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记者：在苏州举办
的第二届国际木版年画展 ，有什
么热门话题？ 体现了怎样的集体
创作方向？

刘超： 中国苏州第二届国
际木版年画展， 展出了海内外
300 余幅精品木版年画， 有时
代精品也有历史遗珍。 展览分
四个板块展出：《守正固本 美
在民间———中国木版年画制作
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作品及藏品联展》《兰桂齐芳
薪火相传———中国木版年画新
传承人作品联展》《鉴古观今
北宗拾零———王树村藏北京木
版年画展》《艺苑掇英 民画相
亲———‘一带一路’ 欧亚五国民
间木刻版画交流展》。

其中，第一个板块集中展示
了苏州桃花坞、 天津杨柳青、山
东潍坊、四川锦竹等地区的26位
国家级（其中8位已故 ）年画传承
人的精美年画作品。 作品题材以
门画、墙画为主，工笔细腻、色彩
艳丽、艺术形象直观、寓意美好，
这些传统的古老年画经过守正
创新，焕发出新的时代气息。

“守正、出新、融合”是我们
论坛的主题，也是木版年画创作
的方向。 随着时代变迁，张贴年
画这一习俗渐渐淡出人们的生
活，但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
艺术，无论其制作过程和表现形
式，依然有着无穷的魅力。

羊城晚报记者：作为木版年

画中的代表 ，桃花坞年画的主要
艺术特色是什么？

刘超：桃花坞木版年画与刺
绣、评弹、苏州园林一样，是吴文
化的代表性资源，是吴地特有的
民间艺术形式，以浓郁的江南特
色彰显地缘文化观念。

明末清初，苏州是资本主义
萌芽最早的地区， 时至清康熙、
乾隆年间，已是当时全国著名的
新兴工商业城市，号称“东南一
大都会”。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
在此期间应运而生。 描绘苏州当
时市井繁华景象的代表作品《姑
苏阊门图》《姑苏万年桥》， 以风
景为表现对象，刻画繁华的城市
景观栩栩如生。

桃花坞年画色彩鲜明雅致，
构图完整饱满，对比强烈，明快
活泼，画面精细、秀美、和谐。 清
后期受西洋画影响较大，吸取了
西洋画的构图、透视和明暗等表
现方法，特色风格增强，具有浓
厚的装饰性。

羊城晚报记者：以桃花坞年
画为代表的木版年画 ，制作难度
在哪里？

刘超：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制
作十分繁复，要经过画稿、上样、
刻版、 套印等几道传统工序，全
过程为纯手工制作，个别还需要
人工着色、敷粉、扫金、扫银和装
裱等手续，工序繁多复杂，是一
门独特的手工技艺。

它的套印是分版套印，每个
颜色一个色版，平面印刷。 单是
套印的工序就包括：看稿、上料、
印线版、夹水、摸版、印套版、夹
水等，既要保持墨线版和套色版
准确无误，还要做到画面上色彩
的匀、准、洁、鲜，需要匠人高超
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 因工序繁
琐，且每印一套色，为免影响下
一套色彩的准确性，就需要隔水
处理，等待一段时间让纸面干到
一定程度再印下一套色， 因此，
年画的制作速度很慢，复杂精致
的年画一天只能印二三十张。 即
使是经验丰富的老匠人，常常也
只有六七成的成品率。

羊城晚报记者：作为一种历
史悠久的民间艺术 、 非遗项目 ，
桃花坞年画创作在近年来有什
么发展？ 如何与现代人的生活和
审美产生关联？

刘超：桃花坞年画是苏州民
间传统艺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从 2002 年始，苏州工艺美
术职业技术学院便成立了桃花
坞木刻研究所，与年画社一起展
开对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传承人
培养、技艺传承、桃花坞年画礼
品开发等工作。

2002 年 9 月起， 苏州工艺
美院遴选优秀学生进入“桃花坞
木刻年画研修班”， 接过了桃花
坞木刻年画传承的“薪火”，并建
立“大师工作室”，由桃花坞年画
传承人亲自教授，在非遗保护机
制体制上作了新尝试。 截至目
前， 已经培养了 6 期学员共计
20 余人。 除了对桃花坞年画进
行创作与文献研究外，还开发了
以年画为元素的文化创意产品，
让这个古老的艺术能让更多年
轻人接受和喜爱。

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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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家热话

深艳浓凝说郎红

回溯传统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图 / 受访者提供细品木版年画中的民俗语境

受访嘉宾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社长
·桃花坞木刻年画研究所所长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在古代新年，家家户户挂桃符，后来

渐渐演变成挂春联，贴年画。 木版年画，作为历史悠久的年味象
征，也衍生形成一种中国民间特殊的象征性装饰艺术。

社会在发展， 传统习俗也在改变。 木版年画已在现代人的
日常生活中渐行渐远，制作繁复的传统木版年画如今早被胶印
所取代，现代的民居建筑式样，也使传统年画失去了呈现的空
间。 而今，承载着浓浓年味的木版年画，正带着昔日农耕社会田
园牧歌的一抹余晖， 行走在传统文化爱好者和收藏家之中，一
度鲜活的民俗生活常见物，正演变成箱底的珍藏。

然而回溯传统，经典永远朴素。 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等
众多木版年画项目先后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
民俗大众视觉文化的木版年画，闪烁着人文智慧的光芒，正重
新回归到越来越传统文化爱好者的视线中。 上月举行的中国苏
州第二届国际木版年画展，便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众多木版年
画专家、爱好者参与。

杜甫诗云：“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 ”自古到今，桃红柳
绿，都是文人、画家们争相吟咏、绘画的对象。 苏州自古文化昌
盛，人文荟萃。 苏州桃花坞便是江南木版年画的中心。 桃花坞年
画具典型的江南风情，老苏州味道浓厚，既受文人风气影响，又
融合了来自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雅俗共赏，风格自成一体。

天津杨柳青年画则属木版印绘制品， 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
称“南桃北柳”。 它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笔
法细腻、人物秀丽、色彩明艳、内容丰富。

在刚刚举行的苏州第二届国际木版年画展中，“南桃北
柳”、北京年画等都成为全场看点。 无论是古版传统年画，还是
新创作的年画，从制作工艺到表现形式，都令观者为之惊叹。 充
满着热闹年味的木版年画背后， 竟隐藏着如此丰富的文化内
涵，值得我们一一细品。

桃花坞年画雅俗共赏，具江南风情壹

·中国传统年画专业委员会委员
·文化部恭王府中华传统技艺研
究保护中心王树村传统年画研
究所所长、研究员

·天津杨柳青年画鉴藏家

杨柳青年画印绘结合，北京年画珍稀罕有贰

“若要穷，烧郎红。 ”听过
这句话的人不少，可真正见过
郎窑红釉瓷器的人不多。

所谓“郎红”就是指郎窑
红釉，它是一种著名的瓷器釉
色。“郎窑”是指清康熙四十四
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
极督理景德镇御窑厂窑务时
所烧造的瓷器。 由于郎廷极奉
旨烧造的御窑瓷器成就极大，
在中国陶瓷史上赫赫有名，所
以由郎廷极督窑时所烧制的
瓷器均称为“郎窑瓷器”，简称
为“郎窑”。 郎窑以烧造高温红
釉“郎窑红” 瓷器最为著名，

“郎窑红”瓷器釉色深艳，似初
凝牛血一般猩红。

郎窑红釉是以氧化铜为
着色剂， 生坯挂釉， 入窑经
1300℃以上高温在还原气氛
中一次烧成。 郎窑红对烧制时
的窑炉气氛、温度等技术指标
要求极高，在当时的技术条件
下烧造难度极大，成品相当困
难。当时有：“若要穷，烧郎红”
的说法，可见烧造郎窑红釉瓷
器之不易。

郎窑瓷器的成就，以模仿
烧造明宣德、 成化官窑而得
名，而仿烧宣德主要是仿烧宣
德的宝石红釉，没想到却烧出
了大名鼎鼎的郎窑红釉，其鲜
红色泽较宣德鲜红釉更为鲜
艳凝厚，清澈透亮，釉面开片
具有强烈的玻璃光泽。 郎窑红
釉特色鲜明，与宣德宝石红釉
截然不同，实际上是创烧了另
一种铜红釉。 郎窑红瓷器常有
“脱口垂足郎不流”之说，所谓
“郎不流” 是指釉面垂流不过
足，足根与红釉处整洁，器身
越往下，红色越浓艳，近足处
的釉层最厚，有些瓷器呈黑红
色，这是由于高温熔融状态下
的釉层垂流所致，这也导致其
口沿处釉层变薄垂流，露白色
胎骨，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脱
口”， 口沿脱口较少只有一圈
露白胎骨的就叫“灯草口”。 郎
窑红器底呈米汤色或浅绿色，
俗称“米汤底”、“苹果绿”。 这
些都是郎窑红釉瓷器的特征。

2015年是故宫博物院成
立90周年，故宫举办的院庆活
动接连不断，院藏国宝频频亮
相，专题展览惊喜连连，其又
以9月份的“石渠宝笈特展”最
为轰动，盛况空前。

我蒙嘉德公司邀请，来到
故宫，近距离尽情畅览“石渠
宝笈特展”和《清明上河图》。
参观完特展后，故宫博物院娄
玮副院长特意请我等共六人
一起在故宫惬意欣赏珍宝，不
亦乐乎。 午饭过后，我兴致未
减， 马上赶去首都博物馆，参
观其年度重要展览———“盛世
风华·大清康熙御窑瓷”大展。
康熙盛世，展览的珍品名器固
然不少， 不过最为吸引我的，
却是一只郎窑红釉梅瓶。 这只
郎窑红釉梅瓶器型虽小却以
独立展柜作重点展示，是本场
大展仅有的几件以独立展柜
展示的重器之一，也是本场展
览的亮点。 （据资料介绍，这只
郎窑红釉梅瓶是首都博物馆

为本次展览特别向故宫借展
的。 ）

故宫这只郎窑红釉梅瓶，
色如牛血猩红， 器如美人端
然，光华四射，吸引了无数人
的眼光。

梅瓶因瓶口窄小只能插梅
枝而得名， 瓶体修长， 造型挺
秀。 宋时称为“经瓶”，作盛酒
用器。 明朝以后被称为梅瓶。
《饮流斋说瓷》 描述：“梅瓶口
细而颈短， 肩极宽博， 至胫稍
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
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 ”

两个月后，中国嘉德2015
年度秋拍在北京隆重登场，在
众多拍品里竟然出现了一只
郎窑红釉梅瓶，这不是首都博
物馆康熙特展时展出的那只
郎窑红釉梅瓶吗？

故宫的藏品咋跑到拍卖
场来了？

我立即上手观看嘉德这
件拍品， 原来它们不是同一
件。 与故宫藏品相比，两件器
物的釉色、型制、大小都非常
相似。 经对比相关资料，两只
梅瓶尺寸竟然完全相同，极有
可能是同期同批制作的产品。
嘉德这只瓶口至颈部因脱口
呈现白色比故宫藏品更多，渐
变效果更明显，釉色更迷人。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文物
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第42
页，编号25，注录另一只清康
熙郎窑红釉梅瓶，但尺寸比嘉
德这只稍大。 该书还特别注
明：康熙郎窑红釉梅瓶十分罕
见，故弥足珍贵。

嘉德这只梅瓶，拍卖图录
还注明曾经海外名家递藏。

在预展期的两天里，我把
这只梅瓶前前后后上手多次。
嘉德瓷器部的小温见我反复
把玩，便问我对这只梅瓶的看
法。 我忍不把自己这两天的考
证毫无保留地全讲出来，还把
首都博物馆展览里梅瓶的照
片翻给小温看。 小温越听越高
兴，他说：“这件东西是我亲自
从美国征集回来的， 东西对，
来源好……”小温还说只是没
去首都博物馆看过那只郎窑
红釉梅瓶，所以不好在拍卖图
录上注明两者是一样的，这下
好了，请你把那些资料都发给
我吧。我答：“好啊好啊。”我一
边拿出手机，一边问道：“你要
这些干吗呀？ ”他说：“查到这
么好的资料，我要发给朋友和
客户看，让他们来买呀！ ”

糟了！
都说女人叽叽喳喳话多，

守不住秘密。 这一下子全抖出
去， 不是给自己增加对手吗？
这是为自己挖坑啊！ 关键时刻
我总算清醒过来。 我把手机立
即塞回包包：“还是等拍卖结
束了才发给你吧。 ”小温一下
子愣住了， 很快他就恍然大
悟，笑着说：“哦哦，明白，好好
好，等拍完再给我吧。 ”

现场参加这场拍卖的人
不少，但拍过了一件明洪武的
釉里红大碗和一件清乾隆的
青花抱月瓶后，举牌的人气就
渐渐疏落，等到这件翘首以待
的梅瓶， 我的心都提到嗓子
上， 生怕半路杀出一个程咬
金，出现龙争虎斗，价格就不
知要拍到多高了。 谁知拍卖师
连喊几声， 也只有我一人应
价，落槌声一响！ 我竟以底价
竞得！ 比我心里的预算还低一
大截，真是喜出望外，当场笑
逐颜开了。

如果不是2015年艺术品
市场遭遇寒冬，这只一代名品
的郎窑红釉梅瓶，怎会这样顺
利归于我！ 幸甚幸甚！

此瓶小口、唇边，短颈、丰
肩 、瘦底 、圈足 ，造型雍容端
庄，曲线优美，釉色红艳鲜明，
釉汁肥厚。 口沿有脱口露白，
由颈部开始至肩部逐渐深红，
渐变效果迷人，且有强烈的玻
璃光泽。 底部施白釉，玉璧型
底，无款。

一件流失海外多年、经名
家递藏的康熙名品，通过中国
嘉德拍卖， 终于回流国内，来
到羊城，入藏于我，是幸也是
缘，感谢苍天！

“

《四美钓鱼》 杨柳青年画（故事出自《红楼梦》）

《治家格言》 杨柳青年画

《广寒宫》 北京年画

《小瓶花》 北京年画

羊城晚报记者：作为研究与收
藏杨柳青年画的国内权威 ， 您认
为杨柳青年画有什么特色？

王进：杨柳青年画与其他产地
的年画不同，是印绘结合的产品，
既有版画的刀法韵味， 又有绘画
的笔触色调， 构成与一般绘画和
其他年画不同的艺术特色， 笔法
细腻、人物秀丽、色彩明艳、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气氛祥和。

产品分为三等，一等俗称“细
活”，工艺套印二色或三色，淡绿、
槐黄、淡墨，然后“粉脸”彩绘，同工
笔重彩的技法。 二等套印五色，蓝
色、绿色、黄色、赭色、灰色，再加漏
红色。 手工“开脸”、精细一点的叫

“二细活”。 三等叫“粗活”，在着色
彩绘等环节上， 用工不是很多，是
为普通百姓过年准备的，工艺不同
价位也就不同。

传统杨柳青年画的创作中继
承了北派院体人物画的技法，彩
绘技法上在清代吸收了油画技
法， 表现人物及物体的明暗关系
及彩绘技法。

羊城晚报记者：您的木版年画
藏品大概有哪些种类 ？ 钟爱与收
藏年画的原因是什么？

王进：我的藏品主要是杨柳青
年画、桃花坞年画、北京年画及纸
马。 河南开封、河北武强、山东潍
坊、漳州、佛山的作品也有一些。

我出生于天津西青区杨柳青
镇，为保护家传民间美术藏品，青
年时期就曾学习装裱技艺， 并随母
亲学习杨柳青年画的彩绘制作技
艺。 2005年在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艺术系教授天津杨柳青年画历史
及杨柳青年画的彩绘技法。

我的藏品中，有一大部分是我
祖父、著名民间美术学者、年画收
藏与史论研究专家王树村先生的
旧藏， 我曾协助祖父整理家传藏
品北京纸马，出版了专著《迎春福
祉》。 近年，同天津美术学院王树

村 民 间 美 术
研 究 中 心 合
作，共同多次
策划、组织了
古 版 年 画 展
览 和 学 术 研
讨。 古版年画
是 我 终 生 研
究 与 收 藏 的
对象。

羊 城 晚
报记者：在您
的 收 藏 体 系
中 ，北京年画
占 重 要 的 位

置，它有什么主要的艺术特色？
王进：北京自古以来，一直是

北方重镇。 尤其是元明清三朝，作
为帝都的北京城， 也是政治与文
化中心。

文献记载， 每逢时令节日，尤
其是欢庆新年之时， 京城风俗盛
景堪称灿烂。 其中年画更是必不
可少之物，如《燕京岁时记》中所
载，“每至腊月，繁盛之区，支搭席
棚，售卖画片，妇女争购之，亦所
以点缀年华也”。

明清时期大量杨柳青年画流
入京城，甚至宫中，受到达官贵人
和城市居民的喜爱。 杨柳青著名的
年画作坊戴廉增还在北京东打磨
厂东口开店，后又加开“增华斋”分
店。 北京城也有刻印年画的作坊，
多为门神、纸马之类，其中崇文门
外顺和王家、 东四北纸马汪家，都
有数百年的刻印历史。

北京传统年画的制作工艺是
五色套印，作品的尺寸多样，以门
画为例， 最大幅的纵170厘米、横
75厘米，最小幅的纵28厘米、横18
厘米。 艺术特色与杨柳青的不同，
套印颜色以红、黄、紫、绿为主，人
物矮壮勇猛。

北京的纸马艺术非常精美，人
物的表现继承元代人物绘画特
点。 表现“自然神”的作品中大部
分延续了汉画像石的艺术特点。

羊城晚报记者：这次《鉴古观今
北宗拾零———王树村藏北京木版年
画展》有什么特别看点？这批王树村
先生旧藏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进：这次展览是以北京年画
为主题的首次大展， 包括门神门
画、 神像纸马与民俗杂画三个部
分， 展品多为王树村先生旧藏，共
110余幅。 作品系统呈现元代以来
北京的民俗文化，品相绝佳，从一
幅幅年画中能够触摸老一辈人的
新年记忆，探寻民间文化的奥秘，
对于历史研究、艺术史研究，尤其
是北京地区的民俗研究具有极高
的史料与文献价值。

北京的年画及纸马存世量非
常少，可遇不可求，藏家都希望能
够收到老的作品。北京年画在拍卖
的市场上很少能见到。 现在据说
有人在复刻北京年画的版， 希望
能够早日看到复制的作品出现。《钟馗》 桃花坞年画

《寿字图》 桃花坞年画

《孟母断机》 桃花坞年画复刻作品

著名收藏家 、 收藏理财
燃灯人 、传播中华文化学者 、
广州市当代艺术研究院理事
长 、著有畅销书 《你所不知道
的中国收藏》《藏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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