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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湟中农民画是当地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以深厚的民族审美意识 、 纯朴的

  

艺术风格、活泼的表现形式、幽默夸张的造型 、喜庆热烈的色彩 、打破常规的透视 ，深刻反映出了人们的理

  

想和荚好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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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湟中本土农民画顺应了民间文化的观念 、性质和特点而存在 ，民间美术文化的观念和宗教艺

  

术的影响同时决定了农民画造型的面貌。 独特的造型语言 ，强烈的色彩对比 ，蕴含着农民的心理素质

  

和精神素质 ，充分体现着劳动人民对生命的真情颂扬 ，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给人们清新 、活泼、健

  

康和富于创造力的艺术感染 ，体现了鲜明而质朴的艺术风格及精神内涵 。

  

一
、 区域特征和民族特色

     

 <中国农民画论》指出：
“

各地的风貌 、气候 、民俗、风情的差异直接影响各画乡农民题材 、内容 、风

  

格的不同，在中国 ，农民匦的总体风貌展现出五彩缤纷的个体特色。

”

农民画中陕西户县地区的特点

  

是粗犷质朴的美 ，而上海金山地区的特点则是优美细腻的美 ，山区重造型 ，平原重色彩。

      

青海省湟中县历史悠久 ，公元前 3 至 5 世纪为羌人游牧之地 ，唐、宋以后吐蕃长期统治。 明朝中

  

叶 ，宗喀巴诞生湟中，他成年后创立藏传佛教格鲁派而成为一代宗师。 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动员湟中藏

  

族部落在宗喀巴诞生地兴建塔尔寺 ，湟中的历史地位从此显赫于青藏高原。 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农

  

民画 ，无不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念和感情气质。

      

具体而言，湟中农民画所表现审美的特征及精神内涵为：其一
，地域乡土特色。 画乡作者绘制作

  

品的内容是茴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画自己家乡的现实生活 、 民族风俗 、神话 、宗教等的故事内容 ，创作

  

出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地域乡土特色。 其二 ，注重
“

以心作画
”

。 从客观事物的真实形象出发 ，进行大

  

胆的虚构和夸张 ，立意奇巧 ，想象丰富 ，随心所欲地挥洒写意 ，用画笔表现他们的朴素的思想情感 ，散

  

发出
“

土气_的幽默感和浪漫主义气息。 其三 ，民族民间特色非常明显 。 牧民出身的青年藏族画家贡

  

劫什旦的作品<草原晨曲》表现了勤劳的藏族牧民的草原清晨挤牛奶时的喜悦心情 ；扎西才让的作品

 

 <高原六月六>反映了在当地举行的传统
“

六月六花儿会
”

上青年男女对唱情歌的动人场景。 构图无

  

拘无束，从形式上给人一种质朴淳厚的感染力。 再如，徐全熙的作品《草原狮子舞》，表现了藏区佛教

  

法会仪式中传统的宗教舞蹈题材。 其构图饱满充实 ，自由随意 ；造型夸张、浪漫；设色大胆 、主观 ，画面

  

色彩鲜亮明快 ，而且画面不讲透视法则 ，擅用平面构成 ，装饰性强 ，流露出浓烈的民族宗教色彩。 这一

  

幅幅充满着青海高原泥土气息、民族风情、宗教仪式的艺术作品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与

  

时代精神风貌并存。

      

二 、农民画的精神内涵

    

农民画的内涵 ，在某种意义上说 ，已经涵盖和超越了一般意义的美术范畴 ，其风格远远超出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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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美术和专业美术的范围。 农民画的造型 、构图、透视 、色彩等也就相应地形成丰富多彩的格局 ，呈现

  

出灿若群星 、多彩多姿的面貌。

      

农民画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人民淳风之美的结晶。 其一
，蕴含着民族的心

  

理素质和精神素质 ，充分体现着劳动人民对生命的真情颂扬。 其二 ，在痛苦中求欢乐 ，于贫困中求富

  

贵，表现了对幸福信念和希望的热情追求 。 其三 ，继承和发扬了民族艺术中的古文化积淀是其广阔的

  

学术领域 。 青海本土的农民画在古老、纯朴、多姿多彩的传统民间艺术的基础上 ，创作出了自己独特

  

艺术风格 ，颇受人们喜爱。 它体现着劳动人民的心理愿望、情感 ，以及审美情趣 ，是一种精神和理想化

  

的艺术。 画面自然朴实 ，天真淳朴 ，没有痛苦和悲伤，更没有绝望 ，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和气派。 比

  

如 ，农民画家华生兰的作品<鸡花图》以饱满的构图、夸张的造型 、强烈对比的色彩、平面散点透视以

  

及用笔如民间刺绣的感觉 ，表现出农民特有的一种精神内涵 ，作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另外 ，盂敖

  

魁的作品《田园》在本土民间美术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了塔尔寺宗教三绝艺术之精髓，手法独特、

  

造型精致 ，画面中灵动与寂静、稳定与活泼、舒朗与精细有机结合 ，透出强烈的感染力和表现力 ，深受

  

人们所喜爱 。

  

三 、单纯质朴的艺术特点

      

由于湟中地区民间绘画作者基本上都是从事农牧业劳动生产的人民群众 ，大多数没有进行过专

  

门的训练 ，因此 ，他们的绘画作品从专业美术的要求看 ，似乎在艺术的形式和艺术的技巧上都有所欠

  

缺 ，甚至觉得粗糙和幼稚；但从另一方面看 ，恰恰是由于没有太多的专业约束 ，他们的创作才流露出民

  

间美术
“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

的艺术风格。 湟中民间绘画植根于各民族民间美术的土壤之中，

  

以其清新 、活泼 、富于创造性和浓郁的乡土气息独树一帜。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作品 ，都具有单纯、质朴

  

这一民间美术典型的艺术风格。 具体表现为：其一
，创作上的随意性。 作品表现内容大都是他们所熟

  

悉的农村生活 、 民族题材 、宗教仪式等。 所以 ，他们认为只要是向真 、向善 、向美的内容 ，就用真情去创

  

作 ，不过表现形式上多数随意而画 ，对于形象的描绘是在自然巧合的基础上点化 ，形神要求只是自我

  

意识上的严谨 ，没有太多的观众意识 ，更没有
“

学院派
”

意识 ，从内容到表现形式各有自己的角度。

  

如：华生兰《鸡花图》构图上随意性强 ，给人以单纯 、质朴 、清新 、活泼和富于创造力的艺术感染 ，具有

  

很强的审美价值。 其二 ，创作上的非秩序性 。 湟中民间绘画在创作过程中对所描绘的事与物之间的

  

关系缺乏比例 、虚实的联系 ，而是用孤立的、平面的、散点透视的方式或聚集或视点移动形成画面的整

  

体 ，去充分表达其主题。 这与传统的中国画 、民间风俗画有着直接的联系 ，而且湟中民间绘画抓住形

  

象的主要特征 ，运用以多画少 、 以少画多 、 以大画小、 以小画大 、化简为繁、化繁为简等手法 ，将画面中

  

最关键 、最美 、最生动的部位进行充分强调和重渲染 ，打破了写实表现的光源色、条件色 、固有色、冷暖

  

色的约束 ，其在用线上力求装饰效果 ，线描可简可繁或化繁为简 ，并采用色块造型等形式。 可以说 ，农

  

民画家们在民间艺术的自由王国中，描绘着自己生活中的真、善、美 ，表达着自己的理想 、情感 、愿望 ，

  

在绘笔时如鱼得水、潇洒自如 ，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四 、 以多姿多彩的传统民间美术为基础创造形式美

      

“

真正的艺术来源于民间
”

。 湟中民间绘匦者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清醒地认识到 ，只有立足本

  

地 ，扎根高原 ，向传统民族民间美术借鉴学习 ，才能创立风格。 所以 ，他们大胆广泛地吸收当地文化遗

  

产的精髓 ，有选择地借鉴不同民族的民间绘画形式 ，大胆借鉴应用藏毯花图 、 民族服饰 、 民族建筑、塔

  

尔寺壁画 、唐卡、酥油花、堆绣 、法器等上面的图案形式及其规律。 <中国农民画论》中指出：
“

农民画

  

家们有着土生土长的优势 ，继承和发扬本地区民间美术的优良传统进行新的创作。

”

湟中的民间美术

  

为本地农民画冢的创作提供了深远的民间美术底蕴。 曾在全国农民画展获奖的《鸡花图》的藏族女

  

画家华生兰 ，是湟中县的一位民间油漆彩绘画匠 ，她从小喜欢传统民间刺绣艺术 、民间剪纸艺术 ，还研

  

究过皮影艺术中的造型构想 ，在绘画中善长应用不同的雕刻刀线 、绘先来表达人和物的形体 ，并巧妙

  

运用我国传统的散点透视法 ， 以及夸张 、移位、变形等手法 ，使其作品富有很强的立体感及观赏的艺

  

术效果 。 其获奖作品既有刺绣装饰性艺术造型 ，又有任意性的体现 ，是一幅借鉴民族刺绣艺术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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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品 ，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晋生旺也是湟中地区一位颇有建树的民间艺人 ，他多才多艺 ，不仅善于

  

绘画 ，而且还是纸扎 、油漆和玻璃画的行家。 鲜明的油漆艺术风格是他作品的重要特色。 而旺国梅则

  

是以民间刺绣造型步人绘画行列的新秀 ，她的作品借鉴刺绣艺术的配色方法 ，构图均衡、协调 ，线条富

  

有立体感 ，风格上雅拙质朴 ，形象夸张 ，色彩鲜明，突出一种风趣幽默和浪漫主义气息 ，深受专家的赏

  

识。 此外 ，像<骏马弛原》、a 翻毛牛> 、《做酥油花》、《千古兴舞> 、《庆丰年》、《闪光的宝湖>等作品 ，都

  

吸收了藏传佛教唐卡画的艺术特色 ，构图饱满 ，描绘细腻 ，设色匀净 ，线条流畅 ，并在空隙处以精美的

  

民族图案加以装饰。

      

总之 ，湟中农民画是当地人民自己的艺术 ，它借鉴各民族古老的文化 ，表现美好的人生理想追求。

  

这些美好的理想和希望 ，使得农民画艺术早有诗意般的品质 ，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

  

式。

      

五 、 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手段创造美术美

      

湟中农民唾不断吸收当地各民族的文化和当今绘画的表现手法 ，以新颖的构思 、质朴的造型 、明

  

快的色彩反映了民俗风情和人们向善向美的愿望 ，呈现出一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融的美学品格。

  

这也与农民画家独有的审美心理、思维方式和创型意识有密切联系。
一般而言 ，农民创作的画面构图

  

奇特饱满、大胆夸张 ，色彩热烈≮浓艳．

、繁丽 ，造形概括、夸张、 自由且简洁纯朴。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的大胆结合 ，使农民画奇而不失其真，华而不损其实 ，深入浅出，别具匠心 ，不加修饰 ，朴素大方 ， 自然

  

成趣 ，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 艺术性。

      

值得注意的是 ，湟中农民画的作者们善于把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美和社会美加以筛选 、提炼和概

  

括 ，集中表现在其艺术作品中。 正如徐悲鸿先生所说：
“

意深者动人深 ，意浅者动人浅 。

”

农民画家不

  

受学院程式的束缚和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 ，能够质朴 、率真地表达 ，随心所欲地去发挥 ，用他们的心 、

  

用他们的真情去创作 ，使作品带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满足了人们的艺术审美需要 ，同时也获得了较

  

高审美评价。 如孟傲魁的《乡间小路》以清绿颜色为基调 ，打破时空界限 ，超越四季变化 ，使普通的乡

  

间小路通过农民直接而真实的审美感受而表现出独特的韵味。 再如王国梅的<我家的牛>在创作上

  

采用夸张变形、高度概括等手法 ，用优美的艺术表现形式 ，塑造出了一个自然美与形式美有机统一的

  

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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