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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民间绘画的特点与流变
张景明

（大连大学 美术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６２２）

［摘　要］东北民间绘画题材多来源于乡村、牧区、林区，是在农田生态、草原生态、森林生态等特定
自然条件以及区域社会文化生活条件下创作出来的。东北民间绘画在不同类别的绘画表象中蕴含

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具有一定的艺术文化特征：年画色彩绚丽，年味十足；有着乡土性的艺术风格和

内容，以及浓郁的东北地域性；题材多反映淳朴的民风习俗。东北民间绘画中的绥棱农民画、吉林

东辽葫芦画、辽宁铁岭指画、内蒙古扎鲁特版画等，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与风格，还经历了一个

传承流变的过程，在发展中基于创作原则而不断创新，为繁荣民间美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东北民

间绘画多数已经成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仍有亟待申报遗产的项目，如大连庄河农民画、金州

农民画等。这些民间画在当地都有代表性，已经具备了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条件，只要继续深入

挖掘，找出活态传承人和传承过程，其申遗成功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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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绘画是指一种由民间艺人运用简朴的技法
创作农村、牧区、林区题材的美术形式，包括版画、油

画、国画、烙画、壁画、葫芦画、皮画等种类，作品多反

映民间人们淳朴的思想感情、宗教信仰和生活、生产

情景。东北地区民间绘画是在农田生态、草原生态、

森林生态等特定的自然条件以及区域社会文化生活

条件下创作出来的，其形式、题材、内容、技法、色彩

等都与自然环境、民众生活、文化心理、审美情趣密

切相关。其种类较多，有桦树皮镶嵌画、鱼皮镂刻粘

贴画、桦树皮画、布贴画、葫芦画、年画、硬笔画、农民

画、根须画、缝绣画、无笔画、建筑彩绘画、指画、版画

等，它们都围绕民间生活和文化传统进行创作，借以

表达和寄托人们在生产、生活方面驱灾避难、迎祥纳

福的愿望和期盼。目前，学术界对东北地区民间绘

画的研究较少，现有的成果也主要是针对某一画种

进行的探讨。如董国峰的《绥棱农民画的现状发展

探析》［１］、王荐的《铁岭的文化符号———手指画》［２］、

关德富的《东北民间美术的文化阐释———〈萨满绘

画研究〉读后》［３］，分别对黑龙江绥棱农民画、辽宁

铁岭指画、吉林满族萨满画的发展现状、文化寓意、

文化阐释等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但就整个东北地区

民间绘画来说研究还不够全面系统。本文将以艺术

人类学为视角，通过实地调查，梳理省级以上的民间

绘画遗产项目，就东北地区民间绘画的艺术特征、文

化寓意、画种流变、发展现状、申遗瓶颈等问题提出

一些看法，以供学界同行参考。

　　一、东北民间绘画的艺术文化特征

在省级以上的东北地区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民间绘画有黑龙江黑河市鄂伦春族桦树皮

镶嵌画、佳木斯市鱼皮镂刻粘贴画、牡丹江市鱼皮

画、哈尔滨市桦树皮画、大庆市肇源古建筑彩绘、绥

棱县农民画，吉林省吉林市王氏布贴画、东辽县葫芦

画、通榆县闯关东年画、通榆县费景富硬笔画、东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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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民画、白城市姜淑艳布贴画、白城市高乃峰根须

画、洮南市丛翠莲缝绣画、通榆县张玉欣布贴画、通

榆县李向荣无笔画，辽宁省沈阳市建筑彩绘、铁岭市

指画、沈阳市烙画、沈阳市古建筑彩绘，内蒙古扎鲁

特旗版画、奈曼旗宝石柱绘画等。从这些绘画的种

类看，内容和题材可谓丰富多彩，作品都与人们的生

活、生产、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

且实用性比较强，多数直接用来美化自身、物品和生

活环境。民间绘画简洁的造型、完美的功能，满足了

人们精神和物质上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同时由于

东北地区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不同类别的绘画表象

中也蕴含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

１．年画色彩绚丽，年味十足
东北民间绘画中的年画由于年俗的特殊需要，

为了满足人们殷实丰足的过年心理而创作的色彩红

火、画面饱满的作品，具有欢乐、吉祥、红火、兴旺、丰

足的蕴意和装饰性突出的艺术特点。如通榆县闯关

东年画，延续了中原木版年画的生产技艺，填补了东

北没有木版年画的空白。早期多为传统年画，以喜

庆、吉祥等题材为主，后来表现题材发生了重大变

化，多以反映时代气息、新人新貌、英雄人物、建设成

就、科学知识、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等为主。如《打

猪草》（见图 １）、《剪窗花》《同心协力》《花木兰》
《长白珍奇》《犟驴》《八仙过海》等。渲染这种年画

特征的是木版年画的色彩，早期为套版印刷，颜色简

练而富有表现力，色彩追求鲜明热烈，具有很强的视

觉冲击力。

图１　打猪草（通榆木版年画）

２．乡土性的艺术风格和内容
东北地区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环境，民间绘画就

是在这种田野、牧区、林区中诞生并成长起来的，具

有淳朴率真、乐观诙谐的艺术特点。民间艺人在农

耕、放牧、狩猎的闲暇之际，自娱自乐，创作作品，所

塑造的形象虽然简练、稚拙、夸张、随意，却将乡土美

感体现出来，具有率直、淳朴、生动的艺术风格，反映

出民间艺人抒发情感的自由与自然。由于以前农民

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识字有限，有的甚至一字不

识，于是他们就借助图案的形式将内心的美好愿望

表现出来。如用露籽的石榴表示“多子”、盛开的牡

丹象征“富贵”、鸡的形象表示“吉祥”、蝙蝠的形象

寓意“幸福”，这种充分利用图像和字的谐音来表达

内心美好愿望的手法能够弥补识字的欠缺，表达人

们淳朴的内心世界和创作意图。另外还有一种表达

形式就是将多种动植物组合成复合图案，与吉祥成

语谐音，如一只喜鹊和一座房屋或一株树木的组合

与“喜从天降”谐音；莲花、娃娃和鱼的组合与“连年

有余”、“吉祥有余”谐音等。这些谐音图像将乡村

常见的动物、植物、历史故事人物、建筑等巧妙地结

合在一起，形成绘画作品，呈现出人们内心的向往，

带有强烈的乡土气息。

３．浓郁的东北地域性
东北地区的地域特征和独特的文化背景，使

东北民间绘画在题材、内容、风格、手法、制作方式

等方面均表现出与其他地区民间绘画不同的风

格，具有粗犷豪放、明艳质朴的艺术特点。清代山

东人“闯关东”对东北社会风俗产生一定影响。多

数东北民间绘画虽然受到山东地域的影响，但其

毕竟生长于东北黑土地，东北地域性非常突出。

如黑龙江黑河市鄂伦春族树皮镶嵌画，以鄂伦春

族长期生活环境中的桦树皮为原料，利用天然的

不同颜色桦树皮拼贴镶嵌成画，题材多为生产生

活场景、动植物、萨满教神像等。东北地区的妇女

善于刺绣，裁剪布料剩余的布头拼贴画面，就有了

吉林省吉林市王氏布贴画、白城市姜淑艳布贴画、

通榆县张玉欣布贴画等，这些布贴画主要以东北

地区满族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神话传说、人物

故事等为创作题材，充分体现了东北地域性的艺

术风格与文化内涵。黑龙江绥棱农民画是在北大

荒的独特地理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表现

题材最多的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场景。如戴文革的

《豆腐坊》，以凝重的色彩、粗犷的笔意，描绘了农

家豆腐坊的全景图。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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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淳朴的民风习俗题材
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三江平原、大小兴安岭有

着淳朴的民风习俗，这在东北民间绘画中都有所体

现。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赫哲族等少数

民族都有制作桦树皮器的历史，在制作器物的过程

中，出于美观的考虑，常在桦皮器物表面装饰一些图

案，于是便有了桦树皮画的创作。如哈尔滨的桦树

皮画，采用剪、刻、雕、烫、画等多种技法，将森林民族

的狩猎、捕鱼、出行、崇拜等风俗习惯用画面的形式

记录下来。满族信仰萨满教，而萨满教与图腾有直

接的关系，这些图腾主要有乌鸦、野猪、鱼、狼、鹿、

鹰、豹、蟒蛇、蛙等，这就使吉林王氏布贴画中有满族

萨满教的神话传说、祭神场面等内容，反映了满族信

仰宗教的风俗习惯（见图２）。一些民间绘画的题材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如吉林东丰农民

画代表着现代农民绘画的形式，在构图、造型、色彩

及审美方面彰显着农民作者独特的思维理念、结构

技巧和丰富的创造性，题材有喜乐的庄稼老汉、喜庆

丰收的舞蹈、新春闹元宵、农家八仙、山乡花季、农家

乐等，反映了新农村建设中的新气象和现代民俗

风情。

图２　神前献牲（吉林省吉林市王氏布贴画）

　　二、东北民间绘画的流变

东北民间绘画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文化特征，

还经历了一个传承流变的过程。多数画种都产生在

清代中晚期或民国初期，经过３～５代传承下来，并
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创作群体、技法、题材、社会影响

等都在发生着变化。如绥棱农民画起源于民国年间

的画门斗和画柜，后来发展到画立柜、炕围、高低柜、

书橱、碗架子等，并出现了玻璃画、烫画；题材由以前

的木纹、四季花、福字、吉利语发展到后来的山水、花

鸟等。２０１２年５—６月、２０１３年６—７月，笔者就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东北地区民间美术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保护与开发研究》，分别在辽宁

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东北部，进行了实地田

野调查，做了许多访谈记录，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

料。据绥棱县文化馆王国武介绍，１９７１年，绥棱县
文化馆对农村乡土文艺人才进行了调查，挖掘出一

支从事农民画创作的队伍，绥棱农民画得到迅速发

展。到１９８５年，县里先后举办３次农民画展，创作
群体高达４００多人。《中国农民报》和《农村报》曾
专版刊发了绥棱农民画发展的经验，农民画成了当

地的一张艺术名片。此后，绥棱农民画参加了全国

性农民画展，入选第二届中国民族文化博览会美术

大展；绥棱县及农民画创作者在全省的民间美术工

作会议上介绍经验，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接受

媒体的专访，举办农民画培训班，获市级优秀创作群

体和“全国民间艺术之乡”荣誉称号，绥棱县与陕西

户县、上海金山并称为中国三大农民画创作基地。

吉林省东辽县建安镇，位于长白山山脉西行与

吉林省西部平原连接的地方，地势平坦，土壤肥沃，

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葫芦，这为葫芦画的创作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端午节，东辽地区的

人们喜欢在葫芦上画图案，挂在门窗旁以避邪招宝，

于是葫芦艺术逐渐盛行起来。现有葫芦画传承人赵

文秀以务农为生，因喜欢在自家种植的葫芦上画动

植物、山水人物，人们送其绰号“葫芦赵”。１８５０年，
赵文秀的曾祖父赵长君领着家人逃荒到东辽的夹信

子屯，以在地下煤矿背煤为生。当时的矿灯比较简

陋，用泥土制作而成，含在口中，时间长了会把牙磨

掉。一次他下工回家，路经一家院子，发现院内种植

很多葫芦，于是就萌发了用葫芦制作矿灯的念头，并

试制成功。赵长君发明葫芦灯以后，就专心在葫芦

上作画，并将这门艺术传承下来。赵长君去世之前，

就把自己的葫芦烙画手艺传给了儿子赵光运、孙子

赵占海以及后代赵平和赵文秀。到赵文秀这一代，

葫芦画已经发展成熟，创作题材主要是历史故事、戏

曲人物、神话传说等，其本人也被当地人称为“东北

葫芦画大王”（见图３）。
辽宁铁岭指画从清代开始出现，经过历代相传，

迄今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传承谱系。清代晚期，从

事指画创作的有高其佩、高儆、甘士调等人，民国时

期有李梓郑、王均衡、刘乃刚等人。新中国成立以

后，指画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宁斧成、端木蕻良等

人成为这一画种的传承人。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到

目前为止，铁岭指画的创作人员已达１００余人，其中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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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杨一墨的艺术成就最大，他创作的指画继承了高

其佩的风格，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创新。如山水、花

鸟、人物画呈现出浑厚雅逸的艺术特点，在指画艺术

界独领风骚。另外，吴润龄、张晓风、刘永春、王晓

峰、杨春、于一丁、王殿辰等人的指画作品在国内外

画界也有很大的影响，并多次在指画大赛中获奖。

有如此多的人从事指画艺术，使得铁岭成为有名的

“指画艺术之乡”。近年来，铁岭地方政府和民间组

织在指画艺术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如确定指画的

现有传承人，成立铁岭中国手指画研究院，出版了

《铁岭指画艺术》《铁岭文史资料·指画专辑》等作

品集，多次举办各种层次的指画展览和研讨会，积极

参加指画大赛，创办《指画研究》刊物和网站，与铁

岭师专合作创设指画专业。这些工作极大地促进了

指画艺术的发展，并为后备梯队培养了人才。

图３　吉林省东辽县葫芦画

内蒙古扎鲁特版画源于１９５０年代，由莫日根首
开先河，经３代的发展壮大，现已成为扎鲁特旗文化
艺术品牌之一。版画的创始者莫日根在１９６０年代
任教于鲁北中学，其间积极从事版画创作，完成了许

多优秀作品，并培养了一大批版画人才。１９７０年
代，张淮清的《羊毛丰收》、照日格图的《良种》《途

中》等作品，先后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吉林省美术展

览、“东北之声”美术联展等展事活动。１９８０年代，
扎鲁特旗成立了民族版画研究学会，入会的会员有

教师、农民、工人、牧民、干部、学生等，统一组织学会

会员进行版画创作，并且在北京、日本等国内外举办

作品展览，出版有《萨日朗》《扎鲁特旗版画集》等作

品集。据当地文化馆工作人员介绍，至１９８０年代后
期，该地从事版画创作的人员已达１５０余人，所创作
版画的题材多为草原生活的情景，反映了农村牧区

的新生活和风俗民情。进入１９９０年代以后，随着改

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版画创作也进入到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１９９３年，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栏目播
放了《民族版画之乡———扎鲁特》的电视纪录片，扎

鲁特版画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２００２年，扎鲁特版
画应邀参加了“全国版画之乡”版画作品展览，当地

报纸给予了高度的评价。２００４年，扎鲁特旗青年版
画家韩戴沁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办了“日月之

故乡”个人版画展，展出作品６０幅，获得了巨大成
功。２００８年，在全国第二届农民版画展“神采云南”
中，韩戴沁版画《迎奥运》获得了银奖。此外，扎鲁

特版画曾两度进京展出，深受界内的好评。扎鲁特

版画作品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和一致好评，是因为

其风格朴素而热情，细致而生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

染力。

从以上４例我们可以看出，民间绘画从产生到
发展传承已经历了３～５代，最早的可追溯到清代中
晚期，最晚的到 １９５０年代就已经出现。基本情况
是，早期往往由某个人创作出作品，成为第一代创作

人，然后通过家族内部成员或带徒进行传承。时至

今日，在民间绘画传承方面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

状况：一是现有传承人越来越多，形成绘画创作群

体，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如辽宁铁岭指画、

内蒙古扎鲁特版画等；二是传承人越来越少，只在家

族内传承，承继者只有一两个人，面临着失传的危

险，如吉林东辽葫芦画。在创作题材上，东北民间绘

画一方面保留着传统的吉祥祈福的内容，另一方面

有从传统的吉祥图案、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向反映

现代农村地区新气象转变的趋势。在创作形式上，

绝大部分都是自初始阶段延续下来的，仅有个别是

从某一功用转化而来的，如东辽葫芦画是从葫芦灯

演变过来的。因此，东北地区的民间绘画大多经历

了一个传承流变的过程，在发展中不断创新，为繁荣

民间美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农民画的发展现状与申遗遇到

的问题

　　东北地区的农民画作为民间绘画的一种艺术形
式，主要有黑龙江绥棱农民画、吉林东丰农民画、辽

宁丹东农民画、大连庄河农民画、金州农民画等。在

这些农民画中，绥棱农民画、东丰农民画已入选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丹东农民画已入选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庄河农民画、金州农民画由于传

承时间短至今还未被登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

承中，有的农民画在小学建立传承基地，如庄河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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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以栗子房小学作为传承基地，定期教授学生创作，

还举办农民画大赛和展览。但部分农民画在传承上

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里我们仅以绥棱农民画为例

来进行说明。

绥棱农民画的传承人孙铁成，是传承绥棱农民

画艺术的领军人。虽然跟随他学习的多达４０多人，
但从１９９５年以来，绥棱农民画逐渐走向低迷，究其
原因主要有以下 ４个方面。一是辅导教师严重缺
乏。目前绥棱农村虽然仍有许多农民画创作者分散

进行着个体创作，但其创作水平偏低，对艺术辅导的

渴求十分强烈。然而，曾作为绥棱农民画培养基地

的绥棱县文化馆，辅导教师大量外流，能担当辅导工

作的教师目前寥寥无几，辅导任务无法完成，造成创

作的低迷状态。二是创作人员大量流失。当年的农

民画作者，尤其是骨干作者，因受市场经济的影响，

后来多转行从事美术装潢等行业，已对农民画创作

失去兴趣。生活在农村的创作骨干或因年事已高，

或因荒笔多年，已经不再创作农民画了，这造成农民

画创作队伍的严重缩减。据我们调查，目前骨干作

者仅有３名，爱好者不到２０人。三是经费严重不
足。由于培训需要一定财力和人力支持，而文化馆

办公经费只能维持正常支出，没有多余资金投入，培

训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这使得抢救和发展绥棱农民

画工作一直未能真正有效启动。四是作品大量流

失。过去的农民画作品由于参展或与各地文化进行

交流，都没有收回来，加之一些爱好者争相收藏，从

而使作品严重流失。据我们调查，目前，文化馆馆藏

的原始的农民画作品不足百件，近几年新增高质量

作品仅３０多件。因此，需要政府加大投资，严格执
行《绥棱农民画保护条例》，尽可能地争取到社会资

金的支持，扩大创作队伍，开展市场营销，使之成为

一种产业，在生产性保护中使绥棱农民画这一民间

艺术继续传承下去。

东北地区民间绘画虽然多数已经成为各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但也有亟待申遗的项目，如大连庄河农

民画、金州农民画等。这些项目为何在申报市级以

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遭遇挫败，笔者通过调查，从

艺术人类学田野考察的视角分析了其申报失败的

原因。

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

暂行办法》的规定，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备

以下条件，即“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

具有在一定群体中世代传承的特点；在当地有较大

影响；符合以上条件，且处于濒危状态”［４］。大连庄

河农民画以栗子房的农民画为代表，在１９７０—１９８０
年代发展起来，已经形成了群体性的传承形式，创作

的作品名声远播，但由于历史比较短，没有资格申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大连金州农民画兴起于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代，虽然当时曾名噪一时，１９８８年金
县与当时的上海金山县、陕西户县一起被命名为

“首批农民画之乡”，但至１９９０年代，随着社会的转
型，金州农民画销声匿迹，在延续传承中出现间断的

现象。金州农民画红火的时候曾有１００多名作者，
现在却不足１０人，历史传承时间短，中间又出现了
间断，同样不符合非物文化遗产的申报条件。

可见，这２个农民画项目因历史传承时间短，没
有资格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这２个项目已经
颇受当地政府重视，创作人员也已形成群体，每年都

能创作出新的作品，参加各级画展，形成一定的规

模。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庄河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带

有祭祀功能的版画艺术和带有宣传功能的墙画艺术

形式，创作者往往为民间艺人，这些是否可以作为农

民画的渊源，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地域性很强，必须在一定群体、团体环境中才能

产生，还要在一定地域中有代表性，如庄河剪纸在庄

河当地就非常有代表性，它有别于一般剪纸，不需要

先打样，而是艺人自己在脑海里有了形象后直接剪

成。从代表性这一点看，大连庄河农民画、金州农民

画都已经具备了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条件，只要

我们继续深入挖掘，找出活态传承人和传承过程，申

遗成功便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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