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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色彩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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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与其图腾崇拜、宗教信仰等息息相关,其多元化的民间绘画色彩具有独特的文

化内涵。笔者根据系统的田野调查,依据在湘、渝、鄂、黔等地域收集整理的土家族丧葬绘画资料,对土家族民间丧

葬绘画色彩的文化内涵进行较为系统地梳理,以中国传统“五色观”为切入点,探寻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色彩中的

文化特征及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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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是最有表现力的要素之一,是能真实再现对象的表现方式之一,也是人们情感表达的重要途径。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中

的色彩是丧葬仪式的焦点内容,也是中国丧葬文化研究中的组成部分[1]。刘燕在其《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研究》中写道:“民间美术

的色彩以民俗观念为基础,是在五色观基础上融入各地的民间信仰形成的民众色彩审美,讲究五色象征语义的附会,表现为‘以

简代繁’‘以一当十’的特点,具有象征符号内涵,是色彩信仰和情感的比附,是生活的符号,因此大多数民间美术的色彩都采用

五正色为主。民间美术的五色应用是遵循自身的规律,符合民众的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2]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作品中色彩的

搭配体现了中国传统五色体系的特点,能运用五色原理中常用的互补、对比等手法,突出了土家族群的色彩审美,揭示了土家族独

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内涵[3]。 

一、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 

丧葬文化作为中国民族极富特色的文化现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4]。陈淑君和陈华文的《民间丧葬习俗》一书中解释了丧

葬的含义:“‘丧’,《说文解字》记载为:‘亡也’。亡是伤亡、逃走、失去、离开的意思。原始人类不知人为什么死亡,他们

把死亡统称为离开,认为是一种灵魂不灭的延续,是离开肉体在生活。就如孔子曰:‘视死如生,视亡如存’。要把死亡看作是新

生命的开始,对待亡者要像对待活着的人一样。丧的更深层含义是亲属对待死者进行各项有序的丧事礼仪,进而表达对死者的祈

福、祝愿和怀念之情。‘葬’,《说文解字》记载为:‘臧也’,指收藏、躲藏、藏起来的意思。葬是丧事仪式后将死者埋葬的各

种处理方法的简称。”[5]2从土家族现有的史料来看,“土家族地区存在过的丧葬形式”[6]共有四种,分别是火葬、悬棺葬、土葬、

二次葬。 

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是中国民间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梯玛(即土家族丧葬仪式中的主持者,又称“土老司”“端

公”“道士”等,是丧葬绘画的创造者)为人们还愿、祈福、招魂、辟邪时布置丧葬场景的重要道具
[7]
,称为“老爷子画”“祭祀

画”“功德画”“神图”“土司画”等[8]。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种类繁多,从形式上看,有卷轴、横批、长卷、散片等[9];从内容

上看,有各类神仙人物画、民间故事画、英雄人物画、阴阳两界场景画、图腾、山水等题材。这些绘画作品主要绘制在火纸、土

布、木板、绢帛等材质上,绘制方法采取黑线描画为主,再以传统的晕染、平铺进行填色,其构图饱满、色彩鲜艳、造型奇特。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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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在特定的文化场景中,通过丧葬绘画的形式传播土家族民族文化、宗教崇拜、民俗信仰等信息,同时表达了土家族面对死亡的

坦然豁达、积极乐观的精神。 

二、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中色彩的特点 

从整体上来看,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的色彩运用主要以强烈的暖色调为主,冷色调为辅。以长阳、巴东和酉阳地区大致同时

代的作品为例,长阳地区的色彩以当地的印纸(印纸是武陵山地区 19世纪至 20世纪中期使用非常广泛的土纸,主要产于贵州省印

江县一带)黄色为背景,搭配黑红和黑蓝为主的色彩,并以黄、白等为辅助色彩,色彩采用平涂的方式,面积较大,对比强烈(图 1)。

巴东地区的色彩主要是红黄蓝三色为主,再加上少许黑色和白色点缀胡须及衣服纹样。与长阳地区的丧葬绘画相比,黑色主要是

线与部分小区域的使用(图 2)。酉阳地区色彩选择则比较丰富,出现了红、黄、蓝、绿、青、粉等颜色,在整体用色上相对长阳、

巴东要丰富许多,并且大面积使用白色,强化了色彩对比(图 3)。长阳、巴东、酉阳三个地区的色彩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三者整体

都是暖色调,特别是对于黑色和红色的使用,成为土家族色彩审美认知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在其他色相的使用上有一定的差别,而

且经由不同的色彩搭配强化了对比,使画面更加丰富饱满(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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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析可知,一是长阳、巴东地区的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作品中整体色彩上主要以黑红为主要的色调,而在酉阳地区的土家

族民间丧葬绘画作品中色彩比较丰富,但还是有大面积的黑红色,只是整体画面更加鲜艳饱满;特别是长阳和巴东地域的土家族

民间丧葬绘画,更喜欢采用黑色。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喜欢用黑红色搭配。宋仕平在《土家族传统制度与文化研究》一书中说,

土家族在改土归流之前男女服饰样式一样,颜色和衣服上的花纹也都是大面积黑色和少许白色点缀;改土归流之后,由于文化的

交流和帝王的倡导,土家族男女的服饰样式才有所改变,男士衣服颜色青色(俗称黑色)白色居多,少许红色点缀帽子,女士衣服颜

色多喜黑红色搭配。刘琼《从民族政策演变看土家族服饰的文化变迁》一文中详细地写到:“清同治十年(1884)《保靖县志》载

雍正八年钦命:‘……男人戴红帽,穿袍褂,穿鞋袜;妇人穿长衣,长裙,不许赤足,岂不有礼有仪,体统观瞻!倘有不遵者,即系犬羊

苗猓,不得与吾民同登一道之盛矣!各宜恪遵勿懈。’”[10]可见土家族喜爱黑红的传统审美已经有了较长的历史,这种审美渗透到

土家族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运用黑色的沉重、庄严、肃穆表现丧葬的神秘,再加上红色搭配,突出土家族

民族对待死亡的乐观和积极向上的态度。二是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色彩整体画面喜爱传统五色,即“青、赤、黄、白、黑”的运

用。中国传统五色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五色中的“青”有滋长、繁衍之意,代表着世间万物皆通灵性,也代表着生命的开始。绘画

中运用青色占据重要的位置,洪再新《中国美术史》书中介绍展子虔《游春图》时写到:“引起我们注意的山水风格特点是在勾

线造型基础上的装饰化的青绿赋彩方式,……沉着厚重,显得比较古朴。”[11]158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中运用青色正是表达了土家族

民族的厚朴、朴实的精神,图 4湖北省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区丧葬绘画色彩运用了大量的青色,整体色彩搭配显得清新自然,

象征了土家族朴实的民族精神。“赤”色是民族熟知的颜色——红色,是古往今来达官贵人以及民间一直最喜爱的颜色,有积极

向上、红红火火、吉祥如意等内涵,红色是中国节庆必备色彩,比如逢年过节的红窗花、红灯笼,结婚生子的红嫁衣、红蜡烛等都

是里里外外一片红色暖意。从前面论及中可知红色是土家族民间喜爱的颜色,所以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中运用红色是必然的,如

图 1、2、3 中红色是画面中最多的颜色。传统五色之“黄”在中国人心中属于帝王的象征色,皇城、皇椅、龙袍等皆黄色,是至

高无上权力的象征,称为“显贵之色”[12]。黄色实为土色,在阴阳五行中,土居于五行之中位,是最可靠和稳定的位置,所以帝王喜

欢用此色,土家族对黄色是尊重的、爱戴的,认为黄色是滋养肥沃之土,代表着繁盛。传统五色之“白”代表着纯洁、天真,但是

白色又是凶色,在中国白色常是丧葬中的必用色,是古代子女为哀死者而穿的丧服之色。《周礼·天官·阍人》记载:“丧服、凶

器不入宫。”因此白色又是忌讳、避忌之色。传统五色之“黑”有黑暗、冰冷、死亡之意,同时又有庄严、威武的气氛,比如古

人流传下来的“黑神庙”。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的色彩运用离不开传统五色,它从内到外都渗透着传统五色的文化内涵。 

土家族民族相信灵魂不灭,是生生不息的,此信念在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中充分再现,比如湖北长阳榔坪镇覃春源收藏的丧

葬画中运用黑色的冰冷加上红色的温暖,同时汇聚白色的纯洁,使得丧葬绘画多姿多彩。而重庆市酉阳地区丧葬画在用色上比湖

北省长阳、巴东夸张,色彩对比更明显。从表 1的色彩分析中可以看出,酉阳色彩运用越来越丰富,其画面颜色表现的效果更加瑰

丽,节奏上也更具朝气活力。随着改土归流时文化的交融,土家族民族文化不断渗透进了其他文化色彩,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中的

色彩应用逐步变得丰富起来,加强了色彩的暖色度,更能表现出土家族对待生活的热情与对待死亡的乐观态度。 

三、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中色彩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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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文化的体现 

从文献中发现,水陆画对土家族民间丧葬画具有深远的影响,其设色上体现了中国传统五色的特殊内涵。 

中国民间水陆画的色彩影响着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的色彩。水陆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以道教、佛教与

鬼神信仰为题材的宗教人物画,其功能主要是各种宗教用来超度众生[13]。水陆画的具体内容包括天上、人间、地狱和鬼神、图腾、

各式各样的人物神灵等,是民间美术不可或缺的重要代表。李黎鹤的《论水陆画中的道教神灵》一文说作者在市井中收集了二千

多幅画,其中修复了一千余幅,这一千幅水陆画基本来自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山西等地,是正统的民间水陆画。土家族民间

丧葬绘画与水陆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不仅题材内容、信仰、功能特点等有着相似之处,在色彩配色上也相似,水陆画来自民间,

整体画面以暖色为主,冷色为辅,颜色鲜艳饱满,整体氛围给人流动、活跃与紧张感。如民间水陆画《八殿都市王》,主要是讲阎

王判官对犯人的宣判,画面中色彩以暖色调为主,搭配以红绿、蓝黄补色为主的色彩,面积大且对比强烈,并以黑、白等为辅助色,

运用少许白色提亮画面,再运用黑色勾边,从而加重画面的重色,形成画面整体的平衡性、稳定性。画中红色中点缀黄色,让黑暗

的画面增加了色彩的饱和度,整体金灿鲜艳;红色鲜艳,绿色娇嫩,红色的热血配上绿色的冰冷,二者相互对比、相互映衬,从而增

强了画面的效果,场面的紧张、恐怖以及求生欲表现得淋漓尽致(图 4)。 

 

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色彩基本是暖色为主,冷色为辅,地狱图色彩与《八殿都市王》相似,其色彩搭配与水陆画中的“地狱

图”相似,如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姚永平收藏的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作品《地狱图之三殿图》(图 5),画面的色彩可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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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甚久,色彩饱和度有所淡化,但是画面的主打配色还是能明了地凸显出来,以补色的红绿色、黄蓝色为主要基础色,两者相互

衬托又相互对比运用,使画面平衡和谐;黄色点缀画面的亮度,使得画面更加鲜艳,白色与黑色起中间调节作用。在贵州省铜仁市

德江县楠杆乡收藏者杨秀考家中发现的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中,有十几幅关于地狱题材的丧葬绘画作品,都是暖色调为主的色彩

搭配,如图 6《地狱图之五殿图》,图主要分为三层:天上神仙、地狱的阎王以及地狱罪人。五殿图是阎罗王审判的画面,阎罗王是

地狱王,简称鬼神。画面场景十分丰富,有发怒的阎王,有阎罗王的四大帮手,还有狱使牛头马面,以及天上的神仙和地狱受刑的罪

人。画面以蓝色为背景色,又以红黄蓝色为主要的基础色,其中红色面积大且对比十分强烈,黄色间接在红色与蓝色之间,做冷暖

色的平衡色,并以白色、黑色为辅色,白色提亮画面的视觉,黑色起点缀铺垫作用,比如胡须、衣服、头发帽式等,整体运用晕染的

方式,颜色鲜艳,对比强烈。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与中国民间水陆画在色彩设色上都是受民间艺人的影响,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

制约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变革,土家族丧葬绘画在色彩的使用上也在产生变化,开始摆脱了传统水陆画的影响,设色上

更加自由和丰富。 

从武陵山区土家族丧葬画作品中可以看出,其绘画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画和民间美术的影响。传统中国画在形式

表达上追求色彩的和谐与平衡,图 2 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传统工笔画的表达形式,这种观念的表达对土家族丧葬绘画产生了

影响。中国民间美术追求色彩鲜艳,且色彩搭配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图 4、图 5和图 6中可见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受中国民间美术

的影响。改土归流以后,中原地区文化渗入武陵山地区,“山外”的色彩认知也对土家族丧葬绘画产生了较大影响,开始运用传统

的五色观进行表达。 

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中五色的表达符合土家族民族的生命观,土家族从古至今都相信生命是循环的、永恒不灭的,所以在民

间丧葬绘画中特别讲究色彩与阴阳的合流。杨晓坤在其《淮阳“泥泥狗”的民族内涵和艺术特色》中写到:“阴阳与五行合流而

成为系统的阴阳五行学说,……战国末年稷下学宫阴阳学家邹衍总结四季(五时)轮回规律并总结吸收原始阴阳、五行成果的基础

上,提出了‘五行生胜’的观点,认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五行相生’的转化形式,而水胜火、火胜金、

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则是‘五行相胜’的转化形式,前一种形式说明事物之间相统一的关系,后一种形式说明事物之间相对

立的关系。”[14]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中尤为注意色彩的搭配,讲究神灵信仰、图腾崇拜、英雄敬仰的色彩表现,在配色上讲究相

生与相胜的关系。相生中大量运用补色衬托画面,比如《地狱图之三殿图》的红绿补色搭配,相生互补,上下呼应,形象地表达了

丧葬绘画的审美性与功能性的统一;又如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县板场乡洋溪村吴应云收藏的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作品《水哲》,其

作品色彩主要以暖色为主,红黄色搭配,以黄色中心设色主神灵,红色加深画面的色彩饱和,两种颜色的搭配让画面视觉中心更为

突出。画面中还结合了金生水的关系,白色提亮勾边与黑色压实重色,达到整体画面的统一性、平衡性的效果(图 7)。在相胜中大

量运用对比色相互搭配,表现出人物的威武、庄严、严肃的氛围。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姚永平收藏的土家族民间丧葬绘

画作品《哈将》,画面主要用青黄色搭配服饰,再以少许红色装饰衣服,青黄搭配的对比手法展现了神灵艳丽而不俗的特点。在相

胜对比中,白色运用较多,《哈将》丧葬画中,白色设色相对较多,但是并不影响画面的美感,主要是梯玛运用了黑与白的对比手法,

既调和了视觉效果,又表达了画面中人物的庄严、神勇与刚正的品质(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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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五色与五方的关系,在《淮阳“泥泥狗”的民族内涵和艺术特色》一文有说明:“邹衍用‘五行转移’的观点来带动相

应的季节、方位和颜色的变化,说明事物在运动变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性和阶段性,例如,‘木’象征植物,具有生长的本

能,当‘盛德在木’的时候,就形成了春天、东方和青的颜色;‘火’具有热的性能,当‘盛德在火’的时候,就形成了夏天、南方

和红的颜色;‘金’可以制造兵器,具有砍伐的作用,当‘盛德在金’的时候,就形成了秋天、西方和白的颜色;‘水’具有寒冷的

性能,当‘盛德在水’的时候,就形成了冬天、北方和黑的颜色;‘土’具有生长万物的性能,在五种物质元素中居于主导地位,当

‘盛德在土’的时候,就形成了季夏、中央和黄的颜色。也就是说五行相邻的要素是相互生成的,即‘五行相生’;而五行相隔的

因素则是相互克制的,即‘五行相胜’,也就是董仲舒所说的‘比相生而间相胜也’。”[14]分析了五行、五色、五方的对应关系。

土家族对待死亡是乐观的,所以在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中色彩之间有相生相克、相互制约与融合的特点,其丧葬色彩包含了鲜艳

与暗淡、孤独与温暖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是土家族对待生活的一种寄托。在湖北省长阳县都镇湾璞岭村张昌福先生收藏的丧葬

绘画作品中可以看出,丧葬画色彩选择是以五行五色的相生相克、相互制约为特点,整体以暖色调为主,体现了土家族人在审美和

对待生命上的精神意识(图 9,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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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意味的表达 

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是以儒释道文化为主。在收集的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作品中,大多涉及到宗教内容,许多作品中儒、释、

道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上。李宁波的硕士论文《多元文化影响下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研究》指出:“佛教组合大致有:释迦牟尼、

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陀菩萨、地藏菩萨、五方五佛、四菩萨、地狱主、十殿阎王、二十四位诸天、十八罗汉等

佛教人物绘画作品。”[15] 

在土家族丧葬绘画作品的色彩表达中,宗教文化的渗入也是必然的。人物处理主要以暖色为主,除了以黑勾线红填色为主的

形式外,也较多使用白色。佛教认为白色为一切众生之本源亦如净法界之洁白,故白色又可释为“最初之色”。在土家族丧葬绘

画中白色的使用非常慎重。尤其是在圣像的表现上,人物脸部大多使用白色进行处理(图 11)。而在图 12 功曹图中使用黑色对画

面中判官的面部进行表现,也体现出宗教文化的影响。佛教对于黑色也有其界定,杨健吾的论文《藏传佛教的色彩观念和习俗》

中对黑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黑色为恶,象征肮脏、凶狠”。 

道教作为我国本土宗教,开始于东汉时期,盛行于南北朝时期,道教绘画主要以神仙为题材,画面主要表现一种悠闲自在、无

拘无束的生活面貌。土家族丧葬绘画作品中题材繁多,李宁波的硕士论文《多元文化影响下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研究》说:“其

题材常见的还有:元始、灵宝、道德、天皇、玉皇、地界、天界、阳界、水界、三官、五老、七星、九矅、太阴、太阳、四帅、

八仙、十殿阎王、四御、五师、功曹、灶君、土地、王帅、马帅、殷帅、赵帅等丧葬绘画卷轴作品。”[15]在贵州省铜仁市沿河

县板场乡洋溪村吴应云收藏的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作品中,关于道教神仙人物甚多,其用色上主要还是以黑红蓝黄色为主要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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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色,白色在道教中也运用很多,因为道教追求寂静、逍遥、自在的生活,白色即是无,无即是自在,画面整体色彩相对比较轻盈,

有一种看破世俗的境界。以丧葬作品《斗母》(图 13)为例,在卷轴画中红黄蓝为主要的基础色,白色主要处理斗母及神童的脸部、

手等处,白色的逍遥配上黑色的勾边,在无形之中又有规律。整体的设色采用了传统五色体系中的相生相克的对比手法,这种主观

表达更能抒发色彩与神灵的共鸣。 

 

儒教绘画主要表现出优雅、斯文、文雅、典雅的质朴品质。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构图上讲究意象,造型端庄;用色更是讲究,

配色要均匀,色彩不能俗气,要突出淡雅、庄重、朴质的效果;用色主要用暖色调,以黑、红、蓝为基础色,再配上黄色与少许白色

点缀,画面整体表现出庄重与淡雅的文人士大夫气质。 

综上所述,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中色彩的文化内涵受中国画、民间美术、水陆画以及儒、释、道文化的影响,既有中国画色

彩表达的文化内涵,也结合了中国民间美术追求色彩装饰性的表达手法,并吸取了儒、释、道的色彩特点。多元文化的交流构成

了土家族民间美术色彩的发展,从而加强了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色彩的丰富性,也推进了土家族民风民俗、图腾、宗教等传统文

化的相互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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