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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浮世绘作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ꎬ在日本国内以及世界各国

都享有很高的声誉ꎮ 从其表现特征来看ꎬ浮世绘的绘画技法、表现内容和文化内涵都受

到了中国版画的影响ꎮ 本文尝试从艺术和文化两个角度ꎬ对中国民间版画和日本浮世

绘进行比较ꎬ揭示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与中国传统版画之间的内在渊源ꎬ分析中国传统版

画对浮世绘乃至日本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ꎮ
〔关键词〕浮世绘ꎻ中国版画ꎻ比较ꎻ影响

一、中国民间版画的东渐与浮世绘的形成

浮世绘作为日本艺术的代表ꎬ被誉为日本文化的象征ꎮ 它是日本江户时代

(１６０３ － １８６７ 年)兴起的一种独特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ꎮ 浮世绘正如其名一样

描绘了一种“浮世”ꎮ 在日语中ꎬ“浮世”原本为佛教用语ꎬ用来形容人世之艰辛ꎮ
与佛教描述的从轮回中解脱永远存在持续的极乐世界相对照ꎬ它所表现的是一

种短暂而无常的世界ꎮ
浮世绘的起源与日本原有的“大和绘”艺术有关ꎮ “大和绘”是一种专供贵

族鉴赏的、带有浓厚装饰性的艺术ꎬ主要描绘日本贵族的生活状态以及日本的名

胜古迹、优美风光ꎬ表现技法采用严谨的线条、浓艳的色彩ꎬ具有强烈的装饰意

味ꎬ反映出唯美主义的审美情趣ꎮ 浮世绘最初借鉴了“大和绘”反映民俗民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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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内容ꎬ但到其鼎盛时期ꎬ“浮世”已演变为一种追求及时行乐、享乐浮华的词

汇ꎬ浮世绘亦成为这种生活方式的艺术化表现ꎮ
日本浮世绘有着鲜明的平民艺术特征ꎮ 它所描绘的主题有肖像、名胜古迹、

古典文学、公职人员、时局图、寺庙等ꎮ 剪头发ꎬ洗脚ꎬ换衣服ꎬ沐浴ꎬ焚香ꎬ开玩

笑ꎬ玩耍ꎬ轻浮等各种日常生活中的场景ꎬ栩栩如生地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

真实面貌ꎮ 因此ꎬ浮世绘有着很高的观赏价值ꎬ是表现江户时代社会风俗面貌的

百科全书ꎮ
在浮世绘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ꎬ除了日本本土的“大和绘”之外ꎬ对其影响

最大的当属中国民间版画ꎮ 郑振铎先生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文学集林»上发

表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中说“日本浮世绘在日本江户时期达到全盛ꎬ我国的版

画在唐代开始流行ꎬ明代达到成熟ꎬ色彩和线条都精美至极ꎮ 即使是在国内很平

凡普通的«芥子园画谱»传到日本ꎬ日本画师都将其视为至宝ꎮ 近年ꎬ欧美美术

研究者都对日本浮世绘非常重视ꎬ其实浮世绘是日本人对我国传统民间版画画

谱进行深入研究ꎬ才形成的广为流传的艺术ꎮ” 〔１〕

郑振铎的观点也获得了许多日本学者的认同ꎮ 日本太田纪念美术馆副馆长

永田生慈在其«关于中国版画技法与浮世绘的思考»的文章中坦言:“日本在近

代以前ꎬ大部分文物都从中国输入ꎬ其文化受到了中国很大的影响ꎮ 日本美术的

代表浮世绘也从中国版画上借鉴了很多ꎮ” 〔２〕而日本著名美术学家、成城大学的

田中日佐夫教授则在«王舍城美术馆藏苏州版画观后感»中进一步分析了浮世

绘与苏州版画的历史渊源:“如至今以来很多前辈学者所指出的那样ꎬ苏州版画

对我国浮世绘以及冈山派等写实派产生了巨大影响ꎮ 特别是在锁国时期由中国

传入的版画尤其珍贵ꎮ 日本画家在多角度的表现上历来混乱ꎬ所以像远近透视

法必然是从中国版画中学到的ꎮ 当时作为年画的中国版画在中国已经成为了消

耗品ꎬ不再流行了ꎬ但在我国却被相当重视ꎬ有很大数量流传下来ꎮ”
上述学者都提到了苏州版画、中国年画与民间版画的透视技法对日本浮世

绘的深刻影响ꎮ 事实上ꎬ中国传统画中版画同浮世绘确实非常相似ꎮ 版画是中

国从民间发展起来的在木板上刻画的画种ꎮ 版画在中国有着很长的历史ꎬ明代

以后ꎬ民间文学达到繁荣ꎬ曲本、通俗小说以及实用书籍等各式大众出版物中都

使用了精巧的插画ꎮ 传统出版地有建安、南京、苏州、徽州、杭州等ꎬ明清时期ꎬ由
于徽州新安商人强大的经济实力ꎬ版画的雕刻技巧获得了巨大发展ꎬ中国版画达

到了黄金时期ꎮ 清代康乾时期ꎬ西洋画技法被引入中国ꎬ苏州桃花坞所制作的苏

州版画ꎬ除了应用明末多层染色的插画技术ꎬ还结合了西洋铜版画的新兴技术ꎬ
大大增强了版画的观赏性ꎬ对日本浮世绘版画影响很大ꎮ 日本有名的版画家德

力富吉郎在看到了大英博物馆展出的苏州花卉版画后ꎬ盛赞:“中国版画色调清

新自然ꎬ高雅脱俗ꎬ所用纸质又十分精美高级ꎬ构图精彩ꎬ实在是人间极品ꎮ” 〔３〕

不仅中日学者认识到中国版画对日本浮世绘的重要影响ꎬ在浮世绘向西方

世界传播的过程中ꎬ西方人也意识到浮世绘对中国版画的依赖ꎮ 荷兰的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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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在对中国明代的画谱«秘剧图»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总结道:“像这样的版

画已经非常明确地证明了日本浮世绘画家对中国老师的极端依赖ꎮ 早期的浮世

绘画家不仅采用了中国的彩印技术ꎬ还遵从中国画风ꎬ偶尔只是简单地把日本特

色移植到中国画中来创作作品ꎮ” 〔４〕

可以看出ꎬ日本浮世绘的确是在受到中国版画的影响后才逐步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ꎬ日本浮世绘无论在绘画表现、雕刻技法还是彩印技术上ꎬ都体现了明显

的中国版画风格ꎮ

二、中国民间版画对日本浮世绘在艺术和文化上的渗透

在 ７ 世纪的盛唐时期ꎬ东洋本土文化还没有完全成型ꎬ大唐文化就已经渗透

至古代日本社会ꎮ 随着鉴真和尚东渡把中国大量的文化艺术的精品带到日本ꎬ
其中唐代的仕女图、民间版画由此传入日本ꎬ此时的日本浮世绘还没有诞生ꎬ日
本本土的版画不仅在技巧上临摹我国唐代画家的技法ꎬ内容上也大量借鉴唐代

传过去的画谱上的故事和中国的民间传说ꎮ 浮世绘继承唐代的绘画风格ꎬ重神

轻形ꎬ色彩清淡明亮ꎬ多用淡彩ꎮ 随着大唐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深入渗透ꎬ经过了

两百多年的积累ꎬ日本文化终于开始了民间大众化的道路ꎬ日本艺术家以自己的

天赋和才华发展了本土艺术ꎮ 笔者以中国版画对浮世绘在艺术和文化两方面的

渗透为视角ꎬ揭示版画对浮世绘的深远影响ꎮ
１. 中国版画对浮世绘在艺术上的渗透

作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艺术ꎬ浮世绘深受中国古代仕女图、民间版画的影

响ꎮ 中国版画的彩色套印技术就曾被日本浮世绘大量借鉴和使用ꎮ 如果没有中

国版画瑰丽多彩的彩色套印技术ꎬ浮世绘又怎会达到全盛时期令人惊艳的绚丽

色彩效果ꎮ 再如中国版画中使用的远近透视法ꎬ也在艺术上对浮世绘产生了深

远影响ꎮ 浮世绘画面立体感塑造早于西方油画ꎬ为其日后风靡世界甚至影响西

方绘画都奠定了基础ꎮ 在吸收中国版画中的艺术精华之后ꎬ日本艺术家利用自

己的聪明才智融合日本民间的审美风尚ꎬ加入了很多具有日本特色的元素ꎬ例如

樱花、红叶、温泉、武士和舞女ꎬ最终让浮世绘发展成为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

风格ꎮ
２. 中国版画对浮世绘在文化上的渗透

中国版画的一个很强的文化特征是民间性和大众性ꎬ不同于宫廷仕女画和

工笔画ꎬ版画无论从内容还是其观赏受众都来源于民间ꎮ 可以说ꎬ从中国民间版

画中反映出了中国古代的社会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特点ꎮ 与中国版画不

同ꎬ日本浮世绘首先发展自日本版画ꎬ而早期日本版画又临摹自中国传入日本的

版画画谱ꎬ而这些画谱在日本因为稀少而极其珍贵ꎬ造成了拥有这些画谱的也只

有少数贵族和寺庙高僧ꎮ 因为日本版画开始也只是流传于上流社会ꎬ完全脱离

了民间大众ꎬ所以其初期文化特色主要以表现贵族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为主ꎮ
然而ꎬ随着中国文化不断传入日本ꎬ画谱也越来越多ꎬ终于由宫廷传入民间ꎮ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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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流传民间的中国版画又被一些日本民间极具天赋和学习能力的画家所欣赏ꎬ
并加以创作ꎮ 日本艺术家将日本民间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合于版画创作中ꎬ
所画的对象也由贵族转为普通百姓ꎬ一时间ꎬ日本版画得到空前壮大和流行ꎬ并
最终催生出了日本文化的瑰宝———浮世绘艺术ꎮ 浮世绘之所以在古代日本如此

流行ꎬ与其文化上的亲民性是密不可分的ꎬ大到歌台酒肆ꎬ小到渔村农舍ꎬ浮世绘

的表现对象非常广泛ꎬ这些民间风俗绘画素材被运用到色彩绚丽的浮世绘中ꎬ成
为男女老少喜闻乐见的艺术也就不足为奇ꎮ 正如中国民间版画一样ꎬ浮世绘的

巅峰时期实际上是浮世绘真正步入大众化之时ꎮ
３. 中国版画对浮世绘在技法上的渗透

浮世绘以刻画民俗风貌为主要题材ꎬ在表现手法上ꎬ与写实性相比ꎬ更加重

视画面所表达的象征含义和装饰性ꎮ 这一特点同样与中国版画尤其是苏州版画

有着深厚的渊源ꎮ 被称作“桃花坞木刻年画”的苏州版画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

味ꎬ画面往往以非写实的夸张技法ꎬ表现出丰富而美好的民间寓意ꎬ如福禄双全、
和谐如意、多子多福等等ꎮ 作品«一团和气»(图 １)ꎬ画面中脸型性别不详ꎬ只看

出是老人的样子ꎬ但实际上表现的是长寿的意思ꎬ用于祝福健康长寿ꎮ 画作还使

用鲜艳的色彩ꎬ以解剖学上无法存在的人物形体构图ꎬ人物的脸型、形体很圆润ꎮ
以此表现出画作“和”的意味ꎮ 此外在人物的衣服上画有牡丹等象征吉祥如意

的花朵ꎮ

图 １　 «一团和气»

　 　 　 　 图 ２　 «花卉博古图» 　 　 　 　 　 图 ３　 «花卉图»

从日本浮世绘画家有关中国版画的各种资料和研究来看ꎬ苏州版画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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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性和装饰性对他们的画风影响较大ꎮ 在日本出版的«苏州版画———中国年

画的源流»一书中ꎬ记载了大量非写实的装饰性、象征性的苏州版画ꎬ如«花卉博

古图»(图 ２)中ꎬ画面上各种不同季节的水果和花卉齐聚一堂ꎮ 石榴是秋天的水

果ꎬ然而梅花却是早春的花卉ꎬ在自然界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ꎮ 图中ꎬ书、画、香
炉、竹、梅等描绘对象又表现出了文人的喜好ꎬ石榴则寓意着多子多孙ꎮ 观察一

下芭蕉扇与花瓶的前后位置ꎬ大小显得很不自然ꎬ从西方透视的角度看根本是错

误的ꎬ但是若从中国传统民间版画的表现视角ꎬ却很容易理解ꎮ 桃花坞年画有

“祈福迎祥”、“驱凶辟邪”、“时事风俗”、“戏曲故事”四大主题ꎮ 为了迎合这些

喜庆主题ꎬ色彩上也广泛使用红色ꎬ以突出其象征意味ꎮ 右图的«花卉图» (图
３)中ꎬ画有百合花、莲、石榴等ꎮ 百合花象征百年好合ꎬ百合与莲花都象征夫妇

生活圆满幸福ꎮ 画中所描绘的红灯笼亦彰显出强烈的中国传统ꎮ
日本浮世绘充分借鉴了苏州版画这种非写实的象征意味ꎮ 除了上述画作ꎬ

进入日本画家视野的还有“天宫祥瑞”、“万宝瑞祥”、“花开富贵”、“福寿双全”、
“八仙庆寿”、“金鸡报晓”等系列主题的绘画ꎮ 这些充满浓郁中国民间风情的绘

画作品ꎬ在经过日本浮世绘画家的本土化改革以后ꎬ成为描绘日本民俗风情的浮

世绘作品ꎮ 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临摹过多幅中国版画ꎬ并将中国

版画的元素融入他之后的作品中ꎮ 葛饰北斋«马尽驹下駄»(图 ４)以七福神、鲷
鱼等吉祥物为主题ꎬ画面充满了象征意味和装饰性ꎬ明显受到了苏州版画的

影响ꎮ

图 ４　 葛饰北斋«马尽驹下駄»

三、中国明清版画与浮世绘的定型

铃木春信是江户中期有名的浮世绘画家ꎬ是对日本浮世绘的创作风格进行

定型的代表性人物ꎮ 春信之前的浮世绘只用 ４ 到 ５ 种色彩的红绘ꎬ明和二年

(９６５ 年)ꎬ多种色彩层叠渲染的锦绘画诞生了ꎬ春信作为锦绘的创始人在日本版

画技术大变革时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ꎮ 春信的版画作品中存在与中国版画

中的苏州版画十分相似的画ꎬ这已经被成濑不二雄〔５〕 和田中优子〔６〕 所论证ꎮ 在

这些论证中ꎬ春信的«机织图»(图 ５)与苏州版画的«二美人唐子图»(图 ６)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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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ꎮ «机织图»中虽然没有描绘«二美人唐子图»中拿着花篮采桑叶的女子ꎬ但
踩织布机的女子和她脚边玩耍的儿童的动作却与«二美人唐子图»中的人物非

常相似ꎮ 春信借鉴了中国民间版画ꎬ并从这些民间版画中获得灵感再投入到自

己的创作中ꎮ

　 　 　 　 　 　 图 ５　 «机织图» 　 　 　 　 　 图 ６　 «二美人唐子图»

除了十分相似的«机织图»和«二美人唐子图»ꎬ还有春信的«唐木马»(图 ７)
和苏州版画的«麒麟送子»(图 ８)也具有高度的共同性ꎮ «麒麟送子»是中国年

画传统的主题ꎮ 麒麟是古代象征繁荣昌盛、和平和祥瑞之气的神兽ꎮ 麒麟从天

界背着下凡的孩子就是神童ꎮ «唐木马»所画的是一个骑着木马玩耍的孩子ꎬ孩
子后面是撑着花伞的母亲ꎮ 虽然春信在«唐木马»中去除了麒麟送子图的象征

吉祥的含义ꎬ但是二者在表现守护孩子的母亲的温柔和蔼ꎬ以及传递出一种浓浓

的母子情深上达到了共鸣ꎮ

　 　 　 　 　 　 图 ７　 «唐木马» 　 　 　 　 　 　 图 ８　 «麒麟送子»

铃木春信的绘画曾受到中国明代画家仇英的美人画的影响ꎮ 铃木春信有名

的春画«风流艳色真景»、«风流座敷八景»、«今样妻鉴»等就引用了中国古代典

故ꎬ通过使用典故将平凡生活中的美发掘了出来ꎮ 明快的画风和纤细优美的线

条表现出了铃木春信的作品特点ꎮ 铃木春信活跃时期ꎬ春信的浮世绘在构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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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用线、设色、寓意等方面都模仿明代“春宫图”画家仇英的技法ꎬ同时也借鉴

中国版画套色和透视等技巧ꎮ 从浮世绘的明快感和纤细柔软的线条上可以感觉

到中国版画的美感ꎮ
从春信的浮世绘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民间诞生的日本浮世绘与中国民

间版画有着很深的渊源ꎮ 明清时代ꎬ中国民间版画对浮世绘的表现技法、表现内

容的定型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ꎮ 尽管两者各有其独特的特征和美感:浮世绘的

画风华丽优雅ꎬ而明清版画质朴自然豪放ꎻ浮世绘多以描绘享乐主义为主题ꎬ而
明清版画多以现实主义为题材ꎮ 但是ꎬ两者互相补充、依存ꎬ相互吸收ꎬ从而发展

成世界一流的美术风格ꎮ

四、结　 语

通过上文的比较可以看出ꎬ浮世绘借鉴了许多中国传统年画画谱的技法和

表现手法ꎬ并以中国古代的小说和传说作为素材ꎬ与日本原有的民间传说相融

合ꎬ产生了日本绘画的独特性ꎮ 从浮世绘繁荣时期的代表人物铃木春信的版画

作品中ꎬ可以看出ꎬ许多浮世绘的作品都是吸收了苏州版画优秀作品的精髓ꎮ 因

此ꎬ浮世绘不是日本本土自生的艺术ꎬ是受来自中国的强大外来文化的影响ꎬ再
结合日本本国文化从而演变成今天世界闻名的浮世绘ꎮ

迄今为止ꎬ中国传统版画作品大量输入日本的史料还不算丰富ꎬ另外ꎬ浮世

绘的创作参考了中国版画的记录比较缺乏ꎬ直接揭示浮世绘受中国版画影响的

资料也不多ꎮ 这样确实给研究增加了难度ꎮ 但是ꎬ综上所述ꎬ可以清晰地看到ꎬ
浮世绘作品的确得到中国版画的滋养ꎬ因此ꎬ今后研究中国版画和日本浮世绘的

异同点就显得尤为必要ꎮ

注释:
〔１〕郑振铎:«中国版画史图录»ꎬ«郑振铎全集»第 ６ 章ꎬ花山文艺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５６ 页ꎮ
〔２〕永田生慈:«关于中国版画技法与浮世绘的思考»ꎬ«苏州版画»ꎬ新都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６５ 页ꎮ
〔３〕小林忠:«浮世絵の歴史»(カラー版)ꎬ美術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ꎮ (小林忠:«浮世绘的历史»(彩版)ꎬ

美术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
〔４〕罗伯特:«秘剧图考»ꎬ杨权译ꎬ广东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４ 年ꎬ第 ２１ 页ꎮ
〔５〕成濑不二雄:«苏州版画试论»ꎬ«大和文化»第 ５８ 号ꎬ１９７３ 年ꎬ第 ３１ 页ꎮ
〔６〕田中优子:«锦绘创出的现场没有苏州年画吗»ꎬ«月刊中国图书»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１０ 页ꎮ

〔责任编辑:禾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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