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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年画与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化传播
邓嘉树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河南驻马店，463000；

摘要：作为传统年画发源地以及新年画创作、发行重镇，河南新年画从感性形象、情感引导、日常生活三个维度

推动了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化传播。其图像语言有效呼应了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情感的双重需要，从

而使得河南新年画的图像符号呈现出政治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灌输性与渗透性相统一、装饰性与情节性相统一、

新题材与旧形式相统一的典型特征。

关键词：河南新年画；主流意识形态；视觉化传播；三个维度；图像符号

DOI:10.69979/3029-2735.24.6.038

自古以来，图像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审美与传情

达意的功能，同时也内嵌一定权力关系，始终都是重要

的政治传播媒介。新中国初期，人民政权所面临的一大

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最有效地在全国范

围内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系

统。由此，年画作为传统时代最大众化的图像传播媒介，

承担了主流意识形态视觉传播的历史使命，并最终被建

构为中国共产党原创性的、形式内容兼具“民族”特征、

基于自身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表征系统。本文以河南新

年画为典型个案，关注其如何以视觉表征构建主流意识

形态，重点考察河南新年画如何以图像话语的变动来呼

应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情感的双重需要，并总结河

南新年画图像符号的基本特征，从而对新时代主流意识

形态话语方式和传播手段创新有所启迪。

1 新中国十七年河南新年画发展概况

作为传统木版年画制售重镇，年画曾在河南各个县

域广泛存在。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开封朱仙镇年画

和滑县年画。事实上，如果按制作工艺和内容题材划分，

这两地恰好代表河南年画的两大流派：以黄河为界，大

河之南是以朱仙镇木版年画为代表的套印木版年画；大

河之北，则是以滑县木版神像画为代表的线版填色木版

年画。河南作为传统年画发源地和新年画发行重镇，新

中国十七年新年画创作的历史背景、主题、形式、内容

具有相对统一的倾向，从而为这一阶段视觉传播研究提

供了整体性语境。

新中国建立后，在新的政治维度下，承载传统意识

形态的年画已经失去了价值，毕竟，“年画曾经是封建

思想的传播工具”，且延安时期年画改造的实践证明，

“新年画已被证明是人民所喜爱的富于教育意义的一

种艺术形式”。中共要将新年画顺利推向全国并使大众

喜闻乐见之，当务之急就是要重构新年画的生产体系和

传播秩序，并对美术工作者和年画艺人加以适当改造，

从而使之“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为此，河南主要采

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一是以美协为代表的高度体制化的文艺组织机构

逐渐介入新年画的创作流程。这些机构不仅握有管理、

调配美术工作者的职能，还是美术作品的生产机构——

控制、指导、支配着作品的生产方式。其中比较典型的

例证可以举出，以官方主办的美术刊物以及各种评奖活

动来规定新年画图像生产走向的坐标。马基光的新年画

《好光景》《喜悦》《请教》等参加了中国年画展；梁

冰潜的《红月亮上了天》、《和平》、《为建设社会主

义而奋斗》参加全国美展；邹宗叙的新年画《大办农业

五谷丰登》入选中国现代美术作品展，并被《人民画报》

1963年第 3期选为封面。他所创作的《喜报丰年》还获

得全国第二届年画评奖的三等奖。这些经由评奖机制选

拔的“经典”一版再版，再加上媒体、专家不断宣扬，

从而成为其他作品竞相效仿的“经典”；而“经典”的

叙事方式、人物形象、构图设色不断规约着新年画图像

的生成逻辑，从而潜移默化地再造受众的思想和价值观

念。

二是重新建立新年画的出版发行制度，以统一发行

确立新的年画行销网络。解放前河南旧年画出版行销主

体性质不一，既有遍布城乡、个体作坊性质的年画店铺，

又有以城市为中心、兼有私营工商业性质的私人出版商，

由此导致大量内容有害的旧年画挤占新年画的市场。河

南先是以组建年画生产合作社的方式来克服其自发性，

同时整顿旧年画发行网。对于印行旧年画的店铺、摊贩

征收60%的重税，严禁迷信年画在市场上销售，利用市

集商店、摊贩、合作社、民教馆建立新的发售渠道。建

国后负责河南图书发行业务的主要是新华书店和三联

书店，但一些私营书店如在河南也设有分支机构，并经

营年画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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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对美术工作者和旧艺人的“重塑”实现年画生

产者的有效整合和全面动员。河南各地以思想整风、政

治学习来帮助美术工作者摆脱旧观念并提高作品的思

想性和政治性。如开封市文教局举办了多期美术工作者

学习班。学习班邀请了多位省内革命版画家如马基光、

刘铁华等人介绍创作经验，还以座谈、听报告、看革命

电影等思想教育手段，提高学员思想觉悟。对于年画旧

艺人，以办培训班、相互研讨、互帮互助的方式来提高

其业务技能，更以社会地位、物质待遇提升来增强其身

份认同感和新社会的归属感。

这些措施是卓有成效的。1953 年全省画册与图片销

售与 1952 年相比增长 37.54%，实际完成 88.20 万元，

只完成计划的 94．84%。这里的画册和图片，其中多数

是新年画；到 1965 年河南省发行新年历画则猛增至 16

77 万张。显然，到 60年代中期，符合毛泽东文艺思想

要求的新年画已经在公开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2 河南已版新年画图像视觉系统的规训

新年画图像系统的规训是马克思主义抽象话语以

具象化推动大众化的核心环节。河南新年画的创作者是

如何借助图像建构新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

的认同又是如何在图像层面而实现的？以下将借鉴视

觉修辞学、图像学等相关理论，选取典型图像，从三个

维度总结新年画意识形态话语修辞经验，从而把握主流

意识形态视觉表达如何实现对大众的规训。

2.1 感性形象的维度

要使文化素养不高的农民理解社会主义新中国这

类抽象概念，美术工作者必须合理塑造“修辞情景”。

美术工作者将领袖直接作为创作主题，使之转化为新中

国和社会主义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尤其是通过频

繁呈现“领袖与人民在一起”的修辞情景，与观众新社

会下的官能感受形成良性互动，由此实现对新中国认同

的最大化。以开封新年画“毛主席万岁”为例，该画呈

向心布局，用色典雅端庄，工农群众簇拥与主席周围，

由此烘托出“领袖和人民在一起”祥和热烈的气氛。画

面以生活化和现实感的图像语言客观呈现了党和国家

人格化的象征——领袖真实、亲切的形象，同时又生动

表现了人民领袖与工农大众的密切联系，使大众意识到

个人幸福生活与新中国的联系，从而有效地帮助大众消

除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些抽象概念和具象感性之间的间

隔。

人民军队也被常常用来表征新中国。军队是国家机

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军队向来都是国家安全的有力

保卫者，而旧中国之积贫积弱也在于向来缺乏强大武力。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保卫和平”是河南新年画军队

主题的代表作。画面上的解放军形象以英俊威武、勇往

直前的现实人物为主，而这也恰恰隐喻新中国乐观自信、

独立自主的国家形象。

河南美术工作者还尝试将国家大政方针作为创作

题材，构建视觉叙事“象征性参与”与日常生活“事实

性参与”相结合的认同模式。开封、滑县均涌现出一批

以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重大政策为主题的

新年画。这些新年画的情景创设有意关照人民日常生活

的利益诉求，通过创设情境调动大众有关党和国家大政

方针的的观念性想象。尽管图像呈现只是一种“象征性

参与”，但足以使群众产生身临其境的心理感悟，再与

国家实际政策“事实性参与”相互印证，从而使人民在

认知重大政策的过程中增强对党和国家的认同。

2.2 情感引导的维度

鉴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缔造的阶级话语同样具

有抽象性的特点，美术工作者征用并再造传统年画中既

定的视觉意象，并借助意象“能够促进情感反应”的特

征传递阶级话语。

新年画借助戏剧、漫画的处理手法，精心设计“擅

于使人动情”的视觉形象。传统年画中有大量儿童题材，

其中儿童的视觉形象特征多为稚拙化、漫画化、童趣化，

寓意一般为五谷丰登、多子多福。河南美术工作者征用

并再造了传统年画中儿童的意象，巧妙地向社会大众传

递阶级斗争意识。如“娃娃戏剿匪反恶霸”借用年画“婴

戏图”中儿童模仿戏剧的场景，通过巧妙手法将阶级斗

争的严肃内容与儿童游戏巧妙结合起来，又回避了阶级

斗争可能的流血牺牲，兼顾了传统民俗心理，也将所要

宣传的阶级斗争以一种巧妙方式予以呈现，从而借助移

情的力量来塑造观众的阶级情感。

新年画又以夸张变形手法来表现阶级对立关系。传

统年画当中的地主往往被描绘成穿着华丽富态的形象，

且神情姿态也多被表现为为高傲自信。新年画中地主形

象则一落千丈：要么极度肥胖或瘦弱，以此隐喻其贪婪

或虚弱的阶级特性；要么身着豪华但滑稽夸张的服饰，

以此表现其虚荣和炫耀的一面；要么加入象征性符号，

如极为硕大的金钱、权杖等，以此强调阶级敌人的特

权……其图像话语不仅满足了大众对阶级敌人的厌恶，

同时也帮助群众明晰了阶级差别，有助于人们认识和警

惕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敌对势力。

新年画还以“程式化”的视觉形象引导“阶级分类。

除了正面呈现劳动者的“健康形象”，美术工作者还尝

试以类型化的视觉形象符号来传递阶级意识：。以工作

服、铁锤、扳手等来代表无产阶级的身份，以镰刀、白

羊肚手巾、拖拉机等来表现农民的身份，以绿军装、橡

胶鞋、冲锋枪等来凸显解放军的身份。传统年画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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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使其在民间具有深厚的心理基础。借助这种极具辨

识度的类型化的视觉符号，与现实生活中工农兵的社会

形象相互印证，“谁是我们的朋友”自然而然地就在群

众头脑中得到强化。

2.3 日常生活的维度

河南新年画选择从日常生活中“身边的人”“身边

的事”入手，为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赋予新的价值观念。

例如，“这次又数她割的多”刻画了一位怀抱孩子的年

轻女性。但她的社会身份已经明显突破了年画对女性定

义——家庭抚育者，而是和男性一样出现在打谷场上，

成为社会独立个体。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女性还凭借劳

动表现成为女模范。该画没有直接表现挥汗如雨的劳动

场面，而是选择“身边的人”——周围群众，向打粮食

最多的女社员——同时又是一位年轻母亲透以赞许的

眼光。既表明女性从事向来由男性承担的田间劳动同样

可以做到有声有色，同时也暗喻大众对集体主义精神的

认同。画面上新鲜的、散发着农村日常生活气息的视觉

形象和富有感人力量的场景设计，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劳

动者、尤其是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女性劳动者的尊重，

既褪掉了旧年画人物呆板单一、千人一面的画法，又透

过劳动者健康、优美的形象表现对劳动价值的高度肯定，

传播了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念。

3 河南新年画图像符号的基本特征

河南新年画依托直观形象、调动感性体验、融入日

常生活三个维度使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得以在社会广泛

推进，从而被赋予了新的视觉图式、图像内涵、时代意

义，呈现出独特的话语特征，可以概括为政治性与艺术

性的统一、灌输性与渗透性的统一、装饰性与情节性的

统一、新题材与旧形式的统一。

3.1 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政治性是新年画最基本也是最为显著的的特征。新

年画的创作和宣传内容，就是 1949 年“指示”所强调

的，要突出呈现新国家、新生活、新形象建构的政治叙

事。同样，新年画创作方式、制度建设以及美术工作者

“思想整风”“深入生活”等，亦是新年画表现出强烈

“政治性”的原因所在。

新年画是美术工作者、民间艺人借助艺术手法加工

塑造而成。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文

盲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只有具备一定艺术性、呈现出“视

觉美感”的传播符号才更容易达到相应的传播效果。能

够深得群众好评的新年画，往往借鉴了传统年画的诸多

艺术手法，艺术形式上也都符合传统画诀：“画中要有

戏，百看才不厌；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人品要俊

秀，能得人欢喜。”

3.2 装饰性与情节性的统一

出于“乐岁”及民众渴望幸福生活的民俗心理，年

画的视觉系统多喜庆红火的内容，倾向于使用红、黄、

绿等鲜艳色彩作为画面主色调。河南新年画创作者继续

沿用生动活泼的色调，频频使用富有装饰性的对称画，

呈现喜气洋洋的图案。后来更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出

“红底”新年画，从而使新年画“装饰性”的特点更加

充盈。另外，尝试摆脱停留在表面形象的描写，通过动

人的故事情节去感染读者引起共鸣。

3.3 新题材与旧形式的统一

延安时期，毛泽东即强调，不应拒绝利用过去时代

的文艺形式，“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

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建国伊始，河南美术工作者利用旧形式表现新题材，经

历了一个从机械搬用到有机融合的过程。1950 年，王朝

闻撰文批评各地肤浅搬用旧形式的现象，特别提到了河

南开封，“开封出版的年历，竟然是穿农民服装的灶王

爷。也许作者是在适应落后农民的习惯，但这种适应是

在向封建思想投降”。伴随美术工作者深入生活、收集

群众意见以及对传统年画的学习，一批对旧形式加以有

效利用并适当创新，表现新主题、新形象的代表性画作

开始涌现出来：纤弱的古装美人变成了健康的劳动妇女，

帝王将相变成了人民领袖，才子佳人变成了人民英

雄……新年画真的做到了“旧瓶装新酒”。

3.4 灌输性与渗透性相统一

年画可大批量复制印刷、价格低廉、生动形象，自

然是最适合承担意识形态普及传播的图像工具。而新年

画灌输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其传播的广泛性、普遍性和重

复性。每逢年节张贴年画已经成为千百年来家家户户尤

其是农民根深蒂固的“惯习”，而共产党人所倡导的意

识形态也正是凭借年画这种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而实

现与大众的有效对接。

河南新年画确实存在一批叙事刻板生硬、说教味道

过重的新年画。不过，在经历了建国初的年画创作实践

以及文艺界对公式化、概念化创作评判以后，河南美术

工作者还是尝试创作了一批叙事方式因时而变、有鲜活

内容和丰富细节，且将意识形态内容以更为含蓄的方式

蕴藏于图像当中。这类图像较多地呈现出图解意识形态

的“渗透性”，使大众更易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新价值观

念。

4 结语

在河南新年画图像叙事革命性转变过程中，党所主

导的视觉图像生产、评价、观看秩序发挥着决定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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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性的作用：只有建立执政党所主导的艺术生产和观看

秩序，才能不断发出话语，使主流意识形态贯穿于大众

日常生活。同时以年画生产场域中的“人”能动作用之

发挥来增强凝聚性：国家意识形态以强有力的方式介入

新年画从创作到发行的全过程，并在此过程中显示了强

大的影响力；作为意识形态引导主体的美术工作者和民

间艺人在社会地位得以提高、自身价值得以体现、发展

目标得以实现过程中达成意识形态整合，并尝试推动意

识形态视觉化内容与大众文化情感的契合；作为视觉构

建目标客体的工农大众在自身文化情感得以关照、政治

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文字叙事与图像叙事渗透融合下

增强主流话语的认可度。这样一种基于视觉表达的主流

话语传播路径，其效果无疑是显著的，“最终在本土更

有效宣传毛泽东社会主义理想的，不是外来的艺术，而

是改造的古老本土艺术。”

另外还要注意，河南新年画呈现出的视觉图式引导

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还在于新年画实际上是一种视

觉文化商品，形成了一种“视觉包围”。“视觉文化景

观正是通过转换成为消费品，取代了传统的公开的权威

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压抑，成为一种更巧妙、更隐蔽、

更具成效和更令人愉快和舒适的意识形态统治”。年画

的“视觉包围”不仅仅是一种对人体物理空间的包围，

更是一种文化意义的包围，涉及到价值观念、历史传统、

伦理秩序等新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不难想象，建国初

期娱乐活动相对匮乏的居家生活中，大众对新年画的观

看和解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群众在相对较为随意、放

松的家庭生活中对新年画的内容、寓意、象征作出解答、

解读、解释，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内容，借助于新年

画文化外衣的遮蔽，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入大众日常

生活。显而易见，这一图解意识形态传播过程充分尊重

了大众的主体性，呈现出非强制性、愉悦性、渗透性的

特点，更容易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感染，推

动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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