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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阳农民画发展现状及其产业发展方向＊ 

艾 青  许昌学院美术学院 

【摘  要】地处中原的河南省舞阳县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文化积淀。在舞阳县境内，原始彩陶、泥塑、剪纸、

绘画图案以及刺绣、门神画等民间艺术美不胜收，形成了深厚的民间艺术传统。舞阳农民画正是从这些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

在保留原生性民间文化基因的同时，又将现代审美意识蕴含其中，使之不断呈现出勃勃生机，并显现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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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舞阳农民画家以质朴浪漫、大胆奇特的想象，奔放豪迈、

憨厚朴实的气质，粗壮有力、灵活奇巧的双手，创作出了一

幅幅泥土芬芳的舞阳风情画卷。创作者以其丰富的主观想象

为前提，对其造型进行大胆的变形夸张，稚拙简约，有些虽

显得不合常规但又合乎情理，“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画面内

容别出心裁，结构超越时空，平面布置，极富装饰性，色彩

运用明艳、热烈，象征寓意含蓄悠长。 
二 舞阳农民画的发展历程 

纵观舞阳农民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重要阶段： 
20世纪 50年代，以“壁画”著称的舞阳县绘画者把以

墙壁为载体的壁画创作转移到纸上来。但是该阶段的绘画只

是停留在最初级的阶段。“农民一手拿锄头，一手执画笔，

把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用最简单的图案表现出

来”，这便是对当时农民绘画者的生动形象的描绘。 
进入 20世纪 70年代后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人们的

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农民画也开始在艺术层面上重新

审视自身的存在价值。舞阳农民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有关人

士的重视。在这一阶段中期，作品吸取了前一时期的经验教

训，在承袭了古老的民间艺术传统元素的同时，又融入了现

代绘画的一些技法、技巧，可以看到许多民间工艺的影子，

这和它深厚的文化积淀密不可分。 
现阶段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为农民画的创作提供了天

然的创作资源。舞阳农民画的创作题材内容多种多样，有表

现民间歌谣、民间习俗的，也有表现农村风情、风俗、农事

生产、农民生活的。在此时期，舞阳农民画逐步走向了成熟。 
三 舞阳农民画的艺术表现 

1．造型方面 

舞阳农民画在造型的塑造上主要有两种方式：轮廓线造

型和剪影造型。第一种即是所谓的单线平涂，它主要是创造

三度空间的物象，合乎一定的透视、解剖的写实观念，极具

主观能动性。在其运用的过程中遵循形式美的法则进行造

型，即将所看到的客观物象经过加工、提炼、抽象、概括，

使其更加符合人们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而剪影造型也是

舞阳农民画造型的方法之一，是“移植型”农民画的主要造

型方式。它追求画面的完整性，注重动势情态的整体表现，

深刻体味画面的情景内涵，并将其转变为二度空间的轮廓造

型。它的特点是牢牢抓住典型动态，夸大特征，形成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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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需，促进了居民消费和国内需求的扩大。据国家旅游局公

布的数据显示：2011 年，共接待入境游客 1.35 亿人次，实
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484.64 亿美元；2012 年，共接待
入境游客 1.324亿人次，实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500亿
美元。 

通过旅游这一途径，把外籍游客的需求从国外转移到国

内，促进国内消费的扩大，有三个方面的表现：（1）外籍游
客到我国来旅游，会在食品和住宿方面产生消费。外籍游客

如果在他们国内生活，在食品和住宿方面所形成的需求，对

我国消费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就不会产生影响。但外籍游客

到中国，他们在食品和住宿方面产生的消费，就转移到了我

国，在食品和住宿方面，就形成了我国的内需，有利于我国

内需的扩大。（2）外籍游客到我国旅游，会购买旅游商品和
其他商品。特别是一些具有浓郁中国民族特色的商品、一些

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我国少数民族民族特色鲜明的商品，受到

了外籍游客的欢迎。外籍游客在我国购物形成的消费需求，

对促进我国内需的扩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外籍游
客到我国旅游，可以在我国形成一定的文化消费的需求。外

籍游客到我国旅游，不仅会在我国形成对实物商品的消费，

而且会在我国形成对我国文化产品的消费。另外，一些外籍

游客还会在我国购买一些书画作品、文艺作品等，这些也是

文化产品的消费。外籍游客的这些精神文化的消费，对我国

内需的扩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8 

［2］云南旅游产业发展年度报告（2011～2012）［M］.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高照〕 



学园┃XUEYUAN                                                                                 2013年 第 24期 

－8－ 

形式张力，并将写意、变形融于一体，产生特殊的审美特征。 
2．线条方面 

现代的舞阳农民画正是从中国画中学习了线描的运用

与表现，根据农民画的自身特点将其自然地加以转化，巧妙

地运用在自己的绘画当中。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线条的概括性和装饰性。由于农民画的创作是主

观意识和客观物象的合一体，是心灵与物象的同构，因此必

须透过客观物象的约束进行概括提炼，因而具有很强的概括

能力。造型时可以舍弃一切繁乱复杂的细节，提炼出能表现

对象结构的线条，并能准确、生动、迅速地表现形体，有效

地突出其特征，从而使画面达到整体和谐的效果。就像威

廉·荷加斯所说的：“一切直线只是在长度上有所不同，因

而缺少装饰性，曲线由于互相之间在曲度和长度上都可不

同，因而具有装饰性。”① 这正说明了曲线所具有的独特魅

力。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线的组织及线型变化直接决定了

画面的概括性和装饰性。 
第二，线条的意象性。由于农民画的线条是画家有意识

地提炼组织而成的，因此它寄托着画家的情愫，展示画家的

个性和审美品格。例如，粗线显得刚硬，弯线则较为柔和；

折线较为锐利，波线则显得绵软。画家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人

们对各种不同线条的不同感受，并将之合理地运用到各具不

同特点的形象上，从而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作者的主观感受。 
3．色彩方面 

第一，色彩的装饰性。农民画创作者在保留民间色彩特

点的同时合理汲取了中国画的用色特点，并将其巧妙地融

合，使其极具装饰性。“绘画的装饰性指的是绘画本身获得

某种装饰美的效果，而不是用以装饰别的事物，”② 由于农

民画不画光影，所以就无所谓色彩的写实。画面大胆地使用

艳丽的色彩，追求强烈的画面效果。通过色块的大小、冷暖、

深浅、明暗的相互对比来强化这种表现。此外作为形象间架

的红色线条也从中起着分割、协调和统一画面效果的作用，

以便使其更具装饰美感。 
第二，对色彩丰富感的追求。现代农民画家在用色表现

客观物象的同时，更注重用色彩去表现作者自己的主观感

受。在面对色彩纷呈的画面时，现代农民画家在处理画面色

调时会先给画面整体定一个基调，在这个大基调下去仔细寻

求局部色彩微妙的颜色变化和冷暖变化。但是这些都是在保

留舞阳农民画用色特点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点在刘志刚的作

品《老农》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像这类的作品还有很多，比

如李汇川的作品《踩高跷》，武天举的作品《夯歌》等等。

画面整体和谐，局部变化丰富。 
第三，设色技法的多样化追求。现代农民画正朝着多元

化的方向发展，丰富的画面效果是现代农民画家努力追求的

方向之一。在沿袭传统的绘画技法的同时，众多的农民画家

开始了对各种设色技法的尝试和探索，色彩成为了一种主要

的表现手段。如刘志刚的作品《守望》积极向各种其他绘画

借鉴，由此产生了各种新技法，如厚涂、冲渍、喷洒、堆积、

拓印等等，这些都为画面效果的丰富性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4．透视方法方面 

在农民画作品中运用到的透视方法很多，如俯视、反视、

侧视、散点透视等，其中散点透视运用得较为广泛。这种透

视方法与西方所采用的焦点透视法不同，也就是它不受西方

透视、明暗等理性、客观因素的限制，而是把高远、平远、

深远融合在一起，把不同时间、空间、地点的人物组织在同

一画面中，所呈现的是一种较为自由的表现，更适宜表现一

些较为宏大的场面。运用这种透视方法的农民画作品很多，

如李汇川的作品《西域广场》、张俊民的作品《小满会》等。 
“花里胡哨多好看”、“新不崭崭耀眼明”这些朴素的审美

标准，这种不求形象事物的科学准确，不计色彩的真实微妙，

其实正是农民画家随性而发的一种精神娱乐和情感表达。它既

保留了中原民间艺术传统，又蕴涵着强烈的现代意识，既与现

代艺术观念合拍，又是对传统审美意识的发扬，闪烁着新型的、

现代的、民族民间的艺术光彩，为中外画坛所瞩目。 
四 产业化的发展方向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风貌和感情世

界，进而改变了人们对农民画的审美意识。舞阳农民画要想

生存、得到长远的发展，要走向市场、适应市场。经过近几

年的努力，舞阳农民画的社会影响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

诸如贾湖农民书画院、坛志绘画室、庭芝美术工作室以及农

民画院等相继出现。不仅拓宽了农民画销售渠道，还扩大了

对外宣传，为舞阳农民画走向市场搭建了良好平台。改革开

放后，舞阳的农民绘画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日益繁荣，并

产生广泛影响。1988年 9月，舞阳县建立了集创作、研究、
经营为一体的全国首家农民画院——舞阳农民画院。全国各

大媒体竞相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随着舞阳农民画创作队伍的壮大，培训机构也不断扩

大。舞阳县文化馆、县农民画院及各个体农民画院和舞阳县

老年大学，也利用“师带徒”和举办培训班的方式，积极开

展农民画创作人员培训工作。舞阳县教育主管部门还把舞阳

农民画作为乡土教材纳入中小学课程，不断加强中青年艺术

骨干和学校美术教师的培养。在小学、初中、职业中专中开

设绘画课程，向学生传授舞阳农民画的基本知识，培养后备

人才队伍。在群众绘画基础好、人多的地方，如九街乡胡岗

村、吴城镇昭寺村等创建农民画创作专业村，不断壮大人才

创作队伍规模。舞阳现代民间绘画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崭新的

艺术视觉空间，这一极富地域特色的艺术奇葩拥有着较为广

阔的发展前景，其独特的艺术语言独树于画坛并不断地为后

人所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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