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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承视域下嘉兴灶台画的当代乡土叙事研究

齐延成

嘉兴学院设计学院

摘要：以非遗传统再造与复兴为背景，解读嘉兴灶台画形成、保持、衰变的内在规律，挖掘其集体记忆、民间

心理及行为。在乡土语境下通过视觉研究嘉兴灶台画文化以及当代乡土的叙事特征，从中展现灶台画的生命复杂性

和当代性，为嘉兴灶台画研究提供从表象审美体验到生活现实体验的路径策略，构建其当代乡土叙事的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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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有祭灶火神的习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与自然之间的狭隘关系逐步过渡到人神崇拜，在封建社会则演化

为神权统治的精神仪式。随着民间祭灶活动的发展，灶神逐步演变成为沟通民间与天间的神仙，其形象也随着地域性和时间性

变化不断丰富，
[1]
而作为日常所需的灶台、灶具等功能性物件也被赋予精神功能，出现了具有各种寓意的装饰纹样和图案。

[2]
近

年来，随着非遗传统的再造与复兴，乡土的民间艺术开始反哺村落建设，而由灶台纹样和图案演变过来的灶台画就是其中的代

表，目前，在品牌导视、人文景观设计、墙体装饰、非遗展示馆等村落环境建设中皆有实践，并逐步深入到灶画传承人的培养、

民俗节庆等软环境培育，为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景提供了文化源泉，并建立了以灶台画为主题的生态示范村。本文在了解嘉

兴灶台画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在视觉传承视域下，研究嘉兴灶台画文化及当代乡土的叙事特征，为嘉兴灶台画的传承和发展提

供依据。

一、嘉兴灶台画的发展状况

嘉兴灶台画最早出现在明代，主要源自民间祭祀仪式，是祭灶、送灶、谢年、谢蚕花等祭祀仪式中的一部分。
[3]
嘉兴灶台画

至少经历了三次变革，分别是从 1949 年前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其间，家家户户都建灶台，民间灶匠及绘画艺人逐年增多；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末，由于老一辈灶画艺人去世，使嘉兴灶台画在风格、工艺、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新砌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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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多采用水泥瓷砖；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今，液化天然气灶逐渐进入农家，从事灶台画的民间艺人亦逐年减少，与 20 世纪 80 年

代相比，嘉兴农村的灶台画被城乡一体化进程冲击，
[4]
灶台和灶具更多被赋予实用或室内装饰功能(见图 1,图 2)。值得庆幸的是，

2011 年，嘉兴灶台画作为传统美术类别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很多传统民俗的祭祀仪式转化为

具有表演欣赏意味的视觉艺术，成为传播新时代社会文化价值的一种形式。
[5]
目前，嘉兴对灶台画的传承不只是限于工艺技巧与

图像形式的传承，而是立足于嘉兴灶台画的生命力与环境生态的研究，特别是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对嘉兴灶台画自我迭代叙事

的挖掘及发展过程的研究。

图 1 莫氏庄园七星三眼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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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嘉兴农村新灶头

二、基于视觉传承下嘉兴灶台画的认知构建

灶台画作为民间壁画艺术技艺的一种延续，至今，在浙江各地都有类似的习俗，
[6]
灶台画由于兼具实用性和装饰性功能，深

受乡村居民的喜爱。因此，要想让嘉兴灶台画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必须从视觉传承的角度研究嘉兴灶台画文化以及当代乡土的

叙事特征，并将嘉兴灶台画的视觉文化研究逐渐渗透到日常民间的生活中，这样才能使灶台画体现出更高的艺术特征。(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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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灶台画与传统建筑壁画的结合

所谓视觉传承，是指依靠眼器官与眼识，辨别形象、色彩、线条，并用创作行为与创作活动，使抽象的难以用语言描述清

楚的概念物化成为可视的形象，以满足人们精神上与视觉上的需求，其主要分为参与行为传承与语言传承
。[7]

本文试图从灶台画

所蕴含的民俗观念和思想感情出发，将嘉兴灶台画从审美、形式扩展到视觉与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并将当代文化融入其中，从

而建构起以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为中心的当代视觉传承研究，有助于更广泛地理解和认识嘉兴灶台画的产生与发展。

(一)嘉兴灶台画的视觉叙事来源

灶台画是人们精神生活仪式的最终表现，而民间的抽象方法来源就是将这种精神的思考转嫁于生活中的具体对象，然后通

过其实用性与装饰性方式，达到精神生活的升华。如灶台画中的蝙蝠图案借用福与蝠同音，寓意招财纳福；高官厚禄的禄字本

身字体比较抽象，而鹿形体优美，性格温顺，鹿与禄同音，故鹿常常被视为灵兽而作为灶台画图案；还有就是借物喻事，如用

石榴图案喻意多子多福，万年青寓意四季常青与延年益寿；另外，也有将戏剧中的内容结合木版年画图进行临摹创作的，反映

出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嘉兴灶台画是群体认知、世代相传的产物，其绘画内容和形式与现代审美的认同性并不高，虽然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中很多构成要素和法则与西方现代视觉构成原理在表达结果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以灶台画为代表的传统民间美术

更倾向于将似是而非的视觉转化为人人都可以看得懂的物化形态，这可能是基于地域文化认同的结果。

(二)嘉兴灶台画的视觉叙事特点

1.集体性

灶台画不是个人创作的最终体现，而是自我在集体环境共同认知范畴内的继承与体现。嘉兴灶台画与金山灶台画色彩鲜明，

而湖州灶台画为白水灶，只勾勒黑色，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集体性特点。与学院派和主流的绘画相比，其艺术表达的方式更具

独树一帜，这是民间灶台绘画具有生命力和地域性传承的根本。

2.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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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嘉兴灶台画的起源可以发现，其视觉价值观是建立在人们趋吉避凶的目的性上的，是一种世俗的视觉表达，这种世俗恰

巧也符合乡民淳朴、真实的表达方式。灶台画的选题并没有固定的图像范式，一般是临摹吉祥图案或木板戏剧经典画面，如广

为流传的招财纳福、观音送子等主题图案，体现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

3.原发性

如果单从学院绘画的审美价值判断，相信很多民间美术的审美价值取向是不符合要求的，而灶台画之所以在乡村传承至今，

说明其有一定的实用性与装饰审美的价值。相比较受西方审美影响的主流美术门类，嘉兴灶台画则保持着它的原始性。感性高

于理性，是人们生活的精神需求，类似物质需求的本能需要，更接近初始文化的直白与坦荡，嘉兴灶台画理性的程式表达在时

间叙事的过程中并不阻碍民间的视觉理解，更容易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然而，近年来随着当代客体与乡村精神需求的不同，

嘉兴灶台画逐渐与现实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三、嘉兴灶台画的乡土叙事体系

嘉兴地处浙北太湖地域，其人文内涵、工匠技法、审美取向等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目前，仅从灶台画图像、工艺角度

很难发现其内在的相互联系，因此，本文试图从更加开放的视角去研究灶台画在地方栖居的叙事内容和表现方式。

(一)嘉兴灶台画的行为叙事

从灶台画溯源和发展可以看出，灶台画与中国的民间信仰祭祀文化紧紧依存，发展至今除了转化为某种礼仪之外，民间的

祭祀文化并没有改变，乡村几乎每家每户厨房的灶台都有供灶神的位置，而灶台画就是私人家庭间的叙事活动。民间百姓对灶

神在行为上有很多的说法和禁忌，如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炊煮前先洗手和洗脸，忌隔夜手上灶台，不能把刀口对着灶神

或灶山，等等。另外，民间的祭灶食物也非常有讲究，如嘉兴送灶的习俗是以糖糕、米粉糖馅团子或麦芽糖等作为祭祀物品，

意为糊住其口，使他不能向玉帝报告不好的事情。
[8]
除了满足家庭式的祭祀功能需求，也无形中影响乡村的公共空间的群体意识，

成为礼仪功能的场所空间。

(二)嘉兴灶台画的自我迭代叙事

嘉兴灶台画作为民间艺术，从民俗发展为个人技艺与审美标准，离不开匠人自身的叙述表达和口口相传的师徒传承方式，

成为象征地方性文化的代表。施顺观师傅是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莫家甸村人，是当地有名的灶台画师傅，18 岁拜当地有名的

倪传金为师傅，24 岁开始独立打灶、画灶，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灶台画风格。他从小就喜欢画画，最喜爱《三国志》中的人

物故事，对经典传统连环画《杨家将》《西游记》《八仙过海》等人物故事也有创作。他最擅长花篮型二眼灶的砌造和雕画(见

图 4),利用图像的象征性让故事直观化，极大地拓展了灶台画的创作范围。
[9,10,11,1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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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花篮灶

(三)嘉兴灶台画的装饰性叙事

嘉兴灶台画在发展中变化与丰富，传承着乡村的美好记忆，作为以祭祀与祈祷为主题的空间叙事特征的图像集合体，在构

建祭祀礼仪空间的过程中，也从营造一种崇敬灶君的信仰演化为一种表达民间美术的传播，成为老百姓对民间艺术美的追求和

表达。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一批农民画爱好者在吸取灶台画、剪纸等传统民间艺术基础上，创作出了一批充满乡土气息又具时

代特征的画作。
[6]
此时，灶君堂和神话语义的符号有所减少，灶台画的内容和装饰图案有所增加，出现了湖光山水景物的风景画。

20世纪 90 年代后期，灶台画的图案内容出现了踏浪前进的轮船和奔驰的火车等内容，他们将现代人们的生活需求和生活习惯结

合起来，并用油性颜料替代过去的水粉或水彩绘画等工艺方法，直接在瓷砖上进行绘画，这样不仅可以保持灶头的干净整洁，

又有利于灶台画的长久保存。
[10]
近年来，有嘉兴海宁灶台画传承人更是突破传统的灶台画色彩范围(红、黄、蓝三色),采用水墨

风格画灶台，其工艺十分出彩，成为家庭文化和乡间文化叙事又一见证，进一步促进了民间绘画的发展。

四、嘉兴灶台画的当代乡土叙事生命力构建

生命力是当代非遗传承建构的重要核心，而生命力取决于时间、空间、人三要素组成的生态系统。纵观嘉兴灶台画的历史

发展过程，目前，灶台画的日常生活阐释正面临着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革命式冲击。传统灶台画的叙事研究主要指内容描述和

表现方式，是在现实中追求形式象征性的意义表述，而生命力是建立在民间生活富有的变化过程中，为了获得对嘉兴灶台画连

续性的心理体验和精神需求，因此，有必要对嘉兴灶台画作为民间传统美术的当代实践性进行探索研究。

时间是事物延续和发展的过程，在嘉兴灶台画发展的今天，城市中的现代生活方式已经让灶台画的印记慢慢脱离或淡化，

而在乡村的生态文化系统中则继承与保留着嘉兴灶台画。随着技艺发展和形式创新，灶台画有了新的存在方式，在满足人们物

质需求的前提下，人们的心理需求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中国的乡村承载着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也是人类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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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寻找文化复兴的生态之地。通过研究传统的民间生活方式和乡村价值，寻找嘉兴灶台画未来发展之路。
[11]

空间是嘉兴灶台画生命力构建的容器，灶台画的还乡、还俗并不是环境空间的美化与象征艺术，而是要为灶台画创建一个

共生、共联的命运体，从活化的角度对其所需的空间要素进行梳理归纳，容器包含了乡村与城市空间，嘉兴灶台画介入城市空

间，在现代性的视野中研究其乡土性，同时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性的空间场所，构建一个可共享的民间空间，让更加多元的群体

参与到灶台画的现代化实践中，丰富其艺术性与乡土性的叙事体验。“传”展现历史，“承”意在发展，以嘉兴乡村为载体，

演绎灶台画的前世今生，打造灶台画文化生态发展区
[12]
(见图 5,图 6)。

图 5 电灶等现代设备与传统灶台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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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触摸屏幕互动体验

人是灶台画生命力认知和执行的本体，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作为视觉传承的核心主体，成为构建体系的关键性因素。

将人的五感体验与灶台画文化紧密结合，则原本被限定的文化类型会逐步被赋予多样的解释，幻化出变化无穷却又纯粹的家园

特质。[13]随着嘉兴市城乡多元化发展的逐步推进和延伸，乡村体验逐渐从视觉化物境过渡到情境空间体验，从而形成更高层

次的当代嘉兴灶台画叙事风格，见表 1。

表 1 人视觉体验下的嘉兴灶台画叙事的视觉构建 导出到 EXCEL

视觉 体验

叙事语言

表达

灶台画叙事层次 叙事特征体验 情景 方式

层次

形象 物境 图像与符号 场景式 图案、色彩、样式(装饰与造型) 开放、静态、抽象

情感 情境 工艺与记忆 象征式

嘉兴灶台画关联(嘉兴农民画、壁画、

开放、功能、装饰

泥塑等民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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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意境

民俗及

隐喻式

相关仪式、传承人、生活用品、饮食文化、 开放、生命、语言、

历史文化 节日文化 体验性

行为 生境 生活情节 印迹式

新的地方道德范式(社会关系、社会事件、 开放、在地性、动态、

娱乐、生活情感)原有故事(神话、历史掌故) 交互

嘉兴灶台画传承人是活跃在乡村的民间艺术群体，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利用自身的特长和社会资源为地方积极拓展丰富的民

俗文化，他们对灶台画有着深厚的情感和自身的认知，既能客观看待灶台画的命运，又能积极拓展当代乡村灶台画的发展路径，

成为构建地方文化认同的有力推动者。

五、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植根乡土、活在民间，乡村是它们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如何系统化、规模化、精细化地保存、赓续、

拓展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其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服务，是极具价值的时代命题。
[14]

嘉兴灶台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

化和农耕时代稻作文化的具体呈现，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一方面，要正视当代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递进，积极传

承和创新文化土壤来满足人们的需求；另一方面，保持原有文化的工艺性、艺术性的本质，在脱离单纯的物质享受和低级趣味

的同时，最终达到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层次需求。目前看来，嘉兴灶台画作为非遗民俗美术还主要停留在视觉媒介与

方法的传承研究上。而灶台画作为媒介和形式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为了寻求时代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人为视觉文化与纯粹

自然视觉之间的一种更加人文的视觉平衡，并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沟通纽带，视觉自由性的传承与创新将是研究嘉兴灶台

画当代叙事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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