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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奶奶”绘画作品的民间美术特征分析
吴志恩

（中原工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７）

［摘　要］“梵高奶奶”常秀峰绘画作品的题材多是农村日常生活和朴素的自然风貌，在造型、色彩、
构图等方面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在技法上多平面化、少立体感，作品朴素自然，感情纯真炽烈。她的

作品与当地的民间美术功能相像、题材相同、手法相似，具有典型的民间美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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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梵高奶奶”及其作品

常秀峰（１９３３—），女，河南省方城县拐河镇江
家村一位普通农民，不识字，更没学过绘画，在２００３
年来到儿子在广州的家之前连县城都没去过，但她

为孙女讲述农村风物而信手涂鸦的蜡笔画，竟有后

印象派的风格，被儿子放到博客上并经网络传播而

迅速走红。由于她的蜡笔画色彩鲜艳、形象生动，爱

画向日葵（见图１），与梵高的向日葵作品风格相似，
故而被网友称为“梵高奶奶”、“中国农村的梵高”。

中国、新加坡、欧美等国的数十家报纸、电视台报道

了她的作品。她在香港成功举办了画展，两次被请

上《鲁豫有约》，出版了《梵高奶奶的世界》和《俺们

农村》两本画册。赵瑜先生的散文随笔集《小忧

伤》，所有插图全部选用她的绘画共计６４幅。世界
著名摄影师克劳迪·斯鲁本收藏了她的蜡笔画《石

榴树》，台湾马英九先生也收藏了她的画作。斯鲁

本说：“梵高奶奶和我一样，都不是在用机器和笔展

示艺术，而是在用心。”著名画家陈丹青称赞常秀峰

的画有“质朴的震撼和心灵纯净的体现，她用纯真

无瑕的眼睛，去观察和感受生活的真谛”。

　　二、常秀峰作品艺术风格分析

１．绘画题材
从绘画题材看，常秀峰画的最多的是各种花卉、

树木以及自己的家庭生活，然后是乡村集体生活，包

括春播秋收、斗地主、吃食堂、娶新媳和祭奠毛主席等

场景。其作品所描绘的全部是农村人熟悉的题材，或

者是作者经历的社会生活。如《玉米和豆角》的题材

就是中原农村最常见的作物，玉米植株间距大，一般

在玉米地里要插种各种豆类，因此更显得真实可信，

浓郁的田园气息扑面而来。

常秀峰画了大量的花卉植物，尤其是牡丹、荷

花、向日葵。为什么热衷于画这些题材呢？她说：

“牡丹是幸福花，向日葵是向阳花、还能榨油，荷花

干净、高尚。”

常秀峰不画世俗津津乐道的帝王将相、才子佳

人等戏文、传说，基本上也不描龙画凤，也不画麒麟

送子、鱼跃龙门等吉祥主题，她不说牡丹是富贵花，

她没有“富贵”的概念，她只求世俗而质朴的幸福。

常秀峰也不画民间迷信的阎王神佛，更不画土匪劫

掠、刁民赌抢、媒婆欺蒙等民间常见的丑恶世事。她

滤掉了几十年含辛茹苦的黄土地上的卑污和艰辛，

只展示她质朴、博大的爱，她画那个正在或者已经逝

去的农村，她画画的目的就是让孙女多了解农村，为

孩子提供认识乡村的素材。

常秀峰也写生，在花园里捡树枝回家画，有时候

还要回老家“充电”积累素材。常秀峰除了画自己

熟悉的农村题材以外，偶尔还应孩子们的要求画一

画她并不熟悉的长城、圆明园、桂林象鼻山与刘三姐

以及她住了七八年的城市，但显得勉为其难，表现得

柔弱陌生，显然是不够熟悉、不够了解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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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熟透的向日葵（常秀峰）

　　常秀峰的绘画，纯粹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无
涉名利富贵，只是为了表达作者对乡间生活和劳动

的热爱，具有一种质朴、纯净的精神，这是职业画家

所不具备的。

２．绘画语言
常秀峰的绘画在造型、色彩、构图等绘画语言方

面，带有强烈的主观性。

在造型方面，常秀峰的绘画突出主要特征，省略

细枝末节，对有兴趣的形象和部位有意放大或夸张，

其他地方则相对简单、概括，具有民间绘画大胆、直

率、朴实、主观的特点。如《繁花似锦》《荷花》就是

典型例子，因为重点表现花朵，所以画面上除了花朵

绿叶、莲蓬之外，其他部分都忽略。又如《石榴树》

重在表现“石榴”，所以作者就画了剖开一半露出石

榴籽的情形，这种舍表求里、带有装饰趣味的造型手

法，是民间美术常用的艺术手段，这在常秀峰的绘画

中屡见不鲜。

在色彩方面，常秀峰喜欢用纯色，因为从未受到

过专业训练，她没有原色和间色、复色的概念，而且

蜡笔材料的特殊性也限制了单色混合成间色、复色

的可能性，所以常秀峰喜欢使用主观意向强的色彩

或彰显个人偏爱的喜庆色彩，一般是采用平涂的手

法，画面效果具有对比强烈、色彩明确的特点。

常秀峰对色彩的认识是单纯的，在她的眼里，红

就是红，绿就是绿，蓝就是蓝，不会将红色按色性分

为冷红色和暖红色。在表现上，她尽量省略生活中

丰富的多层次的灰色调，夸张色彩的纯粹程度，如用

大红或朱红去表现太阳，用湖蓝表现海水，同时大胆

地使用对比色和纯度较高的原色，以取得响亮的画

面效果，形成粗犷、明快、朴实、热烈的色彩风格。

作为民间美术家，常秀峰喜欢用红黄绿蓝等颜

色，她笔下的家乡总是鲜艳的：玉米是金黄色的，番

薯是红紫色，蘑菇是赭红色，牡丹花是正红色的，葡

萄则是浓烈的紫色。这些颜色纯度高，对比鲜明，画

面效果明快爽朗、简单自然。如图１用色大胆，翠绿
的叶子和明黄的向日葵花瓣奠定了整幅画面鲜活的

基调，色彩感强，对比强烈，取得了很好的视觉效果；

两个熟透的向日葵色彩浓重，又具有调节画面、协调

色彩效果的作用，使整幅画艳而不俗。而在《老太

太眼中的圆明园》中，常秀峰却一反常态，使用了忧

郁的蓝色调，只有个别小花采用黄色，以调节画面。

色彩在常秀峰的画中具有很强的表现性。

中国画所谓的疏密聚散、西方画所谓的正倒三

角形构图，甚至气韵、节奏等形式美的规律，“梵高

奶奶”也许根本不懂，更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她在绘

画中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些形式美的法则，她是凭借

个人对美的感受来作画的。在这一点上，常秀峰的

情况完全符合民间艺术家实践先行的特点。

从构图看，常秀峰的绘画体现了民间美术的平

面性、装饰性。有时为了把从各个方向看到的形象

表现在一张画中，她常采用“鸟瞰式”的构图方法，

把很多视点看到的形象画在一幅画中，画面构图很

满，但又疏密有致。这样的平面构图画面容量较大，

尤其是在画比较大的场面时，为了能够比较全面地

表现对象，常采用这种“鸟瞰式”的构图方法。如

《家乡的秋天》（见图２）就体现了民间美术这种自
由、奔放、大胆的构图形式，作者将从不同角度看到

的东西，及知道的、想到的或彼此无关的东西，都拼

凑罗列到画面上，直到画满为止，从而解决了不同视

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结合问题。如荷塘、小径、

柿树、各种花草等，都可集中表现在一个画面上，具

有很强的装饰效果。这种打破时空的造型方法，在

民间美术中显得合情合理。

３．技法和风格
从常秀峰作画材料和工具上看，蜡笔用得最多，

图２　家乡的秋天（常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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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尝试过彩色铅笔、油画棒、水彩、水粉等，这些工

具材料都具备易掌握、易得到、造价低的特点。常秀

峰还敢于创新，如用牙签刮出线条，用装修涂料抿到

画面上做雪景。而蜡笔线条粗放、不宜画细的特点

虽然限制了画面细节表现，但也正体现了民间绘画

追求整体感的要求。

从绘画技法看，表面上，常秀峰的画不讲什么技

法，与其他的民间绘画一样不讲画理、画法，却能收

到意外的效果。她的作品由点、线、面组成，多平面

化，少立体感，大多数作品直接以蜡笔涂抹，偶尔有

勾线填色，部分作品根据需要先平涂出底色，再勾画

线条，如《生长的向日葵》；或者在底色基础上以牙

签、油画刀或其他简单工具刮出所需线条，刻画成纹

理或者叶脉，如《玉米与豆角》。

从个人风格上看，常秀峰的作品朴素自然、感情

纯真炽烈，毫无矫揉造作与无病呻吟之感，澄净明澈

的内心通过画面一览无余。常秀峰的画是阳光健康

的，也是温暖人心的，她带了浓烈的情感去描述一个

个正在逝去的乡村风物。那幅《熟透的向日葵》与

梵高的名画《瓶中的向日葵》一样，用色亦是绚丽夺

目，但梵高笔下的向日葵让人感觉焦灼、扭曲、疯狂

和孤独，而“梵高奶奶”的向日葵却欣欣向荣，生机

勃勃，无忧地生长，快乐地成熟。

常秀峰的作品属于写实主义，当然，由于民间艺

术的影响，再加上其个人毫无美术训练基础，她的造

型具有概括、适度夸张、抽象和美化的特点，恰好处

于似与不似之间。著名画家曹新林说：“这属于原

生态画作，朴实、漂亮，很有艺术灵气。”

《论语·为政第二》说：“《诗》三百，一言以蔽

之，思无邪。”常秀峰的画之所以能够感染那么多

人，就是因为她能直抒胸臆，大雅若俗。

　　三、常秀峰作品的民间美术特征

在常秀峰老家河南方城，可以见到的民间美术有

绘画与刺绣（含手绘中堂、木版年画等）、神像雕刻

（含本地特产方城石猴黄石砚、家具建筑雕饰）、服装

鞋帽（含虎头鞋等）、实用编织（各类草编藤编）、各类

金属制品（金银首饰及铜锡制品用具）五大类，常秀

峰的绘画作品，与这些民间美术联系紧密。

１．功能相像
在豫西南，民间美术主要是为了表达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对逝去时光的缅怀，以及对子孙后代

的教育。常秀峰在广州描绘家乡风物，慰籍了其本

人与家人的思乡之情，在其作品被放在网络上得到

广泛传播之后，得到了无数网民的支持和热爱，其乡

思扩大为漂泊者们的集体乡愁、工业化时代对原始

乡村的怀旧。

２．题材相同
流传于河南方城的民间刺绣、家具浮雕与漆画，

多以花卉等寓意祈福的事物为题材，常秀峰的画

（见图３）也是如此。常秀峰作品和本地民间美术作
品有相同的题材特征，多是与民间生活联系紧密、也

深受百姓喜爱的花卉题材。

图３　幸福花开（常秀峰）
３．手法相似
常秀峰的作品，写实的生机勃发、质朴热烈；抽

象的简要概括，有明显的程序化特点。如图３《幸福
花开》中夸大花头的处理手法，就与河南民间漆画

牡丹的花叶处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再看设色，常秀峰的绘画与河南民间刺绣绘画

一样，用的都是纯色，艳丽、直接，这也是河南民间美

术的特征。

常秀峰以前常被请去给人裁剪衣服，也曾给孙

辈做过虎头鞋等，她一向是民间美术的参与者，后来

她能在纸面上完成那么多绘画，也是自然而然、水到

渠成的事。由此可见，美术创作并不是知识阶层的

专利，民间美术蕴含着强大的创造力与生命力，这是

学院派画家们应虚心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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