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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晚会

1、河南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

2、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

3、江苏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

4、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

5、四川绵竹木版年画

6、福建漳州木版年画

7、广东佛山木版年画

8、湖南隆回滩头木版年画

9、河北武强木版年画

10、重庆梁平木版年画

11、山东聊城东昌府木版年画

12、山西临汾平阳木版年画

13、陕西凤翔木版年画

14、山东阳谷张秋木版年画

15、四川夹江木版年画

16、河南滑县木版年画

17、湖北老河口木版年画

苏州古城温润多姿、绵延千年
的文脉，赋予桃花坞木版年画灵秀
卓然的品格。清雍正、乾隆年间是
桃花坞年画最繁盛时期，这里聚集
着数百名画师和印刷工匠，年画远
销南洋，“桃花坞”成为苏州木版年
画的代名词。

翻看一些记录苏州人文旅游的
书籍或游走在山塘街、平江路等历
史街区，可以看到“桃花坞年画”的
店铺。苏州还有一条桃花坞大街，
是一条不宽的石板路，两旁排列着
粉墙黛瓦的民居，高悬的灯笼和春
联渲染着过年的喜气。在桃花坞大
街上的店铺中，不难寻找到年画的
影子。在与桃花坞大街相交的校场
桥路的朴园里，找到了桃花坞木刻
年画博物馆。走进去，一个清新雅
致的园林映入眼帘，年画博物馆静

静 地 掩 映 在
扶疏绿荫中。

博物馆目前征集收藏了数百幅
古版年画藏品。有福字图、合家欢、
麻姑献寿图、双美爱花图、姑苏玄妙
观等珍品陈列。实景展示部分，客
厅里贴着“三星高照”“八仙过海”，
寓意高朋满座；卧室里贴上“花开富
贵”“早生贵子”，寓意夫妻和美，这
些反映古时百姓生活情形的年画，
被现代人所喜欢。只见一张桌子上
放置了刻版、刻台、印台、棕刷、棕
擦、拳刀等刻印工具，几位三十岁出
头的传承人在一丝不苟地刻版。右
手握刀，娴熟地在木版上刻画线条，
鼻尖沁出点点汗水却顾不得擦掉，
全神贯注的样子如制作天下最珍贵
的瑰宝。据介绍，一幅桃花坞木版
年画并不是由一个画家单独完成，
需经画、刻、印三大步骤，凭借一个
集体创作而成。与其他地区的年画
相比，桃花坞年画的特色是完全靠
套版印刷，印制完成后不着一笔，以
刻功见长。一把正好被手掌盈盈一

握的拳刀可以演变出发刀、衬刀、挑
刀、复刀四种刀法，讲究“发刀准，挑
刀狠，铲底轻”，线条刻出来要自然
劲健，干净利落。一般而言，学会桃
花坞年画的画稿要 5 年、刻版要 4
年、印刷要2年。

2008 年年初，一幅创作于清代
雍正年间的年画《一团和气》在朴园
复制成功，这堪称桃花坞年画重现
经典的开山之作。《一团和气》告诫
宫廷的人要和睦相处，流传到民间
寄予世人团结如意的愿望。

历史以来，桃花坞木版年画承
载着一派独特民风，那就是从内容
到社会功效，名曰木版年画但不仅
限于新年张贴悬挂。而是顺应时
节，在每年不同的节日和节气来临
时，都要借木版年画表达不同的美
好期盼。如在辞旧迎新时贴“欢乐
图”；立春时要贴“芒种春牛图”；中
秋节要贴“月宫图”……贴着贴着，
新的一年又来了。

古时朱仙镇名列“中国四大古
镇”之一，成就其美誉的是兴于这里
并流传千古的木版年画。朱仙镇木
版年画作为中国传统美术的杰出代
表，入选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去朱仙镇那天，正赶上开封罕见
的一场大雪。漫天飞舞的雪花中，使

古镇的上午少了几分喧嚣，目之所及
是有些店铺和摊贩在清扫门前的积
雪。这个栉沐千年风雨的古镇，无法
想象它曾有的辉煌。明朝时期在此
建起的岳王庙，侧面即岳庙大街，是
古镇上木版年画一条街，现在恢复了
多家木版年画老字号，在这条老街上
不仅可以感受到传统木版年画的魅
力，花上几十元即可购得心仪年画工
匠的宝贵作品。

据史料记载，有着“中国木版年
画鼻祖”之称的朱仙镇木版年画，诞
生于唐，兴于宋，明清时期达到 300
余家年画作坊。运河的开通使朱仙
镇成为中原的商业重镇，年画的销售
随之达到繁盛，众多客商从现在的山
东、江苏、安徽、福建、宁夏等区域汇

集到这里，买走全
国 三 分 之 二 的 年
画。

朱仙镇木版年
画的兴盛离不开开
封这片沃土。北宋
年间的开封，是全
国政治、经济、文
化的中心，庞大的
市民阶层激活了对
民俗文化的需求，
给年画的创作提供
了丰厚的土壤和市
场。孟元老《东京
梦华录》中记载,

“近岁年，市井皆印
卖门神、桃板、桃符
等。”展开描绘北宋
社会生活的《清明
上河图》，卷首的近
处“王家纸马”店的
幌子清晰可辨。

漫步在紧依古运河的年画一条
街上，两侧的老屋墙皮斑驳，嶙峋的
房檐昭示着它曾经历过的岁月沧桑，
原汁原味浸满乡愁。一座二层铺面
高高撑起黑底黄字的“幌子”，上书

“天成老店”。油漆剥落的老屋里没
有任何装修，四面墙壁上挂满了年
画，造型威武的门神、铁面虬髯的钟
馗头、五子夺魁、松鹤延年、莲生贵子
等等代表性题材的年画琳琅满目。

“天成老店”第五代传人、七十多
岁的尹国全老人衣着朴素，坐在堆放
了各色颜料的台前，在孙子的协助
下，反反复复涂抹不同的颜料，套色
印制着年画。台上放置新刻好的一
套雕版，听介绍花费了老人一个月的
时间。旁边铁架上挂满了花花绿绿，

刚印完在晾干的年画，煞是好看。柜
台后坐着尹老的老伴，制作台连着柜
台，典型的传统作坊。

在尹国全看来，真正原汁原味的
传统技艺正面临丢失的危险。几十
年里他传承创作雕版300多套、1500
多块。他说：“俺印年画的颜料都是
用松烟、槐米、章丹等植物精心加工
熬制而成的，虽然费时费力，但是跟
现在的工业颜料比起来，颜色更正。”

“老辈儿传下来的东西不能丢，俺的
两个儿子和孙子都是继承人。”看着
他比常人略显粗糙的手，和脸上被岁
月沟壑出的皱纹，一种震撼弥漫心
底。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内容，大多取
材于人们熟悉的历史故事、神话传
说。印制手法主要是雕版水色套印，
六版一套，有的一套多至九版。红、
黄、绿、紫的套色，艳丽夸张。人物形
象头大身小，看上去土头土脑，憨得
可爱。多数人物脸部采用白脸、红眼
皮，这是它特有的手法，也是朱仙镇
木版年画代表性的画风。苍劲古拙
的线条，简洁对称的图案，粗犷厚实
的气息，体现了地处中原腹地朱仙镇
浓浓的乡土艺术风格。鲁迅先生曾
评价朱仙镇木版年画，“这些木刻朴
实，刻线粗健有力，不染脂粉，人物没
有媚态，色彩浓重，很有乡土味。”

1998 年对外开放的实景主题公
园清明上河园，坐落在开封市龙亭湖
西岸。它是一座以北宋画家张择端的
写实画作《清明上河图》为范本，以宋
文化为主题的大型历史文化公园，现
为5A的景区。园内一年四季都售卖
朱仙镇木版年画，在复古的年画店可
了解传统木版年画制作，游人不仅可
以欣赏、选购，还可以现场参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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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民俗；不同
的人家有不同的期盼。但根植在心底，祈盼美好
生活的情怀是相通和难改的。而承载炎黄这份
厚重情怀、演绎着民俗百态、扮靓了人们生活的
艺术表现，少不了多彩的年画。

中国年画的渊源可追溯到秦汉或更早的驱
鬼、避邪之类的守护神门画，包括桃符、钟馗神
像、天行帖子等。到了宋代，随着雕版印刷技术
的兴起和成熟，年画由守护神门画，逐步演化成
着色、套色的木版刻印年画，在中国绘画史上首
开了木版年画的先河。

近年来，先后有天津杨柳青、江苏苏州、山东
潍坊、四川绵竹、河南开封、陕西凤翔等 17个国
内主要产地的木版年画，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我在十余年寻找年画的旅程中发现，
中国木版年画的发源地，开封“朱仙镇”的年画，
炎黄气息浓郁，情感色彩饱满，民俗民情生动。
而被世人赞誉为“南桃北柳”的苏州桃花坞和天
津杨柳青年画，辉映南北最为耀眼。它们依据现
实生活进行创作，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画面繁盛
热闹，充满表现力和吸引力。

今天，历史悠久并堪称华夏经典文化遗产的
木版年画，被越来越多的人重新拾起，由过去张
贴在屋内四壁变为制作和装裱精美的艺术品，辞
旧迎新，包括日常乔迁、新婚等，布置悬挂厅堂
店铺。特别是一些年画产地大街小巷的庭院人
家，“总把新桃换旧符”，悬挂在厅堂的年画和张
贴在两扇院门外的门神，与吉瑞的福字楹联、喜
庆的红灯笼形成一道靓丽的新春风景。彰显了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散发着百姓心底难以割
舍的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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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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王安石《元日》

一 开封朱仙镇 开辟木版年画先河

二 苏州桃花坞 承载着美好期盼

三 天津杨柳青
深受多元文化影响

▲天津古文化街即景

▲每年 12 月初便开始进入了年画制作的高峰期。图为正在全神贯注印制年画的尹国全

年画最早的表现形式，是新年贴在门上的门画即“门
神”，不同地区用色和手法迥异

制作台连着柜台的“天成老店”，
处处透着岁月的沧桑

杨柳青门神年画

蕴含吉祥、快乐寓意，“玉成号画
庄”的杨柳青年画《合家乐安然》

▶苏州的小桥流水人家皆
可入画，孕育滋养了灵秀卓然的
桃花坞木版年画

▶ 古
色古香的
桃花坞历
史经典木
版 年 画

《花 开 富
贵》

◀《一 团 和
气》是桃花坞木
版 年 画 的 代 表
作之一

◀雪后的开封清明
上河园如诗如画

中国传统木版年画主要步骤之一刻版

杨柳青年画需花费大量的工夫用于
手工彩绘。图为“年画张”一位画师正专
注于经典名画《连年有余》彩绘的收尾

杨柳青年画五子夺莲曾被选做邮票

四川绵竹年画门神，尽书
新春的吉利，辉映着寻常人家
的幸福日子

链接

十七个入选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的
木版年画名单

虎年七日谈 三阳开三阳开泰泰

春节期间，来到位于天津市西青
区的杨柳青镇时，一幢幢雕梁画栋的
仿古建筑立即映入眼帘，已经结冰的
古运河静静地“冬眠”在镇中，几座漂
亮的拱桥横跨冰面。

被子牙河、南运河、大清河所包围
的天津杨柳青，明清时期是南北货物
流通和海外贸易的重要码头，杨柳青
木版年画因此深受多元文化的影响。
据史料记载，杨柳青年画最早出现于
明朝万历年间，清朝乾隆年间达到空
前兴盛。1958年国家为抢救年画艺术
成立了杨柳青画社，对杨柳青年画进
行收集整理，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年
画艺人。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
文化旅游市场的繁荣，杨柳青年画需
求扩大，使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又重
新回到了百姓的生活之中。同时，杨
柳青年画也进入国际艺术品销售、珍
藏市场。

如果说桃花坞年画就像含蓄秀美
的佳人，那么杨柳青年画则是活泼率
真的男子。从怀抱鲤鱼、手拿莲花的
胖娃娃图到吉庆祥瑞的福禄寿三星
图，创立出了鲜明活泼、喜气洋洋、情
感饱满的独特风格。杨柳青年画继承
了宋、元绘画的传统，吸收了明代木刻
版画、工艺美术、戏剧舞台的形式。其
前期工艺和桃花坞年画基本相同，都
采用画稿刻板套印；到了后期制作，却
要花费大量的工夫用于手工彩绘。一
幅年画需经过勾样、雕刻画版、木版套
印、手工彩绘、装裱五个主要工序，加
之三次以上单色版套印。由于采用印
绘相结合的方法，具有文静、雅致、活
泼的视觉效果，是其他民间年画无法
企及的。画面内容以民间生活、胖娃
娃、侍女和历史故事为主，最为经典的
当属《连年有余》，画中的娃娃童颜佛
身，戏姿武架，怀抱鲤鱼，手拿莲花，迎
合了民间“祈福迎祥”“多子多福”的美
好愿望。

古色古香的明清街上，玉成号、义
成永、古柳祥、华云斋等目不暇接，年
画作坊一家挨着一家，杨柳青镇内的
年画生产作坊和销售店铺已有六十余
家，是恢复最好的年画产地之一，似乎
又回到了清乾隆年间“家家点染，户户
丹青”的景象，购买年画的游人常年络
绎不绝。

杨柳青镇中的全国首家木版年画
博物馆，每年正月都会举办“赏年画，
观民俗”系列活动。博物馆首层展厅
中的北方民居，灶台上贴着一幅代表
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的“灶王爷”；
水缸上贴着一幅代表连年有余、造型
活泼生动的大鲤鱼；堂屋正中贴着一
幅福禄寿三星中堂画，庇佑全家；两侧
的居室，婆婆住的上房屋，贴着有教化
意义的年画；儿媳妇住的下房屋贴着
多子多福的年画；炕边上贴着乡土气
息很强的炕围子画。到博物馆的游人
还可体验一下木版年画的制作过程。
走出博物馆，我印迹最深的是杨柳青

年画的绚丽鲜活，难忘当地人家“贴上
年画才算过年”的坚守。

如今，年画的改良与创新是上了
年纪的年画匠人和年轻的画师们共同
面临的新课题。虽然耗时耗力，但看
得出其中有绵密的生活滋味，有丰沛
的情感和审美情趣，更有年文化淋漓
尽致的表达和炎黄千百年来的梦想。
拥有两千余年历史，由中国乡土艺人
创造的木版年画，堪称世界上最古老
的画种，中国民俗的百科全书和充满
华夏文明元素的“活化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