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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综合版画概述 

第一节　版画版种的基本概念

在进行综合版画（以下简称“综合版”）学习之前，

应该对版画的历史以及各个版种的技术作简要研究。由于

综合版是集版画的多种技术而形成的，因此综合版的学习

者更要对版画形成的历史有所认识，要从发生学的角度看

待画种现象，以便从原始的动机中理解版画行为，从中寻

找版种延伸的理由与探索的方向。

中国版画史是附会在其文化史中，追寻其刻、印的行

为，使我们产生一个宏大的版画概念，促使我们对现存的

版画范式、符号产生解构与重组的欲望。但从技术层面讲，

中国式的刻、印与符号都已分解在版画行动与过程之中。

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版画是一个西方造型艺术中的表

现语言。西方的版画历史，是可分段、分版种的历史，技

术演进有其文化渊源以及近现代工业化的背景，而由工业

到艺术继而成为一个丰富的艺术表现语言，是在艺术家的

直接参与下发生的。

中国版画史常常是被看成版画作品的历史，而非版画

家的历史，纯粹版画家的存在还是在近代从美术史中寻找出来的。今天，版画在中国依然存在着，而且拥有一个强大

的版画艺术家群体，在正规的美术学院均设有完整的集创作、研究、教学为一体的系室。

在美术学院的教学中，版画是美术学中的一个学科方向。在版画方向中，分别以平（石版画）、凹（铜版画）、

凸（木版画）、漏（丝网版画）、综合（综合版画）支撑这个学科方向，通常称为版画版种或版种教学。版画技术的

形成与出版史上的印刷技术有关也与当今的印刷技术发展相关联，它表现为版画艺术中的技术性特征。版种学习自然

就是具体掌握制版、印刷的程序和方法。

在版画中，版种与版种之间的技术差别比较大，往往是某一特定版种的材料、工具以及印刷方法不能兼容其他

版种。因而，以往的版画家常常只是某一版种的专家，而不一定对所有版种都有所涉入。如果你随意翻翻版画集，可

能会发现其对版种的称谓比较混杂，铜版画可能被称为腐蚀版、蚀刻版、金属版、凹版、锌版等。

于是识别版种名称就成为了解版画技术的途径。

版种识别与名称的确定是建立在版画艺术实践与印刷工程学的概念之上的。现在的版种名称有：木刻、铜版、

石版、丝网等。这是因为版画创作使用木、铜、石、丝作为媒材，并成为沿袭的制版材料。这种分类与称谓会随历史

惯性一直延续下去。因为，材料与印制方法产生的艺术趣味不会因为替代了材料而退出人们的观看习惯与艺术意愿，

其材料工具的特征会长久地暗示出艺术语言的归属。但以传统材料作为识别版种的方法，会因为大量替代材料的出现

而产生概念的混乱，艺术家们的随意命名也给初涉版画的观者进一步解读版画制造了困难。

杨锋《连环咒》 金刚砂  80cm×70cm  2010 年 

2　综合材料版画技法



目前版画命名的情况是：①版材命名；②制作方法命名；③印刷原理命名––三种命名方法并存，没有统一的规定。

版画版材又随时代的发展而处在变化当中，例如，仅木版就有木刻、麻胶版、木口、石膏吹塑版等等，铜版早已由锌

版替代，还有纸版、塑料版等；而丝网只要有孔可漏色的材料即可。近年来版画界倾向于用印刷工程学原理中平、凹、

凸、漏的施印方法来区分版种。最终材料识别法与制版命名法改为印刷原理识别法。对于综合版的概念、关系材料与

印刷方法，在这里作了简短说明，以下章节关于版种概念以这一节的概念为基础。

别维克（英国） 木刻  1797 年木版原版

知识链接：创作版画的标准

创作版画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1960 年在奥地利维也纳

举行的国际造型美术协会会议中，对“怎样才能称为版画原作”

的议案做出三项决议，即作为创作版画的标准是：

1. 为了创作版画，画家本人曾利用石、木、金属和丝网

版材参与制版，使自己心中的意象通过原版转印成图画。

2. 画家自己，或在其本人监督指导下，自其原版直接印

刷而得的作品。

3. 在这些完成的版画原作上，必须有画家的签名并要标

明试作或套版编号。

附带两项规定：

1.印刷用的版中图形不固定的独幅作品（“独幅版画”）

不被认为是版画。

2. 版画原作除了要有作者签名外，还得附加试印、原作

编号或限定版次记号。

（引自陈陈强《现代版画的国际规范》，载《美术》

1986 年第 5期。）

这五十年前的五条规定，今天来看还是有效的，只是笔

者认为需要适当修改：

1. 任何材料上生成“版”的概念并取得痕迹的办法。

2. 制作过程只要能体现画家的意图。

3. 版的存在方式有不确定性，印次多少不能作为决定是

否成为版画原作的标准，如此独幅版画也是版画原作。

知识链接：版画签名要求

版画原作作品左下角标明印数与印张。印数编号一般是用阿

拉伯数字的分数形式写成的，如22/49，表明该画共印制了49张，

此为第 22 张。右下角是作者的签名和制作年代。

除了写有印数编号的作品的原作外，版画家可以留下印刷总

数十分之一左右的作品由自己保管，或作其他用途。这些作品的

印数编号的位置上应写代表以下不同意思的缩略字母：

1.“A/P”即“Artist’s Proof”——艺术家版样。也可写成“A.P.”，

或全称。在使用法语的国家和区域里，写“E/A”，或“E.A.”，

是法文“Epreuved’Artiste”的缩略语。

2.“P.P.”即“Printer’s Proof”——艺术家给印刷技师的赠品。

3.“H.C.”即法文“Hor’s Commerce”——非商业性的作品，

有这种签字的作品一般不出现在市场上。

4.“ATL.”即法文“Atelier”（画室、版画工场）的缩略语，

有这种签字的作品是留在版画工场的样板。

5.“B.N.”即法文“Bibliothque Natioale”（艺术家存放于国家

档案室的作品）的缩略语。

6.“L.C.”即“Library of Congress”，是艺术家存放在图书机

构的作品。

这个规定除基本要求与第一条外，国内目前基本无人遵守。

我想过于繁繁的“行业规定”可能并不适用于艺术家，也不适合“变

化中的印刷”——综合版。但简单地用铅笔签序号与作者名字却

有着经典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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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沃霍尔（美国）《黛比·哈里》 布面丙烯加

丝网印  106cm×106.7cm  1980 年

铜版原版 卢奇安·弗洛依德（英国）《爱尔兰男人头像》

腐蚀版  1999 年

安迪·沃霍尔正在用相机采集金发女郎黛比·哈里图像，后用丝网感光制版印制。

贾科梅蒂（瑞士）《男人头像》 石版  65cm×50cm 

1963 年

让·杜布菲（法国）《降落伞》 石版  1945 年

作品解析

在当代，版画家的身份一直是被质疑

的。我们翻开美术史，众多的绘画大师几乎

都有很浓重的版画情结，不管是为了复数的

需要，还是对版画表现方法的迷恋，都在版

画制作上突出了自己的个性。进入西方现代

艺术以后，艺术家们不同程度地在应用材料

方面结合了版画的制作元素，他们最重要的

特点是不纠结于技术的经典性，而是从自己

的创作观念出发，使一种元素扩大为个性表

达的载体，同时也深化了版画表现语言的多

样性，使材料、工具与版画产生了联系。贾

科梅蒂的《男人头像》、杜布菲的《降落伞》

同为石版作品，用传统的方法制作，但两个

画家风格不同，所呈现的画面效果也不同，

而这种区别有悖于传统的区别，使我们感受

到材料和印制方法被画家的个性所覆盖，提

升了传统技法在当下的活力。而安迪·沃霍

尔利用照相术采集图像的办法，有异于纯粹

收集素材。他在选取形象时以有利于丝网感

光的减弱中间色，来提纯形象的明确度，赋

予了所谓以材料的眼光、表现工具的眼光。

安迪·沃霍尔的创作方法是个典型的例子。

版种不再是风格样式的界定，而是艺

术家风格的承载体，暗藏着艺术家在材料制

作过程中，通过实验呈现个人意图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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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讨论了版种材料、名称、要求等版画的基本概

念，我们接着运用这个概念来看版画发展中的综合问题。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对经典艺术样式进行过一

场深刻的文化反思（参见“后现代主义”），这场后现

代主义运动在艺术表现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也波及到我们今天的创作中，无论是艺术观念

还是在表现形式方面，“综合”表现被自然推到了前沿。

在多元的非视觉化的口号下，观念表达往往是生活化的

材料选择，现成品与材料的解读，模糊了“艺术与非艺

术”的界线，而多材料的混用又常常冠以“综合”的名义。

在一段时间里，综合材料表现混同于观念表达。显然，

综合版作为版画版种的存在，并没有深涉于综合材料的

观念表达之中，版画也从没有以独立的画种走向艺术潮

流的前沿。在大综合的概念中，“画种”意识被挤入了

边缘，但广义上的综合概念却已经在各个传统画种间生

根。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传统画种的解构与重组，

也往往借力于替代的新材料观的出现，也常常借用现存

的印刷品与印刷方法的使用。形式主义中的“纯粹”成

了“综合”的反面，综合体现了“解构”与画种重组的基础。

有了这样的认识，它会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版画的性质，

了解版画综合的目的以及综合版产生的原因。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海特（Stanley  William 

Hayter  1901 年—1988 年）在法国巴黎、美国纽约创

办了版画工作室（称“版画十七工作室”），制作了很

多大师的作品。海特先生作为成功的艺术家以及版画教

育家，分别在巴黎与纽约开设讲座和招收学生，以“自

动叙述法”为口号。他一只手握住雕刀，下意识地在铜

版上自由刻动，另一只手又不断地转动铜版，这个动作

解构了制版过程的画稿复制性，“版”的自述提升了理

性设计方式的偶然性把控的地位。20 世纪 80 年代后，

当代艺术家达明安 • 郝斯特用此原理做出了《在漩涡中》

（后有论述）。

海特先生改良了铜版套印技术，掌握了油墨性能在

印制过程中的技术环节。他利用油墨黏性产生稀稠相斥

的原理，将软硬不同的胶磙有效应用在凹凸不平的版面

上，压印后会产生色彩混合。“凸凹并用”“一版多套”

实际上已是版种综合的开始。

第二节　综合版的基本概念

罗伯特·劳森伯格

（美国）

《Boster from

 the Booster and 7

 studies》

石版、丝网版

斯坦利·威廉姆·海特（法国）“自动叙述法”作品   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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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谁发明了综合版？

版画家常常会被问起：谁发明了综

合版？其实有了版种分类，就有人尝试

版种接合施印，挪威表现主义画家爱德

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年—1944年）

就常常把两个版种叠加印刷，这是我们

发现最早的大师制作综合版的例子。而

西班牙画家米罗（Joan Miró，1893 年—

1983 年）就有大量的铜版中加金刚砂制

版的作品问世。

国内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就有部分版画家在材料与印制

方法上创新，但都没有形成气候，也没有明确地提出“综合版 " 的

概念。目前美术学院中的综合版教学，肯定与 1990 年台湾著名版

画家、教育家廖修平先生在南京主持现代版画研习班有关。廖先

生 1965 年入知名的版画十七工作室，随海特先生学习一版多色技

术。在廖先生的著作《版画艺术》中，有关拼用版画、剪贴版画

等介绍已在材料与印刷方法上形成了综合版概念，成为推广教学

的利器。廖修平先生对我们今天兴起的综合版所起的作用尤为重

要。1999 年，他还在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演示了纸版拼用制作印

刷技法，为坚守传统版种印制的时代，打开一扇窗。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设立了综合版画的课程。目前

西安美术学院的综合版教学成为版画的精品课程。广州美术学院

版画系在李全民教授的推动下，综合版创作也成为其系的一个重

要学科。

版画是通过“间接”的技术手段实现艺术目标的。它异于“直接”

绘画的特点，是经过“版”转印到画面的一种艺术语言。它具有“印

刷”个性化的语言特质。“综合版”不管怎么变化都是由版画的“版

性”决定的。“制版”与“印刷”原理是识别版种的依据。

爱德华·蒙克（挪威）《吸血鬼》石版、木版  38cm×54cm  

1985 年—1986 年

杰昂·米罗《太阳崇拜》 蚀刻凹版、金刚砂  105.5cm×68cm  

1969 年

2010 年 8 月，杨锋教授在挪威国家版画工作室演示综合版画技法。

1983年，海特与廖修平于巴黎海特画室合影。

刘益春 《铁板上的历史印迹》 摄影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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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修平《无语一》  丝网、纸凹版   87cm×65cm  2009 年

目前综合版的概念是

1. 两个版种混印，如平版加凹版。

2. 一次性制版，多方法施印，如凹凸并用。

3. 多材料制版（用能产生肌理的材料拼版）。

4. 应用印刷原理一次性地直接表现，如转印、独幅等。

由此，不管是利用材料综合制版或多种印刷方式混

用都在综合版的概念之中，也包容了非传统版画形式呈

现的艺术表现形式。我们给定的这个“综合版”概念，

是在传统技术走向现代艺术表现的过程中观察到的，更

是对当下艺术突出材料、注重表现过程的领悟，也是画

种“自律性”发展的必然。

这里要明确指出，“概念”是一种版种指认，是了

解事物的开始，确定的概念不能替代实践过程，特别是

版画发展现状，要随实践环节调整对综合版的认识。

代大权《重装的哈根达斯》  纸质凹印  2006 年 杨锋《小朋友的整齐队列》  金刚砂、瓦楞纸、胶粉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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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版种界定的原理，综合版很容易被简单地理解为甲版

种加乙版种的模式综合，更容易产生以罗列材料为目的，陷入

为综合而综合的怪圈。如果这样，我们就会陷入为技术而技术

的泥淖，失去综合的当代文化意义与画种延伸的根本目标。综

合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丰富版画语言的表现性，以综合各种材

料制作版画，是为了强化版种语言的表现力，以综合版种混印

是为了增加技术的有效性。

转换传统制版材料，并施以综合印刷是目前综合版确定的

方案。

知识链接：综合版的特征

1.改变了单一版种原有的趣味，淡化了传统版画概念中的版种形式特征，

使版种物质化限制变为视觉的自由化表现，使印刷语言有了链接其他表现方式

的可能。

2. 提升了材料语言的质感表达，使暗藏于物质中的细节有了视觉形式的

解读与呈现。

3. 在淡化版种意识的同时，实践过程有了原始的动机，又可在图像生成

上有效地借用当代技术手段。

4. 综合过程中的偶然性、可反复性，变为提升主体自由、把控制版过程

的能力。

第三节　综合版实验认识

《手印汉砖》 31cm×15.5×6cm（每制一批砖，制砖“工头”就会留下“手印”作为此产品的信誉证明。）

查克·克洛斯（美国）《莱斯利》指纹、绢、照相凹版  

115.3cm×93.4cm  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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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案建立在对版画发展的思考上，是对“规模印刷”（商业印刷）“有意”的技术脱离，促使版画摆脱这

种技术限定，使艺术最大程度地自由化，进入艺术家个性表达的“技术私有化”空间之中。

在综合版实践与发展过程中，对于版画的认识早已超越了传统画种的范畴。这些概念认识，多建立在对现代艺

术的认知之上。它是在形式与个性化的目标下实现的，使今天“制版印画”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当代印刷技术

已经进入无版（菲林）印刷的时代，作为版画家是否应该思考：离开制版印刷的版画还能剩下什么呢？我们试着建立

这样一种版种概念：其一，充分理解传统版种的表现力量，在加深固定这种风格元素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可被指认的

文化符号，脱离规范性制版模式，表现上直指风格样式，使版画在“虚拟印刷”时代再生。其二，应用综合印刷技术

的变异，产生新的“个性化”的印刷语言，以延伸版画的历史。其三，返回到与“印”的艺术有关的起源问题，使印

与复数、传播之间，找到物证与痕迹语言间的精神联系，在还原版画原初状态下再接艺术前沿。

以上是对画种—版画—版种—综合版的简要描述，试图从版种延伸、替换传统材料开始，到印刷手段的变化中

建立综合版的基本概念，并把具有版画风格特征的，处于画种边缘的艺术表现都解读为综合版。这既是画种实验研究

又是版画内在逻辑的演绎，是由先前的版画知识所支撑，以对综合版的假设为基础，由当代艺术发展现象作为引导，

在技术层面上展开的讨论。版画综合版的探索没有固定的样式和完整的理论，它还有很多未知的可能性，期待诸多实

践者的参与。

本教材旨在从综合版的基本概念上，讨论版种替换材料的制作步骤，希望能在艺术创作中反思传统，接纳更多

的技术信息，调动主体的创造性。

娜塔莎 • 来苏尔（Natacha Lesueur，法国摄影家、造型艺术家）《无题》( 把

文字印在人体上 )   摄影   100cm×120cm   2000 年

克里斯蒂安 • 穆勒 （Christian Moller，德国建筑设计师、 艺术家）《互动艺

术装置》( 利用人的动作感光制版 )   2000 年《莱斯利》局部  指纹制版铜版凹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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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综合版画的实践基础

米 盖 尔 • 巴 塞 罗（Miquel Barcelo， 西 班 牙）《 新 扑 克 牌》

65.6cm×50cm  1988 年

马克 • 罗斯科（Mark Rothko，1903 年—1970 年，  美国）《无题》 1958 年

版画材料与版种概念的再认识是综合版学习的实践基础。

在版种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往往会把思考限定在版种形式技术的固有模式中，因为传统技法的完美目标已是短

时间内无法跨越的门槛，久而久之很容易产生对传统形式的被动依靠。而综合版的学习，要求及时地对基本用材作

出本质性的理解，要求应用生活常识来释解材质的原始物性。从理论上讲，应该抛弃形式与物质相对立的传统观念。

在综合版中，材料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一件综合版作品诞生于材料与形式之间不断交换的过程之中。根据后

面要深入探讨的课题，我们先设计综合版源头上的七个主题，以利于进一步理解综合版的实验手段。

一、纸张的性能认识

印刷随纸张的发明而发展，纸的品质又不断定义着版画的样式，对纸品的识别有文化学上的含义，也是版画创

作所必须认识的。当然，版画对纸的原初理解是感性的，是作为承印物的粗细、厚薄、强弱的选择应用。而不同纸

张用同样画材产生不同痕迹的认知练习，是强化对材质感知度的有效方法。在素描练习中，纸的材料特性几近消失，

但造成差异的还有纸的色调、肌理以及工具的特性——蜡笔、色粉笔、墨水或炭精笔。这些基础的、对材料的认识

在素描中往往被忽视。在这里专门提出，你将会观察到材料如何将自己的形式强加于艺术形式。有了对看似相同的

物质，经过“涂绘”实践产生差异的经验，是建立综合版材料观的基础。

经验提示：熟悉纸张性能

1．同一纸张上应用钢笔（水墨）加炭笔（炭有亲水性）、铅笔这些早已习惯使用的绘画工具，能够认识松动、自由、流畅。这个练习可强化

对材料的敏感度。

2．不同纸张上的同一画材产生痕迹语言的物性思考，认知材料细微差异，形成画面对比，生发表现语言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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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哈特·李希特（德国）《印刷品上水墨描绘》 48cm×30cm

杰昂·米罗（西班牙）《女人、鸟和星星》  纸板、石墨铅笔、炭笔、蜡笔、水彩 

27cm×48cm  1977 年 

戈登 • 张（英国）《恐怖灾难（犬吠）》  胶合板、烙花激光蚀刻板、存货

单 22.7cm×28.5cm  2011 年

二、水性与油性材料认识

绘画材料指已成表现体系的传统用材，而所谓的综合

材料常常超出这个范围，于是，从源头上了解“材料性”

的练习，既针对绘画材料，也针对材料知识的普及。

“水油混印”早在传统的水印木刻中就曾出现过。这

两种相斥的物质在具体材料表现中，“排水”与“亲油”

的程度不同，可以制造丰富的画面效果。我们在源头上进

行练习，是为了充分理解两种不同性质的材料产生偶然性

效果的机率。“偶然性”异于“偶然”，是已知属性强行

搭配产生的材料顽性留存，其不可控制与可控制之间是自

然肌理的充分释放。它的存在与主体期待和认识不同，

它超出个体的才能，是由材质构筑形式范例，产生矛盾。

于是，认识“偶然性”与控制痕迹成为这个课题的重要内

容。我们目前应用的传统绘画表现材料实际上只有水与油

两种，它是表现材料的介质。同时，了解“水油相斥”也

是综合材料版画运用的基本原理。

巴 尔 丢 斯（ 法 国）《 赤 裸 上 半 身 的 男 人 像》 火 车 餐 车 桌 布 碎 片、 铅 笔 

8cm×10cm  1948 年—1949 年

卢西奥 •丰塔纳（Lucio Fontana,1899 年—1968 年，阿根廷空间主义画家、雕塑家 )  

画布上用刀子划出痕迹   118cm×14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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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绘制

3. 刷墨汁

4. 完成作品

2. 压印

《肖像》  水油分离油画布转印 《草帽男》  水油分离油画布转印，转印底

板为亚克力板

王倩《花》 水油分离油画布转印，转印底板为细纹油画布   2012 年

技法介绍：水油分离对印技法

1.使用油画颜料在油画布或玻璃板（底板的材质肌理不同，

可在转印中产生不同的印痕效果）上绘制作品，绘制的颜料可稍

厚一些。

2. 将宣纸覆盖在绘制好的作品上，使用棕刷压印，力度适

中即可。

3. 在转印完成作品的背面刷墨汁，完成水油分离。

4. 作品能体现底板材料的自然肌理和绘制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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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桂贤《游影》  左为黑板纸上刻出人形透光于墙上，之后把光影中变化的形象再刻成木刻（右）。

姚志辉《持花 • 观心》   数字印刷   84cm×66cm  2010 年

三、关于“印”

版画创作中与“印”有关的讨论已有很多，并

且还将继续讨论下去。但作为艺术实践来讲，若是

试图摆脱这些讨论所暗示的“版画依附论”（版画

依附刷印传播），版画的功能会消失与改变，画种

也就失去意义，如果发展，也只能随传播方式的路

径被动前行。其实“印”是直接取得痕迹最原始的

方法。

“印刷”过去叫“刷印”，字面形象暗示出其

作为传播手段的规模印刷方法。“印”则是先于印

刷时代，即人们触摸材料的迹象。它有从自然印迹

到人为印迹的发展过程（从人类肢体的印迹到捺印、

孔印、模印、拓印）。“印”也连接了传播的历史，

但原始的印迹冲动至今还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亚肢

体语言”，于是也成为了表达思想的视觉方式。例如，

对一段残墙的自然痕迹产生幻想，继而有复制的冲

动，面对生活用品有拓印的欲望等，都是先于版画

印刷而存在的原始动机，又与版画制版冲动相联系。

实物平面化印迹是制造绘画视幻的最初手段。“个

性印刷”（版画）更能把握“印”的目的。我们回

到“印”的原始理解上，它是在版画技术的范围内，

对综合手段的扩展。

四、关于数字版画

版画“版”的存在一直是一个物质化的表象，由“版”

来决定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

是所有画种历史存在的基本模式。

而版画在“版”与“印”的技术环

节上，最先触及了当代科技的冲击，

由数字技术的虚拟印刷所形成“无

版”引申出一个精神概念上的“活

版”的存在。数码版画脱离了传统

版画的制作，在其制作的流程中使

用了 Mac 工作站、Wacom 绘图板、

Epson 绘图仪等。在此工作平台支

持下，传统版画的风格样式以虚拟

的形式得到链接，产生了似版画而

非传统版画程序制作的风格样式。

这种“新版画”在各类的展览中时

有出现，并还在争议之中。根据我

们对综合版的定义，一切替换材料、

一切新的印制方式都可接纳的建议，

数码版画创作可在这个概念里得以

顺畅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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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传统版种的再认识

1．反识
在版画作品中，是材料还是印刷方法决定了版种样式？其

实形成一个版种范式是两种因素的综合体。但长期以来，认识

版种风格是以简化的方式，是审美习惯产生的一个定式，如：

木刻为凸版，铜版为凹版。其实凸凹印制是最初的材料认知，

方法并不永远决定材料的归属。综合版画的材料性就是要对印

制方式再认识，设定印刷方法在固定材料中的“反识”练习 ,

打破版种固有认识，回到材料未形成审美定式的最初阶段，以

寻求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改变对木版和铜版的印制方式，就可以观察到：木版

凹印，除有铜版的细致外，又多了木版印迹。铜版凸印，制作

方法更为简便，除保留了木刻刀法特征外，又使画面趋于坚实。

这个观察很有启发性，认识了材质表现的多样性和表现过程的

不确定性，强迫思维改变对材质的固有认识。凹印材料的改变

扩展了凹印的表现领域，使凹印可完整地展示版上的所有的自

然痕迹，有精密的金属版趣味的同时，又增添了非金属材料的

自然肌理，增加了画面的可读性。

而金属版凸印制作中有书写的味道，印后作品又有强烈的

版迹，其意义还在于反向认识与互换材料产生的递增关系。其

实这种方法，已见于早前的各种技法书籍，可以说是很传统的

做法。但由于各版种过分从经验出发，把表现技术浅解为一种

固定的模式，一味守望着纯粹的版种，使材料延伸版画的路径

非常态了。

同一版面上三种印刷效果：凸印（上）、凹印（中）和凸凹并用（下）

威尔斯 • 布文森（法国） 版种综合（石版底色上压印黑白木刻）  

2007 年

杨 • 巴克（挪威）  在烫金的底色上印制丝网

作品利用金属工艺中烫金的技术，用自制方法压印在印纸上。过去这种工艺多用于

传统印刷业中的书籍封面制作。作者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技术，使丝网版画色彩变得厚实。

他的烫金工艺也成为其丝网版画作品的显著特征。此图是一个典型的个性化制版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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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烨《电线杆》 菲林片刮刻、凹凸并用印刷  100cm×70cm  2009 年

吴娅妮《城市》 亚克力上刷色印制加手绘   20cm×40cm  2011 年  余曼《瓶子》  塑料有机板  90cm×58cm   2006 年

杨广红《夜市》  亚克力板用小型电动吊磨机制版  30cm×100cm×2   

2011 年 

卜嘉艺《撞墙》  亚克力板刻线  40cm×55cm  2011 年

技法介绍：亚克力板刮刻技法

工具材料：底板选用亚克力板、塑料胶片、有机玻璃板等材料，

以及钢针、小型电动吊磨机、美工刀、钢丝球、砂布等工具。

制作特点：在塑料片上刮刻出流畅的线条，由于版面光滑，利于

擦墨，制作便捷。作品类似手绘草图，刻制过程有加火烧、打磨及化

学处理等，画面更为丰富。其刻制的片段剪裁后可拼入其他板材中。

利用透明塑胶片刮出形象，除可印画外，还可利用原版的透明因

素应用于实物上，透出实物本身的质地，使其与版上的形象综合。这

个练习在有明确的版画性质的情况下，转变了“印”的性质，使“印”

变为了“透”，产生实物所固有的自然痕迹，与人工制造形象有机地

联系在一起，促使创作者注意环境中的艺术因素，也可作为对转印方

式的多样性认识。

第一章　综合版画概述　15



技法介绍：平版机械对印

对印是取得痕迹语言最直接的手段，近年来美术学院里有不少专家

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其基本步骤：

1．先将准备好的基版清洗干净。

2．均匀地滚上油墨。

3．用油画笔勾画出轮廓，再用棉布擦出图像的色调和层次。

4．调整画面，可用油画色、松节油、立德粉等制作特殊痕迹。

5．用凹版压力机印刷完成。

基本用材说明：

基版：菲林片、ps 版、铜版等。材料：油墨、油画色、磙子、毛笔、

油画笔、松节油、立德粉、棉布、印纸、纸胶带等。

平版对印技法对手绘能力要求很高，它有表达的直接性，在取得绘

画效果的同时，增添了印刷所产生的平面材料感，使肌理效果更集中。

平版对印也可产生复数，方法是油墨厚涂在印第一版时，压力可调

到刚好附着油墨的状态，印第二版逐渐加大压力。这种渐增压力的方法，

可一次复制出三张作品，但每一张作品虚实会产生一定的差别。这种印

刷观察是进入综合版学习很重要的方面，也是区别于“规模印刷”无作

品性格差异的重要观察点，虚实和版次都不是绝对的，它是根据作者的

创作取向而选择决定的。

平版对印套色的方法：可分版、分色对版套印。但目前一般的做法

是一次性在版上分区域绘制色彩压印。

其他对印方法如在平版上增加材料与混合使用不同性质的油墨等，

还在尝试之中。要注意：在处理手绘痕迹和板材痕迹的时候，尽可能地

掌握材料的属性，发现与应用平版对印在机械施印中的特性。

1. 对印材料

2. 滚墨

3. 棉布绘制

4. 画笔绘制 5. 机器压印后完成的作品   陶加祥《你好！》  平版对印   70cm×50cm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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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言伟《标签！画？》  平版对印、丝网   245cm×330cm   2010 年

姚佳《那一刹那Ⅲ》  平版对印  130cm×150cm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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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介绍：手工拓印技法

材料：

1．版：可拓实物、人为制作好的印版。

2．拓包：又称扑包或扑子。它是上色拓墨的主要工具。扑子的大小根据

所拓对象而定。

3．印纸：生宣或皮纸，多用扎花宣纸。

4．墨汁 ,也可用油画色、铅笔、蜡笔、朱砂等进行拓印。

5．砸刷：鬃刷、油漆刷、狼毫刷、毛笔等都可应用。

6．白芨水：润湿宣纸用白芨水，它能使薄纸更好地贴附于被拓物的表面。

7．喷壶、白毛巾。

8．扇子、拓板。

主要类型：

一是扑墨拓法。

先把要拓的实物尽可能剔刷干净，用大小合适的宣纸盖上，用毛巾蘸水把

纸轻轻润湿，然后在湿纸上蒙一层吸水的宣纸保护纸面。用毛刷轻轻敲捶，使

湿纸贴附在该实物表面，随着它的痕迹而起伏凹凸。之后揭去蒙上的那层宣纸，

等湿纸干到八九成，用扑子蘸适量的墨或朱砂，使其敷匀在扑子面上，向纸上

轻轻扑打，形成拓片。

二是擦墨拓法。

主要用于拓印碑石。先把湿纸铺在碑石上，用棕刷拂平，并用力刷，使纸

紧覆痕迹，再用鬃制打刷有顺序地砸一遍。待纸干后，用笔在拓板上蘸墨，用

细毛毡卷成的擦子把墨汁揉匀，并往纸上擦墨，勿浸透纸背，使碑文黑白分明。

擦墨三遍即成。

此外还有蜡墨拓、镶拓、响拓等。

1. 拓印版面——毛巾

2. 拓印材料

4. 用鬃刷打版

3. 用白芨水湿纸后压平

6. 完成的作品5. 用扑包扑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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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发《现场》  纸本拓印  270cm×270cm×3  2006 年

2007 年 10 月，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版种工作室 2005 级学生在贵州屯堡

拓印一堵长 12 米、高 2 米的明朝时期修建的石墙。

2007 年 10 月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版种工作室 2005 级学生在贵州屯堡拓

印的“灌溉水车”。此拓印对水车上、下、左、右四个面及其内部结构都

进行了分解拓印（见右图），一个具象的物件拓印后成为一幅抽象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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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从复数、复印，看版画的状态
首先得提出，“复数”作为传统版种的依附概念已在艺术创作的变化中慢慢被弱化，“地道的版画”让位于具

有版画特征的艺术创作，而复数出绝对稳定的“拷贝”成为规模印刷品的技术指标。现代艺术正是以“限量的”与“无

数的”两个概念来初步界定艺术与商品。但进入当代，“艺术与非艺术”的界定失去意义后，这个问题变得复杂了起

来，版画创作在复数面前常常让人解释为印刷品（这个问题还一直会讨论下去）。

其实我们可以忽略这样的讨论，而是把“复数”转为技法的层面，这样“复数”就成为一种表现语言。从发生

学的角度重新理解复数，从捺印与模印上，我们看到“一模多印”和“一模一印”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境界。求得复数

的心理需求，是人类原始的表达方式，它曾给人以循环、繁殖、空间的神秘联想。若从这点上去思考画面的复数存在，

则印刷成品复数概念应存在于商品之中。

《千佛像》（捺印本，出自敦煌） 唐代

 

复印，可以理解为寻求印痕的行动（原意为求图像的复数）。而现代机械复印技术却在图像的转换过程中产生“失

真”，透出机械操作生成相似的、似乎绝对真实的迹象。这和“拓印”相似，图像“受知面”被人工与机械压缩为平面的、

明晰的、“真实”的副本。“复印”与“拓印”在这里已脱离了“复数”原初的观念，或在求得复数要求中延伸了“手

工”制作的精神诉求，但它无疑是作为版画发生学意义上的存在。版画发生于触摸到的实物（版）转变为视觉的方式，

而由视觉的方式回到实物状态中的认识，是回避印刷商品功利性的前提。

版种存在的状态已严重地被商业行规所定义（如 1960 年的国际规定）。解决这个问题的当务之急是让版画再次

回到其发生之初的状态中，而综合版的实践让多种非传统版画用材，陌生的、日常的材料进入，又从印刷原理上进行“试

错”性应用，最大程度地占有表现空间，这样有可能使综合版的意义不再是形成的一个版画版种，而是艺术家的一个

关于“印”的表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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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劳森伯格（美国）《错误的距离》 （用植物染料转印在多层复合板上） 1997 年潘旭《小刀》  实物、金刚砂、凸凹并用   2008 年

对印与复数形式形成的画面，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这种原始的感受力是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所共同具有的。

无论是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版画艺术在这一方面具有先天的技术优势。

蒂莫西·维纳（英国）《London 2012》  实物、照片

复印、凹印  2010 年

弗吉纳·赛尔维拉《闯入系列》（用丙烯把符号印在建筑物上） 丙烯、黏

合剂   约 1500m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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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hélé my Toguo（1961 年生 , 非洲喀麦隆人，居住在巴黎 )  《世界新顶点》 装置、木刻块群   80cm×100cm   2000 年

毕加索（西班牙） 蚀刻法  9cm×12.5cm  1968 年

六、关于技术

谈论综合版的实践基础，不可能回避讨论技术问题。无论你从艺术史的哪个片段出发论及版画，总也绕不开技法。

没有抽取技术的版画存在，只有独立的技术系统，以及无法替代的创作手法。但长期以来，版画的技术与观念、技术

与艺术总是处于矛盾之中，这是因为现代主义技术内涵的转移和当代艺术观念去技术化的结果。应该说有画种就得探

讨技术。我认为眼下的版画发展正从固有的版画观念出发，走向更为深入的技术观念中。“深入”指技术还原，回到

可解、可读、利于操作的有效性中，形成一个替代版画“经典”样式的技术“范式”。这个范式是从技术本身与人类

生活经验相关的，可利用多元的技术因素，从为制造视觉愉悦的有关风格样式的版种技术中解放出来，变技术无思为

有思。版画技术认识的独立性，应指“印”的结果。一切取得印迹的技术都是有效的，而不是去附会与重复经典技法，

这样，“综合”就变为多样性的代名词，综合版就成为有关“印”的技术，有关收集痕迹语言、述说生活经验的技术。

七、版画元素的立体方式

下面两张图同为传统技法制作，右图为毕加索

的铜版作品，下面两张图为 Barthélémy  Toguo 的

木刻作品。毕加索利用高超的铜版技术，由形式

和表现语言出发，阐释了其风格化的版画作品。

Barthélémy  Toguo 的作品利用木质及形状分块，

以版画装置的形式出现，把现代生活施以文字符号

化的表述，其木纹类似指纹，与文字内容交织在一起，

明确地指射了自己的观点。

形式主义完成经典的印刷，而当代则把印刷制

版过程与生活相联系，以印制的工具、材料、原版

来诠释“版”与“印”的意义，让人联想到文学作

品中倒述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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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切尔怀特里德（英国）《挤压》  实物挤压版   69cm×95cm   2010 年

蔡国强《不透明的纪念》组画之一 拓印  176—255cm×130cm  2006 年 潘旭《西服》  用布面印制的版画剪裁制作  89cm×60cm  2010 年

版画元素以立体的方式呈现，成为近几年版画技术延伸的一个现象。它有别于波普式的“印刷”成品和现成品

方式的展示，把个性化的版画制作分解成技术元素，应用在日常用品中，使版画最大程度地生活化，使版画回到社会

关系之中，模糊了痕迹语言的独立性。还有一种方式，仍然是利用版画中的“版”与“印”的概念，解构其技术过程，

分单元、分材料提纯技术的文化含义，以立体的方式图解观念，再使版画的技术环节所指成为无限扩大化的观念指涉。

由这样的观念去揭示版画技术风格化的极端性所造成的精神隔离，其真正的意义在于用最坦白、最坦诚的方式建立一

个可解、可读的大众化的文化平台。

克里斯蒂夫 • 卢斯《时间脱了节（三）》印在薄的白杨树皮纸上

300cm×400cm  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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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灰卡纸刮刻

综合版画基础认识实训课堂作业 2. 塑料片刮刻

3. 拓印

4. 油彩对印

根据综合版的基本概念，认识媒介与材料的物性是拓展版

画表现领域的重要途径。本课程超越版种固定用材，超越标准

“印刷”，将其确立为版种替代材料以及与“印刷有关”的内

容，借助对印制效果的把握，进一步从源头上识别综合版。

实训内容及作业要求：

①通过对纸版凹印、水油分离法、塑料板刮刻、拓印法等

四种技法的操作训练，认识材料的物性与印刷过程产生的艺术

语言。

②通过讲解版种原理，使学生理解选择替代材料，灵活应

用印刷原理。

③掌握印制程序方法，实现画面，能够体现出即兴的表达

方式。

④本单元要求完成作业 8 幅（每种技法完成两幅）。

强健   15cm×15cm

孙群超  15cm×18cm袁鹏博  26cm×25cm

马超  29cm×20cm

张紫微   29cm×20cm   2012 年

强健  29cm×20cm

冯倩格 《商标》 80cm×80cm

施丹丹 《书》 31cm×27cm学生集体拓印《万山粥堂长方桌》

东野旭  33cm×20cm

刘诗羽  32cm×35cm

张婧璇   37cm×44cm 刘诗羽  25cm×23cm

强健同学的作品充分利用纸质材料的特性和撕的方法，把纸板左边上刻下

的图形粘贴到右边的撕过的毛底上，取得一阴一阳的图形效果，使画面产生了

内在的联系，发挥了纸作为板材的自由性。

张紫微同学的作品在塑料版上刻线加

火烫，使作品有了线的流畅与块的浑然对

比。画面形式是随材料工具运动的变化而

变化的，体现了形式元素与情感的联系。

冯倩格同学的作品《商标》，利

用硬币、商标，用各色铅笔拓磨而形

成画面。这种拓磨的手法本来是一个

取得造型的游戏，但她在选择实物及

其排列组合中体现出个人的态度，使

作品产生了“拓”的意义，有了类似

记录、见证的观念延伸，仿佛所有的

生活痕迹都跟“印”有关。

利用宣纸从油彩上转印除

黑色外的图形，再在纸背涂上水

墨，产生渗透的方法，呈现出意

外的印刷感。画面平整具有底板

用材的原底肌理。刘诗羽同学的

作品除了造型的饱满外，留下了

笔意的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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