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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猫”主题版画作品

关于动物的绘画起源是十分久远的，劳动说是艺

术起源最具说服力的学说。史前艺术在内容和形式上

带有明显的劳动生产活动的印记，在史前大量的岩画

中就常常能看到动物的绘画形象，如野牛、野猪、野

马、鹿、大象等。动物作为原始人的狩猎对象、主要

的食物来源，使人们能够对这些动物充分了解，从而

表现得相当准确、神情备至，使之成为史前艺术最主

要的表现主题。

猫与狗是人类最为亲近的动物朋友。相比被驯

化、忠实的狗，猫具有独特的性格魅力，其错综复杂

的性格更容易让人类在它们身上找到相应的情感映

射，因而艺术家对猫的创作空间更为丰富。

猫性格独立、随心所欲，思想不易被人驯服，通

常愿意以自己的方式在人类的世界游走。在科技迅猛

发展的当下，人们的快节奏生活时常刻板无聊，这与

猫整日的悠闲自得形成鲜明对比，使得爱猫、养猫、

画猫成为人们对自由生活方式的向往的情感寄托。

艺术家们借助猫的视角，展现当下生活的安

逸，透过猫拥有好奇心的特征，展现其活泼可爱的

本性，间接传递人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例如歌

川国芳的作品《猫饲好五十三图》，描绘了猫起

床、舔舐毛发、捕捉鱼鼠、睡觉、伸懒腰、相互嬉

戏、斗殴、挠痒等动作，画面充斥着不同形态的

猫，歌川国芳笔下的73只猫无一重复，此幅作品

中出现的猫的品种为浮世绘猫题材作品中最具权威

的。对于猫的色彩表现没有浓墨重彩，也无细致刻

画，寥寥几笔，却生动可爱。表面上表达对猫的喜

爱之情，实质通过到位的刻画以及猫活泼多动的体

态展示百姓安宁多彩的生活。

二、水印木刻版画的含蓄美

水印木刻版画是以纸本、水性颜料为媒材，以

雕版镌刻为主要印制技术。以水为媒，收放自如。如

“扬州八怪”之一李鱓所说：“笔与墨作合生动，妙

在用水。”通过水与墨的不同配比达到画面多变、层

次丰富的效果。软硬干湿、浓淡虚实交相呼应，使画

面对比协调、富有变化、极具节奏。水是生命和血

脉，水分的多少、浓淡给水印木刻版画的最终呈现

带来不同的艺术效果和视觉感受。卓越张扬的“刀

味”、含蓄内敛的“水味”、婉转隐晦的“印味”，

三者碰撞融合，加上中国画中的留白、藏露、虚实等

视觉语言，以追求作品的情调和意境。刚柔并济、克

得其和，碰撞出水墨诗意的魅力，达到“气韵生动”

的境界，构成“韵味”。水印木刻版画具有的刀味、

印味、水味、韵味，是其独树一帜的艺术风采，使水

印木刻版画成为独特的东方版画语言。

当然，水印版画的魅力，不仅体现于水印木刻的

工具、媒材的独特性，更体现在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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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底蕴之中。

三、斋藤清画中的猫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提出：“有内容而没有

办法会导致情感上的混乱；有方法而没有内容会导致

诡辩。有素材而没有形式是一堆累赘的事实；有形式

而没有素材是一张中空的蛛网。”艺术是有意味的形

式，形式是有美感、有韵味的，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感

情，当然，题材内容同样重要。日本著名版画家斋藤

清就充分发挥了日本木版画所特有的技法和风格，对

猫主题进行了全新的诠释。

老庄的哲变思想：“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之

法。”在版画创作中，灵活运用黑白来展现道家的有

无相生、虚实相济的关系，权衡画面的黑白形式美。 

在斋藤清的猫主题版画作品中，还融入了灰色调，形

成了黑白灰的形式美。他的作品《黑猫白猫》中，将

两只猫提取成半抽象的长条形、一个可以辨认的痕

迹，悠闲地仰卧在画面中，表现出两只猫闲适嬉闹的

画面。黑猫，黑身体、白眼睛、黑眼珠；白猫，灰身

体、黑眼睛、白眼珠，两只猫在白背景上形成鲜明的

对比，抽象的造型简单而又生动，充分体现了水印木

刻版画简洁的黑白灰趣味。

斋藤清的画中不仅使用间于黑白之间的灰，还巧

妙使用各种灰调色彩，例如，带天兰味的灰、红味的

灰。作品《伙伴们》中，紧凑挨坐着五只猫，除了用

黑灰做区别，还融入了不同的红棕色调，使猫与猫之

间重叠的部分更好地间隔开来。运用含蓄的色彩充分

发挥其表现力。《猫与猫》中也是如此，黑色的猫妈

妈躺卧在地上，两只红棕色、褐色的幼崽正吮吸着妈

妈的乳房，沉稳的配色让画面显得宁静而安详、温馨

而舒适。作品《梅雨》中，主体是一只慵懒地卧于画

面中央的凝视观者的黑猫，右上角是一大丛黑色、灰

色的树叶，还有白色、灰色、蓝色的花朵，使得整幅

画面清新雅致，充分展现了祥和的自然之美，体现了

人们梅雨季节居家的悠闲与无趣。

斋藤清偶尔也使用对比强烈的色彩，然而并不

单调生硬，各种色彩有机地调和在总的色调中，创作

出生动清新的套色版画。例如他的猫主题作品中的一

只顶天立地坐于画面中央的黑猫，身后几片颜色鲜亮

的绿叶，使其置身于绿意盎然的春意之中，使得作品

变得富有活力与生机。而另一幅作品中，一白一黑两

只猫半身置于画中，昂头望天，背景运用了鲜亮的蓝

色，加之布满白色的雨点似的笔触，表现出雨天的阴

郁的同时，又不显沉闷，充满了含蓄而抽象的美。

大量的木纹纹理巧妙地运用在斋藤清的作品中，

使之产生生机勃勃的气息。印刷时掌握浓淡不同的晕

染效果形成丰富的艺术情趣，具有极大的表现力。作

品中，有时利用木纹纹理做大面积赭色的背景，有时

用作猫身上独特的花纹，二者刚好有相通之处。水印

木纹肌理的运用，不仅充分展现了版画本体语言的木

纹美、自然肌理美，而且使得画面“面的趣味”更加

丰富。

猫在日本绘画中的象征意义在不同的时代具有

交错。不同的时代背景又促使艺术家在猫身上不断地

搜寻到隐藏的生物特性，以便于在创作中找寻到适合

它的象征意义。象征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方式，贯穿在

绘画中。它具有“含蓄性”“超越性”“抽象性”等

审美特征。对观者而言，象征是他们与画家沟通的媒

介。对画家而言，象征则是个人情感传达的桥梁。斋

藤清拥有对形体的高度概括能力，对猫进行主观的高

度凝练，以形成装饰感极强的、单纯简洁的艺术之

美。

四、艺术与自然

人类是依存大自然生存的生物之一，人类并非孤

立的自我存在。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

的关系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在当代艺术中也是一个

重要的表达主题。而猫作为人类最亲近的朋友，则成

为艺术家画笔下触及观者心灵的题材。

生活中的点滴细节，自然中的静谧恬淡，平凡生

活中的质朴纯真，时时触动着艺术家们敏锐的艺术神

经。从自然观察所得，经过苦心经营，化为自己的形

象气质，物与自然融汇成有生命的一体，出现在艺术

家的画面中。

而斋藤清的艺术始终是依据对自然实景的直接观

察和感受为基础，以真实为前提进行艺术的概括。在

写实与装饰的交融之中探寻人生的真谛，在体现感情

升华的传统的日本艺术的道路上行进着。例如版画作

品《会津之冬》组画，以描绘斋藤清的家乡——会津

为主题，画中皆为僻静的农家小镇，将眼光从繁华的

大都市收回到一直眷恋着的家乡。作品内容从独立的

人物或物体，放大至对自然的描绘。

画面中无不展现着自然之美、生命之美，通过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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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传递情感，透过情感将画面升华，形成个性鲜明的

斋藤情画风。

“一束光、一个假象，就足以创造整个世界。”

《小樽码头》构建在脱离现实的思维中，又在描绘

现实景象的意境中，通过感性引导着理性。天空地面

的蓝橙对比，体现了斋藤清对日本传统色彩的基本把

握的同时，又体现了斋藤清尊重自然，却不愿复刻自

然。正如罗伯特·亨利所说：“伟大的艺术家没有复

制自然，而是经过提炼表达出自然赋予他的最上乘的

感觉。”

斋藤清着眼于对自然的描绘，在构图上采用平面

化的构图形式。表现手法上，运用简洁的图形搭配、

高度的概括、柔和的色彩，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加入

新时代（印象主义、抽象主义等）的元素。

五、结语

和谐是创造者所要求的敏感，主题是和谐的比

例，永恒的主题必将在自然中找到。日本文化中的神

道教思想：“万事万物拥有神性，皆与人一样有灵

魂。人是自然中的一员。”与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天

人合一”的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笔墨当随时代、

笔墨当随内容。”而自然作为永恒的主题不断被艺术

家观察、描摹、提取，运用不同的媒介手段进行再演

绎，形成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水印木刻版画作为再

现自然、再现生活的形式之一，独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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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漆的繁衍不可抛弃漆性，质感、肌理、意蕴，缺

一不可。传统艺术的“现代性”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

桥梁，不可不行，也不可偏颇。

三、结语

正如杜尚认为的那样：“一件艺术品最重要的是

艺术家的思想。”资源的丰富为设计师带来眼界的开

阔度和多样的表现形式，我们应当对这个世界更加敏

感、更加主动，进行有个人创见的媒介选择与资源整

合。在当代的实验性设计中，资源可以成为巧妙的切

入点，音乐、喜剧、文学等不同的艺术领域都可以作

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资源可以成为形式研究的一切方

法，抽象与具象、时间与空间、微观与宏观都是形式

抽取的可行角度。当代的设计师应当具备最大程度上

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和深度整合的能力，并最终服务

于物化的视觉体验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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