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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印版画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分析
杨双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研究表明，作为版画艺术的发祥地，在我国版画艺术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同时，这门艺术形式与我国社会文化

意识形态的发展之间同样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近年来，随着社会对于艺术人才需求量的不断扩大，为了进一步推动版画艺

术的继承与发展，高校教师应积极做好作为我国版画艺术的分析与探索，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版画艺术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完

善。本文针对我国版画艺术中重要的形式——水印版画艺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究，针对该艺术的继承与发展进行了深入

的分析与探索，旨在有效推动我国水印版画艺术在全新历史时期下的合理发展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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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独立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版画艺术在我国的发展

历史相对较为悠久。总的来看，其与我国社会文化之间的渊

源颇深，相关资料显示，水印版画在我国的发展近 1400 年，

在此过程中，我国劳动人民在社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对

水墨渗透原理的合理应用实现了绘画、雕刻以及印刷等技术

的和谐统一，从而为版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

时，这一艺术形式也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高度关注与应用，

进而有效推动了美术艺术形式的多元化发展。近年来，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类艺术形式逐渐受到了社会公众的关注，

基于这一社会发展形势下，版画作品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冲

击，这也对版画在全新历史时期下的发展与生存提出了更高

的挑战。基于此，研究人员表示，艺术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做

好对于版画艺术的分析与探索，从而进一步实现对于水印版

画艺术的合理继承与发展，以便为水印版画艺术在当今社会

再度焕发活力而提供保障，进而有效推动我国版画艺术的发

展。

一、中国水印版画的历史渊源

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艺术形式之一，水印版画的研究对

于我国文化艺术研究工作的水平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在这

一问题上，著名艺术史家郑振铎在其著作中明确表示：欧洲

版画主要起源于西历 1400年，此时约为我国的永乐年间；

日本对于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浮世绘版画形式起源于江户

时代，此时约为我国的万历年间；相比之下，我国水印版画

艺术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基于此可以看出，我国水

印版画的发展历史远远早于世界其他国家。在具体发展问题

上，大量文献资料显示，早在南北朝时期。我国已经尝试使

用水性颜料进行碑拓工作，这可以被视为我国水印版画艺术

形式的雏形。然而，由于受到设备与技术的限制，我国水印

版画艺术的发展相对较为缓慢，直至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出现，

我国版画艺术才真正得到了繁荣大幅发展。在这一时期，印

度佛教的传入有效推动了我国水印版画的艺术的发展。

二、中国水印版画艺术的特征

从艺术特征的角度分析，我国水印版画主要通过对于水

墨渗透原理的应用实现对于相关艺术作品的创作。在发展过

程中，这一版画作品中具有较强的“水味”、“木味”以及“刀

味”，对于艺术的发展的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与此

同时，在水印版画作品中，通过对于色彩浓淡的合理应用，

创作者有效实现了作品艺术层次感的构建与完善，对于艺术

作品审美价值的提升与优化具有积极作用。总的来看，依据

印刷技艺的不同，我国传统的水印版画可以分为水印套色木

刻版画与单色水墨线版印刷两种模式。其中，水印套色版画

主要用于我国年画创作中，从艺术特征的角度分析，这一时

期的版画艺术以线造型为主，主要通过对物象色块进行平印

的方式对其体征进行展现。在对版画版上的线条进行刻制的

过程中，其所应用的刀法以斜刀和单刀为主，从而有效实现

了版画形式多样化的保障。

三、影响中国水印版画继承和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水印版画创作人员数量较少，不利于相关技艺的合理

传承

相关调查显示，现阶段，我国国内对于水印版画的研究

人员数量较少，在美术研究过程中，大量学习者关注的重点

都是油画与国画等领域，从而导致水印版画这一门古老的艺

术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从而对水印版画的合理

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与此同时，大量研究表明，在水印

版画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对于水印版画进行研究的相关机构

数量较少，从而导致大量专业人才在毕业后若不能进行高校

研究室则难以在工作与生活中实现对于水印版画的创作，进

而不利于人才综合能力的提升与优化。此外，基于这一状态

下，由于没有水印版画的“画家”，水印版画的作品数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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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处于一个偏低的输出状态，从而不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

进而实现水印版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二）水印版画创作设备性能弱化，限制了水印版画的创造

效率

研究人员指出，作为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水印版画对

于设备的依赖性相对较强。然而，就目前而言，我国高校中

水印版画教学设备的性能相对较为薄弱，基于此，大量水印

版画学习者在进行相关技艺学习的同时往往由于受到设备

的显示而难以实现作品预期效果的合理实现。同时，由于设

备性能相对偏低，导致水印版画制作的精美度与效率出现了

弱化的趋势，从而不利于水印版画作品质量的提升。对于受

众而言，这种水印版画往往难以实现其审美需求的满足，从

而对水印版画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与阻碍。

（三）水印版画创作素材较为单一，影响了受众关注程度的

提升

从创作素材与作品内容的角度分析，现阶段，我国水印

版画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所选取的素材相对较为单一，与此

同时，由于该艺术形式对于艺术家的技法具有较高的要求，

因此，部分艺术家在作品创作的过程中过于关注作品所具有

的艺术价值，而忽略了对于作品题材与文化内涵的关注，从

而导致受众往往难以实现对于水印版画作品的合理理解，同

时不利于社会公众对于水印版画兴趣的合理培养，从而导致

艺术的发展脱离了群众，进而限制了艺术生命力的进一步发

展与优化。

四、推动中国水印版画全面发展的相关建议

（一）做好水印版画人才的培养，有效创建水印版画人才队

伍

总的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潜在规律对于社

会文化艺术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社会发展

过程中的必然趋势。然而，对于水印版画而言，由于其对于

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与研究价值。因此，

相关部门应从学术的角度出发，积极做好对于水印版画人才

培养工作的合理关注，从而有效实现社会公众价值观念的合

理引导，以便为水印版画在全新历史时期中的发展奠定良好

的外部环境条件。与此同时，面对艺术作品被日益强化的商

品属性，艺术工作者应积极做好正确价值观念的培养与建设，

从而潜心进行艺术研究工作的开展，以便有效实现新时期艺

术与社会结合点的选择，从而为水印版画人才队伍的培养与

建设提供动力。

（二）促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应用，提升水印版画作品综合质

量

在绘画设备问题上，研究人员表示，为了进一步实现水

印版画艺术在当今社会中的继承与发展，有效做好水印版画

设备的改良与探索是艺术工作者所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在

这一问题上，大量实践表明，通过对高校水印版画创作设备

进行更新与改良，有利于推动精密机械设备在水印版画设计

过程中的合理应用，对于水印版画综合水平的改良与优化具

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对相关设备进行革新，水印

版画的创作效率与作品质量同样可以得到显著的提升与优

化，这对于这一艺术形式的继承与发展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三）推动版画创作理念的转化，实现水印版画的传承与发

展

对于水印版画创作者而言，为了进一步实现相关艺术的

有效传承与发展，在日常生活中，艺术工作者应积极做好对

于自身艺术创作理念与价值观念的转变，从而在有效做好水

印版画技艺探究的同时实现对于作品内涵的进一步拓展，以

便实践水印版画内容的与时俱进，确保其可以更好地得到社

会公众的理解与认可，为水印版画的合理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与保障。在这一点上，通过对日本浮世绘版画的发展经验

进行分析后不难发现，版画作品内容的亲民化对于其在社会

中实现流行与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水印版画

艺术基础与发展的过程中，艺术家同样可以尝试走这条道路，

以便为水印版画艺术活力的提升与感染力的优化奠定基础。

结语：

从发展的角度分析，为了进一步实现我国人才队伍综合

素养的提升与优化，高校应在教学过程中合理加强对于文化

艺术教学工作的重视，从而有效加强对于文化艺术的研究工

作力度，以便为研究工作综合质量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与

保障。在这一问题上，大量数据显示，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美

术行业中重要的组成环节之一，水印版画艺术对于我国文化

艺术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因此，研究人员表示，艺

术工作者应积极做好对于水印版画艺术的深入探索与分析，

从而有效实现对于水印版画艺术发展轨迹的整理与归纳，从

而帮助相关学习者进一步实现对于水印版画艺术的清晰理

解与深刻认识，以便为水印版画这一艺术形式得到合理的发

展与继承奠定坚实的基础与保障。在此过程中，大量研究显

示，就目前而言，在水印版画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创作人员

数量不足、水印版画设备性能弱化以及水印版画创作素材与

理念单一是导致我国水印版画艺术难以得到合理发展的重

要因素，基于此，有关部门应结合相关问题积极做好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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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制定与完善，从而为水印版画艺术的合理发展奠定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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