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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传传统统水水印印版版画画社社会会价价值值
的的历历史史传传承承与与演演变变
●李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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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戏剧服装设计、色粉画造
型等。2017年至今就读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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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国本土版画研究与实践
专业，于版画系紫竹斋工作室
学习，导师王超、龙安妮，硕士
研究生在读。

饾版水印木刻

中国传统的水印版画有着约一
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历经沧桑，在现
代众多版画形式当中属于较独特的
门类，在现代先进印刷技术出现前
的很长一段历史当中它作为主要的
文化载体，另外其长期的历史积累
和独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也深深
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审
美意识。

木板水印基于古代雕版印刷，
其起源直到现在业内争论仍十分广
泛。部分学者认为起源于隋。明陆深

《河汾燕闲录》中的《俨山外集》卷三
云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
勅 :废像遗经 ,悉令雕撰。”，实物有
《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存世，虽有
一部分人认为图为手绘，但大多数
文物修复及图像专家通过痕迹研
究，认为具有明显印刷特征。冯鹏生
著作《中国木版水印概说》中有考察
记录：“观此画，边框、墨栏线条齐
直，蓝地匀净，显为雕版印刷品。”。
又见其图像及印刷之拙气，断定应
该是印刷术出现的初期，技术尚不
成熟。隋朝当时石刻、画像砖刻模技
术已十分成熟，此法与木板雕版有
很大的内在联系，一定程度上证明
了雕版出现的合理性，加之隋朝普
遍的纸张运用，因此，雕版印刷起源
于隋，可能性是极大的。

唐代868年咸通本《金刚般若罗
密经》扉画，之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
历史上最早的版画，上有提款及时
间，它是唐代雕版印刷存在的实物
确证。作品的构图饱满，线条雕刻精
美有力，据此看出当时的印刷术已
经相当成熟，不太可能是最古的版
画。佛教鼎盛于唐，从宫廷到人民，
都喜欢雕印佛教经书、图像以祈福
平安，因此，宗教艺术为唐代雕版印
刷术的主要艺术风格。五代时社会
动荡，战乱频繁，其版印也逊于唐，
但当时南唐、后蜀等国家其社会相
对稳定，版画此时得以良好的发展，
又产生了多种风格形式。

宋元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
的发展，雕版印刷除了继承唐代的
宗教艺术版画，也进入到人民日常
生活。除此之外，刻坊、书坊林立，两
宋时期又形成了多地方的版刻中
心，例如北宋的汴京，南宋临安、绍
兴、福建建安、四川成都等地，由此
版刻开始具有了明显的地方特色，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
及文化均发展成熟。另外，宋代交子
印刷“朱墨间错”，元代又有无闻和
尚印制的朱墨二色《金刚经注》刻本
等 ,代表着“彩色套印术”在宋元时
期就已经出现了。

雕版印刷发展至明代，已经历
经了多个朝代长期以来的实践与积
淀，木刻业尤为繁荣，派别林立，风
格各异。这个时候出现了闻名后世
的徽派版画、杭州版画、金陵版画等
几大版画的大派，其每个地方的艺
术风格鲜明而独特，尤其是徽派版
画，对于中国版画历史乃至是整个
文化史当中的影响都举足轻重。到
了明朝中后期 ,彩色套印的技术进
一步成熟完善，早期资本主义萌芽
和城市世俗文化的兴盛，多出产小
说、戏曲、画谱、诗词等具有娱乐性
的印刷品，刻印技术更为精湛，名品
尤多。代表性作品当属1619年前后,
金陵胡正言主持刊刻的《十竹斋书
画谱》及《十竹斋笺谱》。清代的雕版
印刷传承明代持续发展，清前期由
于战乱及政治因素曾一度萧条，随
着后期社会文化的恢复与兴盛又较
以前有了更丰富的发展。

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社会动
荡，帝国主义入侵，不断有西方当时
相对先进的石印、铅印等技术进入
国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摧残严重。
1931年，鲁迅开始倡导新兴木刻，我

国逐渐开始有了创作性的版画。就
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新兴版画是
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人民群众、中国的解放事业密切相
关，传播了革命思想，激励人们进

步，同时也在中国革命的熊熊烈火
之下生长和成熟。

到了我们现代，木板水印版画
不仅吸收和传承了中国传统版画的
精髓，更融合了现代版画以及其他
新时代艺术形式与创作的特点和优
点。用传统的技术体现我们当代的
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同样作为一
个文化的载体，又肩负着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展现民族精神，引领时代
艺术的重要责任，中国传统水印版
画在当代人民生活、社会进步中起
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的时代，谈到传统不能
只是一成不变的模仿 ,我们要在学
习好传统技术传统文化的同时，对
传统的东西进行加工，去粗取精，师
古而不泥古，也要共融我们现在优
秀的艺术形式与风格。中国传统水
印版画具有其独特的印刷痕迹，以
及中国历代文人画所特有的精妙变
化以及博大的人文精神。纵然现代
各式先进的印刷技术在很大程度上
取代了传统的木板水印技术，但它
具有的强大的文化底蕴和中国劳动
人民历朝历代积累下来的精神财
富，是不可磨灭的。现代的艺术家们
要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传承并不断
创新，给它赋予新的内容与生机，创
造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时代所
独有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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