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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间美术花鸟图式

在当代花鸟画创作中的融合创作效能研究

□

张梅洁

民间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和文化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现代社会中受到

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现代花鸟画是一种具

有普遍性和广泛性的绘画形式，它在吸收

了西方美术风格的基础上对中国民间美

术进行了新的阐释。广西地处中国西南沿

海边境，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历史悠久，有

壮、汉、苗、瑶等 14 个民族，是具有丰富的

民族文化、鲜明的民族特征、丰富多彩的

民间美术。 广西民间美术因其不同的民

族、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风土人情、文

化背景、地域条件，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

发展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已经成为广西地

区发展和传承艺术的一个重要途径。广西

民间美术中以花鸟画为主，以其独特的形

体、艳丽的色彩、独特的人文主义、美学意

蕴而著称，极富艺术感染力。 广西由于其

独特的地域和人文环境，民俗美术资源十

分丰富，广西民间美术中的花鸟图案被大

量运用，图案的造型和色彩都散发着一种

神秘的魅力，可以为当代其他艺术形式的

创作提供大量的素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语言。在现代花鸟画

的创作中把这一传统的民间美术语言与

现代花鸟画结合起来，可以让作品更具时

代气息，更富有民族特色，对现代花鸟画

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其次，在现代花鸟创作中更多的是以传统

的花鸟形态与西方的构图为基础，而对于

民俗艺术的学习与运用则比较少见。作为

艺术与生活最直接的接触点，民间美术化

粗犷、原始、朴素的方式从生活中诞生，在

实践中不断完善，最终成为一种传统的美

术形式，有着非常明显的艺术特点。 现代

花鸟画正走在一条创新之路上， 寻找突

破。将广西民间美术中的花鸟图案运用到

现代花鸟画的创作中将为现代花鸟画注

入新的活力，充实当代花鸟画的艺术表达

语言，是一项值得探讨与研究的课题。 将

广西民间美术中的花鸟图案运用到现代

花鸟画中， 既是对传统花鸟画的一种创

新， 又是对传统花鸟画的一种继承与发

展。尽管民间美术是当代化会研究的一个

重要主题，但是将其与当代花鸟画进行整

合的研究却很少。广西民间美术中的花鸟

图案拥有着特殊的审美内涵和美学价值，

作者将其融入到了现代花鸟画的创作中，

希望能够将这两种艺术手法进行融合创

作，从而为现代花鸟画的创作提供更加丰

富的创作形式和内容，促进我国当代花鸟

画的创新发展。

一、 广西民间美术花鸟图式的内涵

及特点

（一）广西民间美术花鸟图式的内涵

广西地处中国南方边陲， 是一个有

壮、化、苗、瑶、侗化等 14 个少数民族的多

民族聚居之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些

少数民族逐步形成了与本民族特色相适

应的美术形式，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独有的

美术特色。 广西民间锦绣历史悠久，风格

多样，其中以壮锦、苗锦、瑶锦、个锦等种

类较多，发展和传承时间较长，与人们的

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具有很强的民族特

色、较强的实用性和观赏性，深受广大人

民群众的青睐。“民间美术”的范围很大，

涵盖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按照传统的分

类方法它可以分为民间年画、 民间剪纸、

民间建筑、民间杂艺等几大类，这些都是

较为普通的艺术品，当然，它还可以表现

出风俗、服饰、生活礼仪，甚至是劳动工具

等等。本研究将以广西民间美术中的花鸟

画为研究对象， 以其画的形态为依据，将

其分为平面画与立体画两大类。民间美术

通常与当地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根据当

地的实际情况运用当地的物质资源，在一

定的地域内稳定地传承下来，从而形成了

独特的文化特色。 其次，广西地处中国的

南方，由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

的资源。广西的龙化蜡染十分富饶，因此，

在民间美术中有很多的花鸟画和其他动

植物画，或者是继承自原始的少数民族艺

术。 云锦、刺绣、蜡染、剪纸 、泥塑 、雕塑

等， 这些都是广西天然资源中的花草树

木，飞禽走兽的最佳表现。 这对现代花鸟

画的创作以及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一

点可以看出广西民间艺术中花鸟画的应

用是十分广泛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将

其运用到现代艺术形式的创作中时还会

将个人喜好的感情因素包括进去。 因此，

综合广西民间美术的实际发展历程以及

特色，本研究将重点分析广西民间染织和

刺绣中花鸟图案的融合创作。

（二）广西民间美术花鸟图式的特点

广西民间美术中的花鸟图式虽然形

态千变万化，但仍保持着广西民族民俗文

化的艺术特色与内涵，其图式的特色可分

为：继承原生态艺术与其他艺术的传承型

图式，用造型与色彩来表达主体思想的意

象型图式， 形式美强烈的装饰型图式，它

们在造型、色彩、构图等方面都有不同的

特色，在增加花鸟图式视觉感受的同时也

赋予了艺术作品更深的内涵。 第一，继承

原生态艺术图式。以广西壮锦的民间美术

作品为例，该作品不仅能够较好地传承了

我国古代青铜器的特点，同时也能够体现

出广西当地壮锦的艺术特点。在表达形式

方面将壮锦的特点以及青铜器的特点进

行融合，能够达到一种完整、和谐的艺术

氛围，提高了整体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第

二，其他艺术的传承型图式。 广西民间美

术花鸟图式在实际创作的过程中不仅对

于各类艺术形式有着较好的吸收和借鉴，

例如在创作过程中将本地区独有的木雕、

木刻等方式应用于艺术手法的表达当中，

在展现出超高的艺术雕刻手法的同时能

够体现出丰富多样的美术花鸟图式的艺

术内涵，与广西地区民间艺术达到高度符

合的水准。 例如，当前广西地区出土的文

物中铜鸟、织锦、刺绣等，都能够较好的展

现出其艺术特点。

二、 广西民间美术花鸟图式在当代

花鸟画创作中的融合创作

（一）花鸟画与民间美术

民间美术是我国民族文化在发展过

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经过数千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地区文化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且形成了具有地区文化特色

的重要文化形式。按照不同的分类可以将

民间美术氛围贵族艺术以及平民艺术，其

发展呈现出各异的发展形式。 早期，我国

民间美术的发展主要是以“俗”和“雅”的

形式为主，在早期文人水墨画、花鸟画盛

行时期民间美术主要是被认定为一种生

活世俗的表达方式，相较于宫廷艺术和宗

教艺术等存在一定的差异。民间美术在不

断发展的历程中并未针对“民间”这一特

性进行概念的重塑，主要是因为文人在美

术创作的过程中从中吸取养分，不断丰富

自己的作品内涵，其次绝大部分的文人创

作者都是来自于民间，其审美情绪以及艺

术的表达方式与民间美术有着密切的关

联，可以达到较好的融合创作特色。 以当

代著名画家齐白石为例，齐白石的美术作

品创作中不仅能够较好地展现出民俗文

化、民风特点以及民情特点等，他的创作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时能够体现出他“下里

巴人”的民间趣味，而这正是民间美术与

传统创作融合的最好的阐释。

三、 广西民间美术花鸟图式在当代

花鸟画创作中的可行性分析

从历史上看， 在早期民间艺术并没

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一直以来都是和文人

画相辅相成的，直到清朝民间艺术才真正

融入到了文人画之中，到了近代更多的画

家开始关注民间艺术。现代绘画艺术的发

展过程中在经历了多种艺术思潮的洗礼

之后， 人们对艺术的本质含义进行了反

思，强调了个体情感的表达与内省，并开

始寻求回归自然的审美取向。在进入信息

化时代以来人们在接受了更多的西方绘

画艺术理念之后，将视线又转移到了民间

美术上，在民间美术中人们再次感觉到一

种振奋和活力。对传统美术与民间美术的

回归是当代美术与民间美术的新趋势。广

西民间艺术中的花鸟图案既保持着原生

态的艺术特色， 又保持着民族的艺术特

色，这一部分旨在寻找广西民间艺术中的

花鸟图案在现代花鸟画创作中的可行性，

并力图从中发掘出可供参考的图案语言

及思想理念，以丰富现代花鸟画的绘画语

言。广西民间美术花鸟图式在当代花鸟画

创作中的可行性可以直接从其花鸟图式

的心理特征以及视觉特征两个方面进行

探讨，可深入分析融合创作效能的原因。

第一，心理特征。 人们常说“有图必有意，

有意必有吉”， 也就是说在民间绘画中大

部分的图案都是象征着吉祥的图案，这种

象征和隐喻的思维方式与花鸟画中的“比

德”概念有些相似。 花鸟图案中的吉祥如

意为大众所喜爱，它既反映了大众的思想

和信仰，又表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追求。广西民俗画种中的花鸟画也有其

独特的内涵。 比如，在一种只有花朵和果

实的图案中有一种图案是一棵树，这是一

种生命的象征， 也是一种长寿的象征。 ”

“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富贵，代表着高

官厚禄， 也代表着鲜花和藤蔓的繁茂，因

为“蔓”与“万”谐音，代表着幸福和长寿，

而“瓜”则代表着子子孙孙，家族兴旺。 以

动物为主要形态的图式比如：象征着丰盛

的鱼儿，象征着福禄的羊角，在广西人中

人们喜欢蝴蝶，也就是“福”字，在广西人

的童装上大部分的绣品上都会绣上蝴蝶，

象征着孩子的好运，与花藤相辅相成象征

着幼苗的茁壮成长。也有将动植物与之相

结合的图式， 它所蕴含的意义更加丰富。

例如， 在刺绣中可以看到蝴蝶绕花而舞，

鱼儿倚莲而游，龙与凤相互缠绕，巧妙地

表达了蝶恋花、鱼戏莲、龙凤呈祥等生命

衍孕等深刻含义。而送类式一般出现在被

面、鞋垫上都有相应的体现。 可以看出广

西民俗艺术中的花鸟图案既是一种视觉，

又是一种内在情感，是民间艺术家用视觉

图式以及心理特征来传达他们的艺术

思想。

第二，视觉特征。 艺术品一旦被人们

所接受就会与符号、信息的传递、交流密

不可分。所谓“符号”就是指在美术作品的

视觉体系中，由点、线、面、色等基本要素

按照物体所表现出来的自然比例构成的

一种艺术形态， 同时也是一幅画的一部

分。这些视觉符号是创造者用来表现自己

的情绪、表现自己的美学特征的一种精神

载体，同时也是一种容易被人辨认出来的

一种有意义的艺术形式。从古代美术中衍

生出来的各种图案、纹样、文字符等造型，

在漫长的艺术发展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

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造型符号。这些造型

符号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特征，它

们是一种带有传统文化精神的造型元素。

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转换成一种视觉符

号，并运用到当代花鸟画创作中，让它们

与当代花鸟画融合成为一种特定的视觉

符号，并且还可以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体

验。广西民俗艺术中的花鸟画也表现出了

创作者的思想情感，带着他们所要传达的

审美、情感和潜藏的信息。因此，将广西民

间美术花鸟图式融合与当代花鸟画创作

中，不仅能够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同时

还能使之形成一种独有自己风格特点的

艺术表达形式。

四、 广西民间美术花鸟图式在当代

花鸟画创作中的融合创作

花鸟画经历了起伏起伏的发展过

程，它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无可取代的重

要地位。花禽鸟虫鱼等动植物形象的栩栩

如生，人类情感依赖于花鸟形象所传达出

来的婉转含蓄让人们感到愉悦。从远古时

代开始，花鸟画的创作一直在进行着革新

和发展。 虽然现在已经物是人非，时代兴

衰，但是人们对花鸟画的喜爱却是一如既

往的，在现代的花鸟画创作中更是表现出

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画家们在思想观

念和表现形式上都在进行着不断的探索

和创新。将广西民间艺术的花鸟图式运用

到现代花鸟画的创作中不是简单的套用，

也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要把广西民间艺

术的花鸟图式提炼出来，并结合现代的审

美需要进行重新设计、组合、拆解，再重新

组合，运用花鸟画的技巧使现代花鸟画既

能吸取广西民间艺术的精髓，又有鲜明的

时代特点和个人特点。笔者将结合自身对

于广西民间美术花鸟图式在区域文化中

的建设分析其融合创作应用，具体有以下

几个方面。

（一）直接应用

在直接应用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所

提取的创意元素要符合作品的内容、形式

和主体。在使用这些元素的过程中还可以

让作品的形式更加丰富，让作品的主题更

加深刻，同时也是为了形成一种具有强烈

个人特色的视觉符号而进行实践。 在《梦

徊》中，作者将广西民间绣花的部分图案

抽取出来，以反复组合的方式平放在画面

的下方，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张桌子为观赏

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在许多刺绣作品中

都会出现这种刺绣图案，它由花巧、蝴蝶

和果实结合而成， 它的线条简洁概括，只

保留基本形弱化结构线，并且彼此之间存

在着依赖关系， 属于典型的适形造型，色

彩明快、民风浓郁。 作者将《梦徊》中的民

俗艺术花鸟图式当作一种通用的视觉符

号来使用，由于这两种艺术都具有很强的

民俗特征，无论是造型还是色彩都蕴含着

民俗的独特含义，与其它元素有很大的不

同，如果在这两种艺术中经过长时间的练

习， 将它们的表现方式运用得恰到好处，

就会产生一种独特的视觉符号效果。

（二）色彩的应用

在民俗艺术中色彩是一种特殊的文

化意蕴，也是一种符号。 广西民俗艺术中

的花鸟画其色彩为一种平面的块状结构，

在不同的技法和材质下呈现出不同的色

彩效果。着色理念所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

色彩世界， 而非一种对自然形式的再现。

将人生的美好激情展现了一种超然物外

的精神境界。其用色形态是同时存在的两

个极端：一个是极强的反差，另一个是极

优雅的色调。 以作品《狂欢》为例，该系列

的作品在实际创作的过程中直接使用积

水积色法的形式将未调和的曙红、 藤黄、

三绿和三青等颜色进行融合，通过借助这

种自然拼接的方式呈现出最终的画作。经

过调和互补的形式能够凸显出牡丹花富

贵典雅、大气温婉思维特性。 除底色符合

广西民间艺术中花鸟图案色彩鲜艳、奔放

的特征，作者在牡丹的色彩上并没有按照

自然的方式，而是用黄、蓝两色来表现，以

求与背色调的平衡互补，同时也凸显了情

感。 具有个性化的色彩特征。 这两件作品

在明亮的雨色衬托下给人一种强烈的视

觉冲击，让人热血沸腾。 既有“民间”的特

点，又有现代的美感。

广西民间美术由于独特的自然条

件、 人文背景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 ，

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为现代艺术的发

展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本研究的结论提

示广西民间艺术中的花鸟图案为切入

口 ，以丰富自己的花鸟绘画语言，寻找

出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表达方式，以期

唤起人们对民族民间艺术艺术的重视。

其次，在不忘记传统的基础上在吸收外

来文化的同时将自己的民族民间美术

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 在对其色彩、

造型、 构图等方面进行研究和借鉴 ，并

将其吸收，这将会对当代花鸟画创作的

多元化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

基金项目：

1.2021

年校级科研项目立

项

<

区域文化建设中广西民间美术花鸟

图式在当代花鸟画创作中的应用研究

>

；

2.2022

年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

能力提升项目

<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

传承与产品创新研究—以广西竹编工艺

为例

>2022KY1550

；

3

、

2021

年度广西高等

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校级立

项

<

广西特色民族工艺美术资源运用于

高校美术专业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

（作者单位：桂林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