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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传承·

艺术人类学视角下苏奇灯笼画艺术特征研究
□ 苏琳玉 刘雅茹

摘 要：在保护和传承中国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环境下，文章以安阳苏奇灯笼画为研究对象，运用艺术人类学

视角，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和文献分析法，探究苏奇灯笼画的艺术特征。调查表明，苏奇灯笼画独特的美学特色与其所

形成和发展的社会、人文、自然环境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相信通过更深层次地剖析和探索它背后的文化形式及艺

术特征，对保护和弘扬苏奇灯笼画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苏奇灯笼画；艺术人类学；艺术特征

苏奇灯笼画是安阳县永和镇苏奇村的一项传统民

间工艺美术品种，就其呈现形式而言属于彩画灯笼，从

其绘制方式而论，属于木版年画品类，于 2009 年 6 月

被列为河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现存的苏奇

灯笼画木版画实物来看，距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能反映

出安阳一带的社会文化活动，是我们了解安阳一带人

们的世俗生活、社会历史的重要途径。但是，随着社会

的发展和新媒介的出现，传统手工艺受到严重冲击，濒

临失传。以艺术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探索苏奇灯笼画背

后的艺术思想以及研究它背后的多种艺术形态都是对

它进行更加深层次认识的一个重要方法。而透过探索

艺术本身，可以认识苏奇灯笼画的美学特质，分析这些

特征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以此来期望更加精准地把握

苏奇灯笼画的文化价值，以期为传承和保护苏奇灯笼画

探索出新的路径。

美籍统计学家哈彻尔(Evelyn Payne Hatcher)的美学

观指出:在探究“美术”本质的整个过程中，必须了解美

术的制造地、美术的创作者以及美术的作用、功效，尤

其是它对制作者们意味着什么，这也是在当代艺术的

人文语境中，对它加以分析研究的原因。艺术人类学所

研究的对象不再仅仅是艺术本体，还必须涉及作品背

后的非物化的人的心理活动及其思想活动的部分，以

及操作这些作品产生和结束阶段的人的行为。所以，在

研究苏奇灯笼画时不要拘泥于对其艺术本体的研究，

应注意到苏奇灯笼画形成与发展所依存的社会中的诸

多方面都对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苏奇灯笼画创

作与传播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生产生活方

式、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创作者的审美理念与思想观念

都对其形成独特的艺术特征有着重要的影响。

博厄斯在《原始艺术》中认为，一种成熟的作品和

它的制作过程、创作者的生理情况、美学要求有关，其

中形式要素是形成装饰美学的根本。一件作品的质量

优劣，不但与创造者自身的技术娴熟程度、精巧程度相

关，而且还与创造者所处的社会生活状态、生产生活方

式等相关。良好的社会条件，即完善的社区文化氛围、

安定的社区政治经济格局、稳定的社区生存空间，都为

艺术家们带来了良好的创作创意空间，而在苏奇灯笼

画最盛行的时期，正是社区内民俗风尚也较为和平安

定的时候，而民间戏剧、小品、话本等文化表现形式的

层出不穷为手工艺人带来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与创

意空间，即在技艺和创意互相撞击、彼此交融时就产生

了新颖独到的艺术作品。

安阳县传统文化底蕴丰厚，保存了不少富有古风

古韵的传统民俗活动，如“过年贴门神”“正月十五闹花

灯”“民俗庙会唱大戏”等重要民俗活动，这也说明当地

人民非常注重传统民俗节日活动。苏奇灯笼画是民族

节日用品，其题材尤为丰富。民间艺人们在创作灯笼画

的过程中，无一不是在结合本地的民风民俗，并为了更

能体现本地人民所耳濡目染、喜闻乐见的戏曲故事和

民间传说而费尽心力地完成符合大众审美的艺术创

作。除戏曲和民间传说之外，较为常见的还有深受广大

群众喜爱的花鸟鱼虫、祥禽瑞兽等吉祥纹样。

民间故事的广泛流传是来自于先人通过想象战胜

自然力，以及把神话力量更加形象化的产物，民间神话

通常都表达了人们对于不太可能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

形象或力量的崇拜和追求，承载着人们对神秘力量的

探索。因而，这些口耳相传、代代留存的神话故事及神

话人物形象也是苏奇灯笼画的一个重要题材。现存的

苏奇灯笼画中的神话故事类人物主要有:《封神榜》中的

姜子牙、殷蛟、杨戬、张奎；《八仙》中的张果老、何仙姑；

《西游记》中的唐僧、猪八戒等人物形象。

被誉为“戏曲之乡”的河南，有着绚丽多彩的民间

戏曲文化，苏奇灯笼画的发源地———安阳，亦是把庙

会、唱戏、看戏作为最基础且广泛流传的大众文化娱乐

活动。故而，豫北戏曲中的人物形象也自然成为苏奇灯

笼画的主要题材来源。苏奇灯笼画，一般都是以 2~3个

人物组成的一回式戏剧小节，人物之间彼此照应，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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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一个故事，如《古城会》《华容道》《桃园三结义》

《朝阳沟》等。

这三类不同的题材内容体现出了历代民间手工艺

创作者们在长期实践总结后形成的传统艺术形式，同

时也是艺术创作实践与人们精神需求巧妙演绎、繁衍

变化的成果。

苏奇灯笼画的制作流程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灯笼框

架的制作、灯笼画画面的创作与绘制、其他装饰物的制

作。灯笼框架的制作是用豫北地区常见的一种植

物———高粱的秆作原材料，将细长的高粱秆做成 4 个

大小一致的方框，再用四根立柱连接，即可制成灯笼的

框架部分。苏奇灯笼画的主要难点在于灯笼画画面的

制作，画面的类型属于木版年画类，需要先制作木刻

版，制作完木刻版后用纸印制黑色线稿。在将一个灯笼

的 4个画面线稿都准备好之后，用糨糊把 4 张线稿糊

裱在灯笼框架之上，然后将其置于阴凉处慢慢晾干后

方可进行灯笼画画面的上色。在灯笼画四面全部绘制

完成后，为提升灯笼 4个不同画面的整体性，通常会在

灯笼的 4个长边绘制颜色统一的彩色边框，边框既可

以使整个灯笼画面效果更为和谐统一，也可以起到营

造一窗一景的分割画面的作用。最后的制作流程是在

制作好的灯笼主体的基础上，搭配上颜色合适的彩穗

和提手。提手通常采用铁丝和木板制作而成，铁丝穿

过木板，而后将灯笼放在木板上，穿过铁丝，最终制作

完成。

苏奇灯笼画的通常形态都是高二十多厘米、宽十

几厘米的长方体或六面体，但也有少数的走马灯形式，

灯笼的造型决定着糊裱在其上的灯笼画画面的结构形

态，又由于苏奇灯笼画的主要表现内容都是人物形象，

因此苏奇灯笼画面的结构也往往为竖结构。苏奇灯笼

画的构图方式并非满版式构图，而是人物周围留有空

白以突出主体。这种构图方式不仅可以使得主体对象

更加突出，同时也与其最终展示形式有关，整个灯笼的

中间部分放置一段小蜡烛，烛光摇曳，更能衬托出整个

画面人物有影影绰绰、飘忽悠然之感。

为精准传达出人物形象的主要特征，苏奇灯笼画

在造型时会特意夸张人物的主要经典特征，做到不求

形象完全一致，但求神韵更为契合。人物形象进行夸张

化处理，不受常规比例的限制。人物通常采用五段式，

将头部比例夸张处理，画面上会出现与现实生活相违

背的差距。比如《古城会》中的主要人物是张飞，为突出

表达张飞威猛、勇武的形象，将人物进行夸张处理，使

其比古城墙还要高出很多，同时也是为了突出整个人

物形象，将战马进行了忽略处理，正是运用了这种大胆

的夸张、取舍，才能更加突出整个画面当中的中心人物

形象。

仔细观察会发现，苏奇灯笼画中的人物头部均采

用四分之三侧的微侧脸形式，又称“八分脸”，几乎没有

正面或侧面的形象。这种“八分脸”的造型，刻画重点便

是眉毛、眼睛、嘴巴，通过这样特殊角度的选取，能够更

为传神、精确地表现出人物的形象特征。苏奇灯笼画的

造型方式主要是以“线”为主，和其他木版年画一样，都

是在经过线条拓印后形成线稿，再进行上色、晕染。苏

奇灯笼画的上色特点即在于晕染手法上，晕染时需准

备一支上色毛笔和另一支无色毛笔配合使用，逐渐晕

染出层次丰富、色彩鲜艳的效果。

苏奇灯笼画色彩的搭配，通常采用的是纯度较高、

颜色较为鲜艳的明快色彩。苏奇灯笼画是农耕文化的

产物，是豫北地区劳动人民消遣时使用的工艺品，因而

其色彩具有明快单纯、鲜艳强烈的特点。在整体用色上

更加注重表现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纯真质朴的乡土

气息。

属于苏奇灯笼画的手工制作技艺时代已经远去，

人们现在再来看类似的手工艺作品时通常会怀有一种

看珍稀物件儿的心态。虽然这些传统的文化形式、手工

制作技艺已不再是我们现代生活中的必需品，但作为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对其进行保护

与传承，只有在做好传承与留存的基础上，才能使其重

新焕发生机，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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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制作完成效果图 图 2 《古城会》中的张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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