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版年画之于春节的重要性，曾经十分了

得。贴年画，辞旧迎新，驱邪纳福。每逢腊月二

十三，家家户户撕掉旧年画，把屋子打扫干净，迎

接新年到来。大年三十，全家人欢欢喜喜地在门

窗、墙壁上贴上新年画，祈求来年家宅平安、风调

雨顺。

我国幅员辽阔，年画的风格也因地域不同而

多种多样：有宫廷趣味和市民趣味的杨柳青年画；

有粗犷朴实、充满乡土气息的山东潍坊和河北武

强年画；有古朴稚拙的河南朱仙镇年画……在西

北地区，陕西宝鸡凤翔的木版年画则广受欢迎。

乡土气息，西北韵味

冬日的中午，阳光温暖明媚。这对已经眼花

的邰立平来说，是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刻。他坐在

工作室南阳台的矮凳上，正精雕细刻。榔头敲打

刀柄，锋利的刀锋沿着画好的墨线前进，一缕缕

地剔下木屑。刻完一笔，邰立平扶了扶花镜，抬

起头说：“每一刀都要屏住气，刻完才能呼吸。”

凤翔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 69
岁的邰立平则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凤翔年画始于唐宋，兴于明清。明正德年间，

邰氏家族就已有 8户从事年画刻印或贩卖。年画的

版样经过数代积累，逐渐丰富，邰氏也成为凤翔年

画最重要的老字号和传承脉络。清末，邰家创立

“万顺画局”，后人传承又改名为“世兴局”。最鼎盛

时，家族有 70多家年画作坊，年产量高达 600万张。

凤翔木版年画植根于西北，具有浓厚的西北

味。和其他年画相比，凤翔年画显得更为粗犷。

木版年画的制作工艺主要分为画样、刻版、

印刷、填色四大流程。凤翔年画以线刻为主，线

条刚劲有力，简明质朴，生动大方；色彩上以鲜明

的红、绿、黄、紫为主，再衬以黑色线条，对比强

烈。印刷时先用颜色印染天地，再开红光、涂胭

脂、加重彩，后套黑线主版。“这样印刷出来的画

面和谐朴实，发散出浓浓的乡土气息，这是很多

人喜欢凤翔年画的主要原因。”邰立平说。

恢复刻版，只争朝夕

“我小时候，家里的床上、桌子上、窗台上到

处都是年画刻版，我是浸在西游记、三国、白蛇传

等故事传说中长大的。一出生，我就和年画分不

开了。”邰立平说。

受祖父和父亲熏陶、培养，邰立平 6 岁起就跟

随祖父邰世勤学习填色，9 岁开始在父亲邰怡的

指导下，系统地学习家传年画工艺。初中毕业

后，邰立平走上了木版年画的传承之路。

“文革”期间，邰家几代人积累下的刻版，被

抄走、损毁。“文革”之后，邰立平和父亲着手恢复

传统年画。“但这并不容易，在老画版丢失的情况

下，只有沿着祖辈、父辈当年走过的路，一点点搜

寻他们散落在各地的画样。”邰立平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邰立平得知，陕西省群众

艺术馆收藏了近 100 幅祖父在 1954 年创作的年

画。他激动不已，赶到馆里，花了几天时间，先用

铅笔把样子描下来，再回家用毛笔画出来，《西游

记》的版就这样得以恢复。他将这些画印出来，

经过手工填色，拿去和馆藏的祖父作品对比，发

现二者几乎一模一样。在不同的时空，两代人对

年画色彩的把握如出一辙。

1984 年，父亲去世，恢复工作只剩邰立平一

人支撑，情况愈加艰难。“时间紧迫，我就白天刻

版，晚上封色，这么干了六七年。当时最多一天

可以连续干 21 个小时。”其中有 3 年，他独自完成

了 170 余套老版刻版的复制工作，相当于两代人

积存下来的刻版量。

只要有机会见到邰氏老版年画，邰立平都会

想方设法赶去照样恢复刻版。“到现在，我一共搜

集了大约 400 个品种，凤翔年画最强盛的时候大

约有 700 个品种，现在基本代表作品我们都已经

恢复了。”

这种努力使得凤翔木版年画恢复了较为完

整的体系，包含有门神画、家宅六神画、十美图、

风俗画、传统戏剧画等类别。经过多年苦心搜

集，邰立平终于实现了父亲的夙愿，先后出版了

两卷《凤翔年画选》。

“目前，《凤翔年画选》第三卷的 104 块墨线版

已经完成，刚好是第三卷的一半的量，还有一个

套色版，有五六百块，估计需要十几年时间。我

现在正在努力，尽可能在我这一生当中把它完

成。”邰立平说。

走出国门，走进大学

对于凤翔木版年画来说，最大的冲击来自于

胶印年画。经过了上世纪 80 年代的黄金期，到了

90 年代，家家户户贴的便是胶印年画了，木版年

画的手工作坊相继关闭。

“当时我就考虑，必须跳出来，做艺术品。”邰

立平说。

邰立平开始对木版年画进行创新。他把原来

印刷年画用的机制纸改成宣纸，把颜料从化学原

料改成植物原料，后来又改成国画颜料。过去民

间的年画，每个颜色印一次。现在，每一个颜色要

印三次，让颜色吃进纸里。

这样的创新是成功的。1994 年，邰立平应澳

大利亚墨尔本澳华历史博物馆之邀赴澳举办《中

国民间年画珍品收藏展》，同年 3 月应香港中华文

化 交 流 中 心 之 邀 ，赴 港 举 办“ 民 间 吉 祥 物 展 ”。

1999 年，他随中国艺术代表团赴法国参加“99 巴

黎——中国文化周”。2005 年，他应邀参加上海

民族民间艺术博览会，并获得特殊贡献奖。邰立

平年画的主要销售市场是收藏者，在欧洲的展会

上，他一张年画的售价为 1200 欧元。

“不管是到中央美院还是浙江美院，不管是

去澳洲还是欧洲，做完展览，作品都被收藏了，这

说明艺术界对这种形式是接受的。”邰立平说。

邰立平的小女儿邰高娣是邰氏凤翔年画的

第二十一代传人，她帮助父亲做了大量的年画

整理工作。在这位“80 后”看来，年画要想有新

的发展，就一定要有所创新，要和国内的设计师

合作，产生思想的碰撞，创造出具有现代气息的

新年画。

对于女儿的提议，邰立平深有感触。几年

前，他应邀到中央美院给学生上选修课，并要求

每位学生交一幅结课作品。他没有想到，学生们

的创作那么美：有的把门神的头部放大到占身体

1/2，特别卡通；有的把杨柳青年画的着色用到了

凤翔年画上，让人耳目一新。“给更多年轻人创造

机会，让他们接触民间艺术，施展才华，这是对中

国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邰立平说。

在刻画中传承创新
本报记者 张丹华

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人，自幼随母亲

学做窗花，现为河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蔚县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河北省首届

一级工艺美术大师。

钻研：融入更丰富文化

窗外，寒风凛冽，气温已接近零下 20 摄

氏度。

室内，暖意正浓，高佃亮端坐在桌前聚

精会神以刀刻纸。

刀口朝内，刀尖垂直向下，顺着宣纸上

事先勾画好的“纹路”下刀、收刀，先内后

外、干脆利落……不一会儿，一幅栩栩如生

的荷花图便在高佃亮的刀尖下呈现。戏曲

脸谱、古装人物、祥禽瑞兽……河北省张家

口市蔚县职教中心的剪纸工作室内，挂满

了高佃亮的剪纸作品。

蔚县剪纸，以刀代笔，以刻为主。“蔚县

剪纸讲究心手配合，刀随心动。刻的过程

也是注入自己思想的过程。有了思想，刀

下的作品才有生命力。”高佃亮说，一样的

图案在不同剪纸艺人的刀尖下会呈现不同

的风格。

高 佃 亮 第 一 次 接 触 剪 纸 是 在 6 岁 那

年。那时，母亲每天都会在家剪纸以补贴

家用，高佃亮便跟着学起来，没过多久就熟

练掌握了蔚县剪纸的刻染技艺。“剪纸给我

带来了自豪感。”高佃亮说，上小学时，自己

剪的窗花就有人买，别人的肯定让他对剪

纸越来越感兴趣。初中辍学后，剪纸便成

了高佃亮的营生。

他 不 仅 以 剪 纸 谋 生 ，更 是 痴 迷 于 此 。

在各地兜售窗花时，看到精美的剪纸作品，

高佃亮总会以多换少、千方百计买回来细

细琢磨、研究。为了提高剪纸技艺，饿着肚

子站半天，观看其他艺人刻纸刀法和配色

染色技巧，对高佃亮来说也是常有的事。

作为全国唯一的点彩剪纸，蔚县剪纸

重刻更重染。染得好了，剪纸的神韵就出

来了。“蔚县剪纸原来的染色较为死板，尤

其在刻画人物时比较明显。”高佃亮说。有

一次，他在偶然间看到了几幅年画娃娃，画

卷色彩艳丽明快，娃娃面部表情活灵活现，

令高佃亮眼前一亮。“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

绘画技巧也融入到剪纸中呢？”高佃亮便多

次前往天津杨柳青年画社学习手工彩绘技

巧，在此后的创作中还大胆吸收中国水墨

画和中国工笔重彩画等手法，为蔚县剪纸

注入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推动了蔚县剪

纸技艺的创新发展。

“继承传统艺术的目的是发展。”高佃

亮说，“中国的文化底蕴如此深厚，需要不

断地学习，为剪纸融入更多文化元素。”

传承：带动更多人参与

“刀尖垂直向下，下刀要干脆，一定不

能分心。”剪纸培训室里，刘润芬正手把手

教学员们刻制剪纸。作为蔚县剪纸的顶尖

刀工之一，今年 45 岁的刘润芬是蔚县职教

中心剪纸刀工教学教师，2017 年，她还参与

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会徽剪纸

版的制作。

“做手艺就是要一丝不苟、踏踏实实、

精益求精。”15 岁拜入高佃亮门下，30 年过

去了，师父的这句教诲刘润芬仍记得清清

楚楚。把得严，才能学得实。“记得当时学

剪纸，光制作刻刀我就学了两年。”刘润芬

说，“要想手艺被认可，那得先把刀刻明白

了。”锤、锉、磨、淬……制作一把刻刀需要

经过多道工序，非常费功夫。刘润芬以前

最 怕 师 父 来 检 查 刻 刀 ，“ 重 做 是 常 有 的

事”。但正是高佃亮的严格要求，才成就了

刘润芬现在的好手艺，也为蔚县剪纸培养

了一批又一批优秀艺人。

“ 传 承 的 关 键 在 于 人 。”高 佃 亮 说 。

1990 年起，高佃亮创建的单堠亮星剪纸厂

便正式收徒传艺。这是蔚县第一家公开收

徒的“窗花社”，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仅剪纸厂所在的单堠村便有 50 多户人家加

入，县里其他几十个村庄也陆续有人来报

名。“来学艺的孩子大多家庭贫困，对他们

来说，来剪纸厂不仅管吃管住，还能学门手

艺，是件好事。”高佃亮说。1998 年，剪纸厂

搬到了蔚县县城，前来学习的人更多了。

此后，高佃亮还与蔚县残联联合办学，学徒

也从贫困户、残疾人，逐步拓展到全国各地

的剪纸爱好者。

发扬：搭建更广阔平台

2020 年 11 月，高佃亮带着自己的剪纸

作品走进了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能去进博会向世界朋友介绍咱们蔚县剪

纸，我感到非常激动，也非常自豪。”为此，

高佃亮特意带上了自己新创作的《长城万

里图》。

展台前，黑白色调的 10 米长卷徐徐展

开，从山海关到 八 达 岭 再 到 大 境 门 ，长 城

沿线的重要节点一一呈现，引来不少观众

的围观 和 赞 叹 。 展 会 现 场 ，就 有 上 海 一

家文化公司代表当场提出合作意向。“未

来 ，将 由 他 们 搭 建 平 台 ，我 们 提 供 技 艺 ，

共同把蔚县剪纸推广到世界各地。”高佃

亮说。

对于高佃亮而言，进博会不仅为传统

剪纸技艺搭建了一个展示的大舞台，也为

自己提供了一个借鉴学习的大平台。新奇

有趣的高科技产品，琳琅满目的非遗作品

……高佃亮看得兴致盎然。年近花甲，对

科技前沿、未来趋向，高佃亮仍饱含热情。

“真是大开眼界！文创产品将是未来蔚县

剪纸产业发展的方向。”回到蔚县，高佃亮

久久不能平静，新目标、新方向为他注入了

一股活力。

从事剪纸产业过程中，高佃亮一直在

不停地摸索。最初，卖窗花时想着如何提

高技艺；窗花市场萎缩后，高佃亮转向了剪

纸 挂 历 、剪 纸 台 历 、剪 纸 贺 卡 、剪 纸 画 轴

……“剪纸是一门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艺

术。”高佃亮说，在制作剪纸画轴时，他发现

剪纸色彩易褪色，无法长时间保存。为此，

他先后把矿物质色、油画色、国画色、彩喷

的色浆等用在剪纸上，反复试验，终于找到

了一款能显示剪纸最佳效果但又不掉色的

材料。“现在的蔚县剪纸，不仅实用，更具有

观赏性，值得收藏。”高佃亮说，“未来我们

还要推出更多作品，推动蔚县剪纸走向更

广阔的舞台。”

图③：高佃亮剪纸作品“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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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张红纸、一把剪刀，纸屑飞落间一幅栩栩

如生的牛年剪纸赫然呈现……临近春节，记者走

进郝宪义的工作室，墙上、门窗上到处张贴着他

的剪纸作品，他正在桌前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 82 岁的郝宪义是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从 8 岁起跟随奶奶学

剪纸，如今已经创作剪纸作品 1 万多幅。70 多年

来，他潜心钻研剪纸艺术，传承传统文化，不

断推出极富时代气息的作品，记录社会

发展、赞美幸福生活。

“在一些重要日子，我和老伴

会用剪纸表达我们的心情。”建

党 90 周年之际，郝宪义创作

了一套大型“红色记忆”系列剪

纸作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抗战精神》《地道

战》等系列作品面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之际，他们创作了关于马

克 思 的 剪

纸 作

品；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夫妻二人创作了

系列献礼作品。郝宪义说：“剪纸源于现实，想要

跟上时代就要与时俱进。”

传帮带也是郝宪义的心头大事。2017 年至

今，他在昌吉市光明社区“郝宪义剪纸工作室”免

费开设剪纸培训班，只为将这项传统技艺传承下

去。剪纸培训班的“学生”已超过 300 人。小小工

作室，正将剪纸艺术发扬光大。

图④：郝宪义剪纸作品。

本报记者 阿尔达克摄

郝宪义：潜心钻研剪纸艺术
本报记者 阿尔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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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年画

凤翔年画始于唐宋，兴于明清，流传至

今。植根于西北，具有浓厚的西北风情，粗

犷大方。以线刻为主，刚劲有力，简明质朴；

色彩上以鲜明的红、绿、黄、紫为主，再衬以

黑色线条，对比强烈。

图①：邰立平作品细部。

本报记者 张丹华摄

图②：邰立平制作年画。

本报记者 张丹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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