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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无锡纸马艺术中审美元素的构建。方法方法 以无锡纸马的地域民俗文化与艺术特色为

基础，对无锡纸马艺术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造型语言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了简要的叙述。

分析了无锡纸马不同用途、场合下的制作工艺特点及各种表现类型，进一步研究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特

征在人的心理和视觉感受上的审美体验，论述了无锡纸马艺术创作过程中审美元素的构建方式。结结

论论 解析了无锡纸马艺术中审美元素内含的价值和意义，为艺术设计者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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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Study the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s art in Wuxi Zhima art. Methods Based on the regional

folk culture and art features of Wuxi Zhima art，Wuxi Zhima art has a long history and culture，rich modeling and unique

artistic form.It analyzed Wuxi Zhima different uses，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various types，further studied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unique artistic style in the psychological and visual experience，discussed the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s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Wuxi Zhima art creation. Conclusion It analyzed the containing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aesthetics elements in Wuxi Zhima art，which provided the reference for art desig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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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马”是一种用木版印刷的纸质神像图案，是传

统民间木版画的一种，也称“甲马”、“神马”，始于唐

代，百姓祭祀时使用，以满足人们追求圆满、吉祥的心

理。纸马艺术形式丰富多样，造型语言独特，反映了

普通百姓的情感生活和精神追求，体现了人民大众朴

素的审美观和民间艺术家们高超的技艺。其在创作

理想、人物形象的造型和线条、构图运用等方面都给

人以深刻的艺术审美体验。

1 无锡纸马艺术概述

无锡纸马线条细腻，色彩华丽，造型精致考究，明

朝时就已相当盛行。到清朝乾隆年间，无锡纸马已成

为贡品，凸显了其艺术成就。《帝京岁时纪胜》中特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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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门神纸马来于无锡”。20世纪40年代左右，无锡拥

有纸扎（纸马）店铺40余家，纸马业一度颇为繁荣。后

随着社会的变迁，无锡纸马业日渐消亡[1]。改革开放以

来，经无锡市政府的大力挖掘、抢救及无锡纸马传人陶

揆均先生的不懈努力，这一极富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

才得以保留下来，并在2006年被列入江苏省第一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无锡纸马艺术形式内容丰富，种类繁

多。20世纪50年代初，民间艺术研究者张道一教授在

无锡调查时收集到的纸马就有800余种之多。当代美

术界曾这样评价无锡纸马艺术：“无锡纸马中各路神仙

的形象，诙谐有趣，晕色奇异，手法灵便，样式纷繁。”无

锡纸马艺术中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民俗内涵，是

其艺术价值和精神内涵的巨大魅力所在[2]。

2 无锡纸马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用途和场合，无锡纸马在质地、规格、制

作工艺上有所不同，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祭祖时

用于焚化的纸马，这种纸马一般印画在比较轻薄、粗糙

的纸张上，以黑白色为主，人物形象也比较简单，是各类

纸马中比较普遍的一种；另一种是在“请路头”或供奉祖

师、神道时所使用的纸马，这一类型的纸马制作考究，

纸马的纸质厚实，可以折成柱形，内盛折好的元宝或冥

钱[3]。制作过程一般是先用黑色墨版印在彩色有光纸或

自制色纸上，再开相勾画，加以彩绘，然后进行五官捺

印，并辅以一些涡形小纹样来对画面进行通盘调整。无

锡纸马以节令风俗区分，又有以下几种类型。

1）经幡马，又称亡人马，是祭祖祝飨时所使用的

纸马。人物形像为佛祖如来端坐莲座上，两侧尊者侍

立。这种类型纸马的生产制作较为粗糙，只有木刻印

纹，没有彩绘着色，售价也较低廉。因此有“印不清的

亡人马”之说。

2）五路财神马，也称接财神。因是祈求发财致

富，所以精工细作，分外考究。精制的五路财神马用

红纸作底，木刻线条并以彩色绘制面部及衣饰，用金

粉描纹，上面写着金色的“招财进宝”连体字，显得神

像金碧辉煌。

3）灶君老爷马，用以每年腊月祭祀焚化，以向上

天汇报民间善恶，祈求自身平安。人物形象上，灶君

端坐帷幕中，造型和蔼可亲，两侧悬挂“上天奏好事，

下界保平安”的对联。灶君纸马见图1。

4）监生娘娘马，是专司人间生育的保护神。在孩

子“三朝”和“满月”时，家人要在产房中供斋监生娘娘

马，感谢她对产妇和婴儿的庇佑。

5）“谢土”时用的纸马。凡家中打井、砌灶等动了

土的，在事前或事后，都要“谢土”，酬谢土地。表现形

态是一个人首蛇身的画像。

无锡纸马艺术形式多样，类型丰富。它打破了单

纯用木版墨印或彩印的形式，融彩绘、勾线、版印、彩

印为一体，在技法、题材方面都有独到之处。

3 无锡纸马艺术中审美元素的构建

无锡纸马艺术乡土特色浓郁，是江南水乡无锡人

民的艺术结晶，它用笔简练而随意，色彩华丽而不繁

琐，技艺手法和艺术风格独特，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

神。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在心理和视觉上都给人

丰富的审美体验。

3.1 无锡纸马艺术创作中的审美心理

3.1.1 朴素吉祥的象征寓意

人们对美的最初认识是直接从人的直觉或感觉中

形成的，是一种原始的美的感受，表现为需求得以满足

后所产生的愉悦感。通俗地讲，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感受到的某事、某物合心意，从而在情感上产生一种

快乐、幸福的感觉。因此，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在总体创

作观念上以追求圆满、吉祥的图式意象为主要形态。

无锡纸马艺术的创作审美观念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

响，它与整体传统民间艺术的创作观大体是一致的，以

满足人们的现实生活需求为目的。对鬼神的信仰和人

神、人鬼间凭物交流的观念是纸马产生的精神基础[4]，

因此，纸马题材大多离不开辟邪祈福、祈求祥瑞和丰衣

图1 灶君纸马

Fig.1 Kitchen God Zh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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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食等最朴素的民间愿望，以此来表达人们对生活的

美好祝愿和精神寄托。如反映吉祥如意的五路财神

马，寄托美好愿望的灶君老爷马、监生娘娘马等。这些

纸马多贴近百姓的生活，取材于民间，根植于传统审美

文化，因此很容易得到大众百姓的认同，这也是无锡纸

马艺术充满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3.1.2 自由浪漫的审美情怀

无锡纸马虽然是表达祭祀、祈福的心理，却仍然以

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传达出赏心悦目的审美感受。这

种感性审美功能不仅具有愉悦身心的作用，还能开启

人们的想象，获得比现实生活中更强烈、更深刻的审美

体验。纸马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大都是神灵鬼怪，没有

现实依据，这就需要创作者丰富的想像力。无锡民间

纸马艺术家们完全从自己的兴趣和理想出发，通过他

们的想象把心中的“土地”、“门神”、“灶君”等人物形象

有模有样地表现出来。民间艺人们从自己的主观内心

世界出发，用热情奔放的线条、夸张的造型、瑰丽的色

彩等丰富的艺术语言和不羁的想象塑造出他们心目中

的神佛形象，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活跃了纸马

艺术，展示了浪漫的审美情怀。

3.2 视觉形式语言上的艺术审美

3.2.1 线条及人物造型的精炼之美

民间美术家王树村认为：“全国纸马艺术中，形式

语言独辟蹊径，形式感强烈，且具有独特之神秘色彩

者，莫过于江苏无锡纸马，其影响之显著，当属世界罕

见[5]。”无锡纸马艺术造型具有线条简练、形象夸张、饱

满圆润的特点。纸马艺术中的线条，在视觉表现上有

着多重作用：一方面，恰到好处的线条生动地勾勒出

人物的骨架，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在“门

神”的线条造型上，首先用简洁生动的线条描绘出人

物形象的面部表情，然后用精细繁复的线条刻画身体

部分，再用一些优美的弧线来处理人物的衣袖、褶皱

和丝带，显得人物形象生动、飘逸；另一方面，线条还

起到了合理分割画面、辅助构图、掌控节奏的作用，其

中，直线主要用于图与文之间的区域划分，一般情况

下，上半部分是题字，以说明纸马的主题，下半部分为

图，曲线使用较多，直线与曲线相互交错穿插，有疏有

密，形成一种节奏感，增强了画面的感染力。

纸马艺术在人物形象造型上，多采用装饰化、符

号化的方法，整体组织合理，局部夸张变形，使人物

形象更加生动传神。如“路头”、“玉帝”等人物五官

的塑造就很别致，眉毛用3条平行的墨线来表示，显

出威武之气。鼻下长须为5条平行线，有的人物转向

后面一侧的胡须为3条平行线，颇符透视原理。五官

中上下眼睑、眼睛及嘴巴的造型也别具特色，眼睛由

2条向下弯的弧线构成，嘴巴小且嘴角上翘，略为张

开，呈现出慈祥微笑的表情，对眉宇间的威武起着缓

冲调和作用，如玉帝纸马，见图2。著名美术家张光

宇、张正宇先生在创作动画片《大闹天宫》时，便借鉴

了无锡纸马艺术独特的造型元素，其中的土地公公

这一角色造型和无锡纸马中的土地神极为相像，眼

睛、眉毛、胡子、帽子的造型如出一辙，具有强烈的民

俗感和装饰感[6]。另外，纸马人物造型大都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即人物的头部比例要占到整体形象的三

分之一，且无对脖子的勾画，人物比例夸张变形，充

满稚拙、古朴的趣味。

3.2.2 构图的均衡饱满之美

纸马的构图服务于民俗审美的需要，它是信仰之

外的艺术表达方式[8]。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追

求吉祥圆满的生活，在各种民间艺术形式上，则表现

为采用饱满的构图，无锡纸马艺术也同样如此。纸马

的画面构图追求饱满和图文共现。“灶君”、“财神”这

一类题材的纸马大多以对称式构图为主，画面中间部

分为主体人物，重点突出，左右两边则安排一些其他

人物，画面显得主次分明，一目了然。其他类型的纸

马构图则多以并列展开式为主，画面构图上采用散点

布局的方式，上下左右内容各不相同，却又能很好地

结合在一起，给人和谐的视觉感受。其构图抬头部分

所占的比例一般是固定的，上面的文字根据主题内容

作相应的变化，如“招财进宝”、“万事如意”等。文字

的笔画相互穿插、借用，整体组成一种视觉符号。抬

头以下部分则是与文字相应的主体人物，居于画面中

央，图意表达清晰明了。例如图3中纸马的构图相当

精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3.2.3 色彩的靓丽和谐之美

无锡纸马在制作过程中，一般先在长条形状的彩

色纸或手工染色的土纸上印出墨线轮廓稿，然后再给

画面上的神像上色。绘制面部时，先用黄、白、青灰、桔

红等颜色进行打底，再用玫红渐渐地晕出脸颊部分，然

后随意勾画手部，在服饰的局部绘制一些不同颜色的

小花朵，用小木版图章来捺印五官，最后用色彩在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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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印一些涡形的小纹样[7]。神祗形象刻画细致，线条

流畅，制作显得异常随意大方，风格洒脱。从纸马艺术

的色彩语言上来看，作品中红、黄、绿一般是主色调，使

用频率较高，镶边配色一般运用黑、白、暗蓝、金色等，

对比强烈，显得浓郁靓丽。大红、大绿、云青、藤黄、翠

绿及金色等跳动的色彩运用较多，或绚丽纯净、或金碧

辉煌，主观性较强。虽然色彩的色相对比较为强烈，但

在整体的色彩处理上，通过调和色镶边配色使画面呈

现出和谐感，这是和无锡地域文化特色息息相关的。

因此色彩既要好看，又要“虾意”（无锡方言，舒服的意

思），见图4。

4 结语

无锡纸马艺术中的人物造型生动、有趣，线条表

现丰富、流畅，色彩描绘精致、华丽，构图饱满且独具

特色，是最具有无锡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民间艺术形

式之一，并给人们的心理和视觉感受上留下深刻的艺

术审美体验。尊重传统文化，保护且传承这一民间艺

术，注重其特色审美元素的分析研究，并进一步发展、

创新，这是当今艺术设计工作者需要努力思考和探索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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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玉帝纸马

Fig.2 The Jade Emperor Zhima

图3 纸马的构图

Fig.3 Zhima composition

图4 纸马的色彩

Fig.4 Color of Zh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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