会需求，
当地艺人在绘制过程中，为提高作画效率，继承发
扬宋元绘画中的写意画法，以洗练的造型、生动的
笔法，在造型表现上形成大刷狂涂的大写意画风，
如《王羲之爱鹅图》《铁拐李》等年画，整幅画面只
表现单个人物，造型简练，以没骨泼墨、线墨结合
的技法绘出，其人物造型及表现技法与南宋人物
画家梁楷的减笔画法一脉相承，体现出民间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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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嫂闲话》清代 扑灰年画

广博借鉴、吸收融合的创新创造力。在高密，写意
扑灰年画又称为“抹画子”，“抹”体现的即是写意
造型的鲜明艺术特点。“刷刷刷，一溜栽花。大刷狂
涂，描子勾拉。细心粉脸，眉眼巧画。待要好看，咸
菜磕花”，这是扑灰年画业界普遍流行的人物画
诀。清代末年盛行于高密民间的扑灰年画中，那
些戏曲人物、仕女娃娃图，情节简单，多为一两个
人物，民间画师大胆取舍，巧妙地将画中人物充满
画面，省略背景，着重于形象描绘，视觉效果饱满
鲜明。戏曲人物造型稚拙粗犷，动态夸张；仕女造
型圆熟洗练，形象饱满俊秀，面如满月，眉目清秀，
嘴眼笑意轻盈；娃娃童子胖脸大腮，憨稚可人，充
满纳福祥和的欢快气氛。这些年画题材，充分体
现出扑灰年画程式化造型的规律性和多样性造型
的生动性。如娃娃图、童子图善用麒麟、蝙蝠、牡
丹、佛手、石榴等吉祥物，与人物造型融为一体，以
此强化吉祥寓意主题，增强装饰性；母子图、美人
图多添加门帘、桌椅、条案、花瓶等室内场景，从人
物服饰、场景布置可以反映年画创作的不同时代
背景。

仕女美人画不仅
具有多样性，其流变
性特征亦较为显著。
如仕女画服饰领口的
变化，清中期以前的
一般为圆领，身披云
肩，晚期则经历从低
立领到高立领的变
化。清末、民国时期美
人图题材表现内容更
倾向对现实生活的捕
捉和描写，如《踢毽
子》《姑嫂闲话》等人
物造型动静结合，通
过概括简练的肢体动
作表情达意，画面平
衡稳定而富于动感，
一派温馨恬静岁月静

好的祥和气象。可以说，仕女画是高密扑灰年画中
最具有时代性的品类，反映了清代、民国时期妇女
服饰的流行与变化，体现出高密民间艺人敏锐的
观察力和与时俱进的表现能力。

正是由于程式化的因素，才使扑灰年画成为
一个相当普及的民间画种。只要掌握了人物的造
型特征、技法规律和墨色变化，即可在画技上得其
皮毛，易于入手，宜于推广。扑灰年画产区遍布高
密北乡及潍河两岸，绘画群体的广泛性亦得益于
造型的程式化。

高密扑灰年画各类题材人物造型的程式化表
现，是历代画师根据市场接受度、文化信仰、民俗
需求、时代审美等特定因素所形成的被广大受众
接受，具有广泛市场需求的经验造型规范和法则，
但这种经验累积的造型观并非一成不变，各家画
店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根据不同受众群体
的文化层次和审美喜好，又形成了风格各异、形式
多样的各类造型。程式化与多样性看似矛盾的两
种造型表现，在扑灰年画中却能和谐并存。纵观扑
灰年画的程式化造型，承袭仅仅是一个方面，其可
贵之处在于既善于借鉴前人经验，又不拘泥于固
有图式，而是以造化为师，才能创造出如此富有个
性又风格迥异的多种艺术造型，这才是扑灰年画
程式化与多样性并存最本质的特征。

无论是意象化造型、理想化造型还是程式化
造型，扑灰年画以情抒怀、以情达意、以情感人、以
情教化的朴素造型观，总能达到润物无声的美化、
教化功能。扑灰年画造型观念体现了民间艺人对
生活物象的体察和感悟，是对历代传统绘画造型
经验的艺术继承和思想升华，是高密民间艺人艺
术创造力的体现和扑灰年画艺术文化价值的精髓
所在，也是当代高密扑灰年画传承创新中应该不
断汲取和学习的宝贵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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