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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是民间木版年画发展的鼎盛期，女性人物图像在此期间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这一时期民

间木版年画不仅发挥着自身年俗的价值作用，而且成为一种重要的宣传工具，本文试图从清代民间

木版年画女性人物题材及造型上为切入点探究其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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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是中国独有的特色画种，因其在民间发生和发展，故具有中国文化原生态的特性。在年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到清

代达到了顶峰，正如王伯敏先生所言“在清代的版画中，民间木版年画的盛行很有意义。它给版画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清代的社会发展较为复杂，这种复杂的社会发展对于民间木版年画艺术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清代在其建国至灭亡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较大的社会转型，人们的思想，心态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因素的相互

影响下，极具变化性。这种变化性在民间木版年画的女性人物图像上有着深远的体现。

一．题材

清代民间木版年画女性人物图像的内容题材发展呈现多样化： ．

1、吉祥喜庆

清代民间木版年画女性人物图像作为吉祥喜庆题材广为出现，如：《荣华富贵》((五子登科》《教子有方》《香璋如意》《状元

及第》《天仙送子》(图1)等。这迎合了民间年画中的“祈福迎祥”“多子多福”的美好愿望。女性人物在这类题材中反映出繁

衍生息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也是清初因连年征战导致人口降低，社会对女性大量需要的显现。

2、神像

民间木版年画女性人物图像到了清代在神像上也有所发展。如《王母娘娘》《蚕姑))《双人财神》《无生老母》等这些神像在

传羲上也有新变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末，四川夹江和绵竹地区的木版年画中以秦良玉(或穆桂英)形象为女门神的图

像出现(图2)。作品中女将头戴红缨球冠，上插雉尾，背插靠旗，胸铠上系护心镜，下着腿裙，腰问一把宝剑，手提一柄大刀，

面呈微笑喜色状，为画面增添了喜庆成分，整幅作品威武中又不失女性柔美的特点。这一女门神的形象打破了中国民间秉承了

千年的男门神形象，是女性人物图像在清代民间木版年画神像中的一个重大突破。

3、戏曲小说

清代戏曲小说类年画受明代戏曲小说插图的影响，呈多彩化发展趋势。这类题材迎合了民间“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的

审美取向。由于故事情节中女性人物形象大量增多，这使得民间木版年画创作中女性人物图像也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如《天

河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盗仙草》《西厢记》《红楼梦》等。其中女性人物形象在武戏场面中出现颇多，如《杨老将令婆挂帅

女将征西》《嘉兴八美打擂》《三女侠》Ⅸ木兰从军》((张四姐大闹东京》等，女性人物以“打”的这一角色广泛呈现，体现出此

时女性反抗意识的增强。

圈1天津《天仙送子》 图2四川《穆桂英门神》 围3天津杨柳青Ⅸ女子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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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上海筠香斋《吴王采莲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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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贵妇样天津杨柳青 Y鬟样上海筠香斋 图6《竹报平安》局部天津杨柳膏田7《执扇仕女》局部四川绵竹 图8《术兰从军》局部天津杨柳青 围9《摇钱树》局部I四JII绵竹

4、世俗生活

清代民间木版年画女性人物图像在世俗生活题材表现上有所扩大。随着市场经济萌芽的发展，养蚕、采茶，纺纱、织布等

以女性为主的劳作在木版年画中大量出现，如：《耕织图》《女十忙》((采茶牛图》《庄稼忙》等，这一时期女性在社会生产劳作

中的作用与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另一方面，女性人物除在男耕女织场景中大量出现，还广泛涉及于日常生活的新事物实践中，如《十美踢足球》《上海火车

站》《仕女骑车图》《女子爱国》《女子求学》《女学堂演对》《男十怕》《妇人坐轿男人走》等等。这些图像从最初的“成教化，助

人伦”的相夫教子、三从四德到女子求学，演对的女性品格独立，从足不出户到广泛参与到社会变化和新事物中，反映了女性

形象在这一时期的重大转变。以清末《女子求学》(图3)为例。图像上刻画了两位身着清装的女子前来向教书先生求学的画面。

画面上方提有“中国旧日的风俗没有不重视男子，轻视女子的，这毛病诸位知道在哪里吗?女子深居闺阁就知道zJ,zJ,的裹两只

脚。一点事情不作，一点学问不讲求。坐吃坐穿简直是一个废人。不特古今大事，中外时事一点不知道。就是家家所离不开的

来往书信，13用账目也必定依赖他人，怎么会叫人不轻视呢?近来设立女学也不少咧，少年女子要是趁此机会快快的认些字，讲

求些学问，渐渐的男女也就一样看待，没有轻视女子的啦。少年女子呀快快的想想吧，可万别像从先那个样子啦!”的内容。通

过此幅作品可以看出，此时受清末维新变法，洋务思潮的影响，教育制度得以改革，使女子有了进学堂的机会，女性求学独立

意识及男女应平等的思想在民间以年画的形式大量传播。在某种程度上，这类清末时期民间木版年画女性人物题材的作品已超

越了其原初女性人物在木版年画中所代表的祈福纳吉的民俗信仰形象，具有了一定女性独立精神的体现。

在这些广泛的题材中不难看出，此时女性的角色正在发生着转变。由相夫教子、女子无才便是德到女子求学，学堂演武，由

温雅仕女到战场巾帼，由足不出户到广泛的参与到社会各种活动中，由年画中的依附形象到独立品格，这些转变反映了女性独

立意识的些许萌芽，在以男性为主流的社会中不在成为其附庸品。

二．造型

民间木版年画创作者在对女性人物进行创作时，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历史审美等因素，对女性人物的形态特征以民

间口诀的形式做出了规律性的总结。如：。美人要修长，文人如颗钉”，“画将无脖项，画女应削肩”等，民间创作者将这些口诀

在实践创作中也融入了自身审美性的夸张，如对女性身材修长上的造型处理，上海的部分木版年画有将女性身材拉长到七个或

七个半头的比例(大多为六个头的比例)，如《吴王采莲图一》局部(图4)。这种呈现也多为清后期年画，体现出此时上海民

间审美倾向上的变化。在对于女性人物应削肩这一特点上，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中女性的肩膀几乎窄到同头一样大小的宽度，从

而体现女性纤弱柔媚的特征。而杨家埠木版年画中对女性人物造型在削肩上不似天津杨柳青的夸张，它更突出表现女性形象上

的健康富足之感。这也是两者在审美观念、思想愿景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了审美倾向内在的尺度的把握。这里所谓的内在

尺度是指，“人主体的生理心理秩序。造型艺术形象的比例(比率)如果合适于人的内在尺度，同时又符合外界自然物的秩序比

例，那么她就是和谐美的比例。那么这种比例适合的艺术秩序就会具备感人的魅力。”这种内在尺度的把握，使得上海民间木版

年画对后来的石印美女月份牌年画影响深远。

另外，在对民间木版年画女性人物形象创作的身份上也有IZl诀的传承。如：“贵家妇，宫装样；耕织女，要时样。”贵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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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把握是“目正神怡，气静眉疏(眉尖距离稍宽)。行止徐缓，坐如山立(不歪不

倚)。”而丫鬟的形象则是“眉高眼媚，笑容可掬，咬指弄巾，掠鬓整衣。”(图5)若

为贵人的形象则是“双眉入鬓，两目精神，动作平稳(忌伸手翘足)，方是贵人。”若

做贱妇形象则是“薄唇鼠眉，剃牙弄带，叠腿露掌，托腮依塌。”若为美人的形象则

是“鼻如胆，瓜子脸，樱桃小口蚂蚱眼；慢步走，勿套手，要笑千万莫张口。”(蚂蚱

眼，形容颜色朦胧之意。画时，上眼皮直线要墨色浓重。眼珠稍淡，外周勾深墨线。)

这些画法多见于半印半绘的年画作品中，如在苏州桃花坞和天津杨柳青作品中常用

到。此外，这里对于“美人”形象的界定标准，也包含了封建社会对女子行为举止

的要求，如《女诫》中提出的“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动静有法”作为

女性行为举止的依据，而传统的“行不露趾，笑不露齿”的女子德行观，在木版年

画的图像中也显现出来。

清初，在大量木版年画作品中，女性人物多表现为以衣裙蔽足的形象，由于此

时受历代盛行裹天足和“行不露足”的影响，所以女性多以长裙掩饰金莲，并遵循

古仪，即所谓的“裙拖六幅湘江水”一说，如《竹报平安》局部(图6)这种长裙在

女子行走时是相当不便的，所以多要低头细步。而这种不便恰好符合了以男性为主

流的社会对女性“莲步轻移”的审美需求。这种所谓的“莲步轻移”其实也有着特

殊的意义，即“旧时禁忌妇女走路时抬头挺胸，否则便以为女子属‘桃花克夫’型

的，会压男人一头，克子克夫。只有男人才能挺胸抬头，女人则要低头细步，最好

是靠墙根躲着男人走，把男子的夫权优势再鼎趁的高高的，才符合男权社会的崇尚。”

到了清中后期，女性人物的服饰上显现出满汉融合的式样。戊戌变法时，社会上流

传一首打油诗：“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裁作短衣裳。脚跟形势先变化，说到莲钩六

寸长。”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女性人物的服饰大有变化，女性的三寸金莲的束缚观念

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转变。从清末木版年画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民间女子的衣装

多以短衫、袄、裙，裤为主，其中。未成年女子已不似宋，明那样以裙为下裳的主

要式样，而是以裤为主。”此时由于裤装的缘故，女性人物三寸金莲的形象在木版年

画作品中也广为显现。如《琵琶有情》《仕女骑车图》((执扇仕女》(图7)等。这种

蔽足与服饰的转变，从侧面反映了清代女性身份地位的转变。

清代民间木版年画图像中，女性人物的姿态上多呈现出“S”型或“拧”(头部

与身体的方向互不一致)的造型特征，如，天津杨柳青的《渔妇图》《莲生贵子》《蟾

宫折桂》，山东杨家埠的《鱼龙变化》((天女散花》，江苏扬州的((天齐庙))，苏州桃

花坞的《洋灯美人》《琵琶有情》，河北武强的《刘无双赠珠》《六美图》，四川绵竹

的((观花仕女图》等。这种造型表现出了女性人物的婀娜秀美的动态感。就连身着

戎装的花木兰其男性化的装扮也在木版年画中以“S”造型出现，尽现其女性柔婉的

一面，(图8《木兰从军》)可见在民间创作者和大众的审美情节上对女性是一种定式

化的温柔和贤淑的形象要求。这一温婉和贤淑的形象一方面是对当时女性形象审美

认同的反映，同时另一方面也侧面的显现了在男性为主流的社会中对女性三从四德

观念的要求。

此外，女性人物形象在整个清代仍是以一种颔首躬身的谦卑姿态呈现，如《(龙

风配》((六美图》((摇钱树》(图9)等。这种颔首躬身的谦卑姿态，除神像中女性人

物正身端坐之外，几乎出现在所有女性人物创作图像中。虽然在清末民初，民间思

想意识形态受新思潮影响，在改良年画的创作题材中女性地位显著提高，如((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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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女子爱国》等，但从画面中女性

形象的造型特征来看，依然奉守着颔首

躬身的谦卑姿态。这反映出在男性为主

体的社会中，对女性人物形象在题材上

虽有着显著的开放和进步，但其观念上

仍然是深沉的保守思想。

由此可见，女性形象这一谦卑姿态

在民间艺术创作者眼中、心中和刀笔之

下仍是根深蒂固。从中可以看出，女性地

位的解放和提高并非一蹴而就的，这也

是木版年画作为民间艺术其自适性发展

的显现，真实的记录着转变。

三．结语

清代民间木版年画女性人物形象在

不断扩展和转变，体现此时女性社会角

色的改变。清末民初，民间思想意识受新

思潮影响，虽然在改良年画的创作题材

中女性地位显著提高，但从画面中女性

形态造型语言来看，依然奉守着颔首躬

身的谦卑姿态和对女性禁锢的三从四德

的要求。由此可见，在以男性为主流的社

会中女性的卑微姿态和地位仍是根深蒂

固。这也是清代这一时期女性人物形象

内涵在民间木版年画中的显现。它反映

了一个时代风貌及思想观念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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