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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作为绘画发展过程中人们自觉意识不断
追求的结果，普陀渔民画中的空间表达是在一种
相对独立的封闭空间内形成的，但是又与现代艺
术中的空间表达不约而同地融合到了一起。虽然
在艺术语言表达上二者有许多相同点，但是普陀
渔民画中的空间表达特点还是有其自身存在与发
展的根源。本文旨在通过对普陀渔民画中的独特
空间表达的方式进行分析，旨在为以后的渔民画
创作提出一般性的指导意见。

普陀渔民画起源于70年代，80年代初具规
模。1987年作品入选首届中国艺术节。同年，被
文化部命名为首批现代民间绘画画乡之一。作为
本地的群众文化活动，普陀渔民画是在普陀特定
的地域环境下产生出来的，普陀渔民画家们以其
自身所拥有大海的坚韧性格、豁达思维和时代精
神，用自己手中的画笔把劳动生产、海边习俗、渔
家礼仪和节庆中切身体会和感悟的一种美表现出
来，创作出了一幅幅风格独特而又具有鲜明的地
域特性的艺术作品，成为了舟山渔民画中的一颗
亮丽的明珠。

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形态，普陀渔民画具有绘
画的一般属性，成为人们表达自我情感的载体。
夸张的造型、绚丽的色彩和浓郁的海岛特色使普
陀渔民画独具魅力。就这些特点而言，普陀渔民
画中的空间表现手法独成体系，是一种在二维空
间内的用自身手法创造出来的一种“非真实的三
维空间”的表达。

一、普陀渔民画中的空间形态的理论分析

空间作为绘画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西方绘画
中，人们的自觉意识不断追求的结果，在西方绘画
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在理论体系上发展的相当
完善，而且在表现手法上也创造了骄人的成就。
作为表现空间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就是透视法
技巧的运用。普陀渔民画家们没有经过学院的美
术训练，局限了他们对这种透视手法的运用，反而
使他们对空间的表达更为自由、大胆。普陀渔民
画在自身的狭小的范围内开拓了一种更有力度的

表现自身情感的方式。
毋庸置疑，普陀渔民画中的空间表达是在一

种相对独立的封闭空间内形成的，属于中国民间
美术中的一个范畴。伫立在他们的作品之中，我
们不仅可以发现普陀民间艺术家在绘画过程中用
色的纯朴与鲜明，而且还可以领略到他们对对象
特有的处理手法。首先，渔民画家不采取写生作
画的方法，而是以“目识心记”来表现对象。因此，
他们对某个物体的观察，不可能停留在一个特定
的视点上，而是移动的，多侧面的观察，甚至加上
自己的推理，得出那个物体的特征概念。

用平面处理方法，把几个不同的侧面有机地组
织起来，创造出多维空间。值得提出的是，尽管普
陀渔民画中的平面性的空间表达与现代艺术中的
空间表达不约而同的融合到了一起，在艺术语言表
达上二者存在着一致性，但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
文化意识形态而言，普陀渔民画中的空间表达中的
平面性倾向还是有其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根源，正是
在这种发展过程之中形成了一种鲜明的风格特征。

事实上，我们说普陀渔民画空间表达之中所
浓缩的情感是一种完全不等于西方现代绘画中的
这种平面化倾向的。众所周知，西方绘画是在经
历了一系列的对自身的否定之后而实现的这种绘
画中的平面性倾向。对原始绘画中的稚嫩、淳朴
的表达从而也就成为了西方现代艺术家所不断追
求的一个主要目标。

西方在步入现代以后，伴随着生产水平的快
速发展，人们生活速度的加速，人与人之间的漠视
显得日益严重，人们纷纷开始质疑自身存在的价
值。西方现代绘画中的这种平面性的空间表达则
主要源自它们所谓的价值观念的贬值，这是贯穿
了整个西方艺术的主要问题。与此恰恰相反，普
陀渔民画中的这种空间表达则是一以贯之，成为
了每个民间艺术家都熟悉的程式，横穿了他们的
每一个艺术创作过程之中，由此可见，这种空间性
的表达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这种平面性的表达
已经成为了他们创作过程中的一个固定的程式。

对于普陀渔民而言，在这种表达之中渗透着

他们的思维意识。这些形象的创造都是他们海岛
生活中所喜闻乐见的对象，是他们生活中所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
对大海以及大海有关事物的进一步理解与感悟、
提炼与概括。并将他们随意、自然的手法表现在
画面之中，是一种无意识的流露。在这平面性之
中渗透着普陀渔民画家对自然特别是对与自己生
活所息息相关的大海的情有独钟。这种空间表达
的手法在普陀渔民画家中的运用也就成为了人们
了解当地文化氛围、价值情感的一个主要的渠道。

二、普陀渔民画的空间的视觉效果分析

普陀渔民画作为民间艺术蕴含着渔民艺术家
特有的思维方式、精神价值、想象力和文化意识，
体现着民间艺术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前面也已谈
及了造成普陀渔民画空间表达上的局限性的原
因，虽然普陀渔民画在空间表达上的局限性导致
了普陀渔民画作品的表达缺少了三维立体画那样
真实的空间表达，但是我们说普陀渔民画却以另
外一种方式创造了画面上的横向与纵深的空间
感，使欣赏者在欣赏作品中进入了一个非真实表
达的视觉空间。那就是通过重叠、穿插手法的运
用。如果说，色彩在普陀渔民画中的运用是导致
渔民画在空间表达上的空间弱化的一个原因的
话，那么穿插、重叠手法的运用则使这些平面空间
呈现出了一个“类三维的空间”。

对于某些画家来说，创造空间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通过互相重叠着的事物组成一系列连续性的
对象。从视觉效果上看，这些所描对的对象就像
一组组渐进图案引导着我们的视线从最前面延伸
到最后面。

如图一所示，该作品描绘了四位年轻人在海上
捕鱼的情景。作品中人物分为两组，占视觉中心的
三位年轻人人正在紧张的拉网的过程，从刻画的这
些对象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普陀渔民家在人物形
象的刻画上的大胆与提炼，也感受到了色彩平涂后
的剪影式效果。就他们三人而言，背景以一种黑色
平涂，无任何空间深度感可言，但是作者却通过了

重叠与穿插手法的运用，尤其是穿插手法的运用，
船上零星布置在人们之间的绳索以及三个人手中
所紧握着的拉鱼的线成功地使他们之间产生了距
离感，也明确了他们所在船上的空间的纵深感，使
画面呈现出了一种连续不断的空间状态。

普陀作为首批被文化部命名为现代民间绘画
画乡，是中国民间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崭新的
姿态，标志着国家对我们民间艺术的重视与传
承。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普陀渔民画是在漫
长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思想情感不断发展、积累
的结果。在画面中的每一个手法的运用与表现都
暗示着普陀渔民画发展的一次进步与飞跃。空间
作为绘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有
其存在发展的过程。以上通过对普陀渔民画中的
空间形态问题的分析，旨在找出这种空间形态所
存在的价值意义。纵观渔民画中的人物、海洋生
物、场景的倾向平面性的描绘与塑造，使画面传达
出民间美术的原始性趣味与一种古朴、神秘与寓
意的情感。就普陀渔民画中的空间的表达则是他
们对事物认识的真实感受，是渔民画家们用真、
善、美的心灵表露的人格品质，是普通渔民们劳动
生产的切身体会和感悟的一种美的表现。

（姜声慧 舟山市普陀区文化馆美术干部，副
研究馆员）

普陀渔民画的空间形态分析

舟山渔民画作为舟山当代的民间美术以其艺
术手段上的不真实和生活细节的真实，造型上夸
张、随意和制作上的精致等鲜明的审美特征在中
国现代民间绘画艺术中独树一帜，舟山的渔民画
家用大海的天真纯朴和无限的想象，传承着久远
的民间审美情趣，用充满美好的愿望甚至近乎狂
幻的想象，以及真挚的情感，描绘了一幅幅多样生
活、丰富想象、奇趣构思、动人神情、夸张造型和艳
丽色彩的画卷。

舟山渔民画主要表现大海及与海有关的事
物，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画
面中充满着画家真挚的情感和对生活的纯朴的主
观感受。然而这些主观的感受和强烈的生活气息
又通过夸张的造型、强烈的色彩表现出来，由此形
成了舟山渔民画特有的审美特征。

一、浓郁的生活气息，强烈的地域特色

舟山地处海岛，渔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
大海为渔民供了不竭的生活所需，渔民对大海的
深情和农民对大地一样，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渔民画家们把他们对理想、对生活的美好追求
与渴望都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如徐重芳的作品
《在和平的日子里》《渔家乐》，戴君芬的作品《做团
子》《绿岛》等；有的以渔民生活、生产和渔家风俗、
风情活动为内容，如江强兴的《捕鲨》表现渔民与
鲨鱼搏斗的瞬间，蔡成世的《赶修》捕捉渔民抢修
渔船的镜头；有的反映了海岛的民间传说，如张定
康的《穿龙裤的菩萨》描绘了“青滨庙子湖，菩萨穿
龙裤”这一民间故事。

渔民画家们热爱自己的海岛，热爱自己的劳
动和生活，他们以海为动力，依照自己熟悉的环境
和生活在创作中进行联想，用形象的思维来表达
他们朴素的思想情感，他们从客观事物的真实形
象出发，进行大胆的创意和夸张，立意奇特，想象
丰富，用画笔流露着自己对生活的真情实感和对
大海的深情眷恋，作品散发着浓郁的“海腥味”。
这些充满大海气息的艺术作品，无一不具有鲜明
的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

二、夸张的造型，奇妙的构思

首先，渔民画家凭印象作画，对生活当中的印
象更是从多角度、多侧面去表现。比如在鱼的身
上可以画很多的鱼网、海鸥及海洋动物，这些东西
巧妙的组合在一起，交织成一个具有民间特色的
造型，而形式又是非常新的。再如渔民捕鱼、捕蟹
要用到很多工具，渔民画家们去表现时可以把不

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视点和各种物体的特征概
念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也可以把自己感兴趣
的东西都描绘在一幅画面中，使画面有很大的生
活容量。

其次，在造型上不受任何限制，大胆想象，大
胆变形，大胆夸张，他们常常以自己的感情为中
心，根据需要在同一画面里可以出现仰视、俯视、
平视、侧视等现象，构成了舟山渔民画特殊的造型
模式。如朱松祥的作品《大网头》中船用俯视方法
而鱼用平视方法去描绘的。再次，渔民画里的空
间关系，不采用明暗、虚实、大小来表现，而是通过
平面距离来表达空间概念。比如为反映渔船的整
体面貌，往往把它画成正侧面，力求把对象画全，
如姜德兴的《捕海蜇》、徐鸿芳的《对饮》。还有用
拟人化的手法来进行造型的，如卢秀绒的《乌贼夫
妻》，乌贼造型可爱，喜庆气氛浓烈，画面亲切感
人。

三、艳丽的色彩，明快的线条

渔民画家在色彩的运用上，既不象中国传统
绘画那样的“随类赋彩”，也不象西方绘画体系按
照写生色彩学去表现光色变化，而是按照自己的
美感意象，主观地运用色彩，他们在不自觉的前提
下，十分重视色彩的主观感情作用，把色彩当作表
达情感的手段而不受各种色彩关系的限制。在具
体的描绘中，渔民画家们又吸收了海岛传统艺术
的用色特点，大红大绿，黑白相间，按照自己的思
想意图和审美需求予以重新安排，而且喜欢用原
色，使画面凝重、典雅、鲜艳、高贵又极富装饰效
果，且艳而不俗，给人以美的享受。如梁银娣的
《船头拔河》，一开始受自然色的影响把海水画成
蓝色，但拔河比赛热闹的气氛反映不出，后来在辅
导老师的启发下，把海水画成朱红色，那种热烈欢
快的气氛就出来了，整个画面也开始明亮起来。
夸张的色彩也是画家情感表达的需要，在渔民画
家笔下，一只大乌贼竟被装点成世界上最可爱、最
美丽的动物；画中的渔船要比现实生活中花得多，
美得多。

他们在创造美的过程中大胆地运用夸张手法
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如俞慧娣的《月夜拢
潮》、董凯云的《海姑娘》。浓郁色彩的运用调动了
舟山渔民画的整个基调和情绪，给人一种健康、朴
实、昂扬向上的美感，无论是描绘渔民们的劳动、
渔村的风情还是海岛的风景、鱼类的生栖，全都是
美化了的，连蟹、虾、鱼都是欢快的、可爱的，充满
了生活情趣，如姚红霞的《捕鱼旺季》、张美娣的

《黑脚》、陈艳华的《乌贼王》。

四、平面的构成，移动的视点

渔民画家们不采取写生的作画方法，而是以
“目识心记”来表现对象，因此他们对某个物体的
观察，不可能只停留在一个特定的视点上，而是移
动的，多侧面的观察，甚至加上自己的想象和推
理，得出那个物体的特征概念，用平面处理的方
法，把几个不相同的侧面有机地组织起来，创造出
多维空间。如徐重芳的《渔家乐》，近处的渔船画
成俯视的，他说是为了能看清船里装了满舱的鱼，
而远处在行使的船用侧面的画法且把船头的两面
及两只船眼睛都画了出来，说船应该有二只眼睛，
都画出来就好看。

散点透视只有在中国的山水画和欧洲现代派
作品中才有，而在舟山渔民画中能把物体合理地
安排在一个画面中，如张定康的《穿龙裤的菩萨》，
为了画面的需要可以把远处的船与近处的船画成
一样大，近处的人画得很小而远处得人画得很大，
整个画面看上去还非常的合情合理。这些处理方
法已经趋向不合理的合理，不真实的真实，使人感
受到强烈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

五、作品的整体，风格的多样

舟山渔民画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具有
艺术品格，能表现画家个性，有丰富生动内容的独
具风格的现代民间绘画，能起到沟通人们心灵，进
行情感交流的作用。画家们注重作品语言探索，
在保持提高渔民画整体艺术水平的同时，又丰富
了渔民画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在内容上各种以海
为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嵊泗渔民画大都以表现
渔民与风浪搏斗的艰辛和海岛民间传说为题材；
岱山渔民画以海洋鱼类为题材，想象丰富，变形奇
特；普陀渔民画从海岛生活上挖题材，用丰富的、
多角度的、甚至哲理的思维来表现大海及对大海
的感受。如有反映渔汛时节的《繁忙的渔村》，有
表现渔民生产生活的《钓蟹》《捕鱼》《理网》等，有
表现海岛风光风情的《海边石屋》《婚嫁》《舟山锣
鼓》；有反映海岛民间传说的《龙的传说》《穿龙裤
的菩萨》《摇呀摇，摇到外婆桥》《虾夫妻向渔老大
祈求》等。

创作手法方面在原来色块平涂的基础上，发
展了油画、水墨、剪纸、版画、细描等多种形式，使
渔民画的表现手法得到了进一步拓宽。普陀东极
渔民画则采用纸版画形式，使画面造型更加稚拙，
色彩更加强烈，层次更加丰富；岱山渔民画在黑卡

纸上做文章，拓、印、描多种手法并用，画面制作更
加精致；嵊泗渔民画仍采用布面油彩作为制作手
法，粗犷豪放中有几分细腻柔和，设色强烈对比，
艳丽中多了几分宁静，层次丰富。

个人风格的形成是对舟山渔民画艺术语言拓
展的最终体现。舟山渔民画由于它是一种群体美
术，画家创作时受辅导老师和同道影响深，容易出
现表现手法雷同，缺乏个性。但近年来，由于渔民
画作者队伍的变化，一批有过专业基础的年轻作
者开始从事渔民画的创作，他们注重提高自己的
艺术修养与素质，能根据个人的阅历和偏好，寻找
适合自己的表现手法，在画面的构成，色彩和造型
上逐渐形成了显明的个人风格。他们经常深入生
活，观察生活、体悟生活，吸收了专业画家的画面
处理方法，在艺术实践中得到了提高和发展，并创
作出了一批有个性的渔民画。

舟山渔民画正是因为保持了这些独特的审美
特征，才使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画家们在作品
中所运用的装饰性、抽象性、夸张变形等手法，各
以其独特的构图、色彩、形式和创作风格来表现他
们所热爱的大海和在大海中的生活，反映了渔民
纯朴的思想情感，抒发了渔民画家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徐锋 舟山市文化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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