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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春联，剪窗花，挂年画……俗话说

“无画不年”，每逢春节，几乎家家户户都

会张贴年画，辞旧迎新。目前，共有包括

天津杨柳青、河南朱仙镇、苏州桃花坞、

福建漳州、广东佛山等 17 个木版年画项

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一张张风格各异、内容多样的

年画，承载的无不是中国人祈福纳祥、禳

灾避害的愿景，表达了对新年的美好向

往和追求。

画中有戏，百看不腻。且不说年画

的工艺、形式十分讲究，单是年画中记录

的历史信息、社会百态、风物人情、时令

习俗、神话传说、小说戏文等，便可谓洋

洋大观、应有尽有，有专家称其为“中国

民间社会生活的图像志”。

然而，古老的年画发展到当下，面对

工业产品的冲击，面对急剧改变的生活

场景、节庆习俗和生活习惯、审美倾向，

如何发挥优长，如何巧妙地融入现代生

活，怎样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已经是摆在

年画传承人和从业者面前的不可回避的

课题。

近年来，在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指

导下，从“年画重回春节”系列活动，到年

画传承发展大会，广大年画传承人、专家

学者、设计师、企业等充分沟通，年画系

列展览、培训、研讨、再创作等活动次第

开展，新创作、新作品、新应用、新传播层

出不穷，年画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精神

力量有力彰显，全社会喜爱年画、欣赏年

画并进行年画消费的氛围日渐浓厚。

年画祈愿吉祥如意、平安幸福，不少

传 承 人 探 索 将 应 用 场 景 扩 大 到 整 个 年

份 ，巧 妙 刻 画 二 十 四 节 气 以 及 端 午 、重

阳、七夕、中秋等传统节日，并及时回应

和展现当下生活的方方面面，年画之美

在时间中发酵、陈酿，已经成为许多年轻

人生活中钟爱的陪伴。

年画之“画”，也突破了“画”，年画的

呈现有了更丰富的艺术形式。传统年画

素材万千、形式多样、审美独特，不少传

承人、国内外设计师都在其中寻找灵感

和素材，应用于文化创意产品和艺术衍

生品开发、服装设计等方面。古朴的瓷

瓶 瓷 杯 、晶 莹 的 琉 璃 挂 件 、实 用 的 帆 布

包、特色的马克杯和手机壳、有趣的文化

衫……在这些精美的文创产品里，杨柳

青 年 画 不 再 仅 仅 是 宣 纸 上 的 鲤 鱼 胖 娃

娃，桃花坞年画的“一团和气”也更加生

动有趣。经过设计开发，年画与现代人

的衣食住行有了更多连接，在“新国潮”

中勾画了一道亮丽风景。

年画和年画传承人也从线下走到线

上，迅速出圈，实力吸粉。滩头木版年画

的年轻传承人将老作坊、老器材、老手艺

等搬上直播平台，一錾一刻、一印一绘，

充满美的发现和享受，蹿红网络；凤翔木

版 年 画 为 网 络 游 戏 人 物 设 计 形 象 和 皮

肤，受到广泛认可……经过系列创新实

践，年画动起来、活起来、立体起来，深入

渗透到互联网生活中。

当 前 这 些 创 新 实 践 为 古 老 的 年 画

找到了更多元的发展道路，也为其它门

类 的 非 遗 传 承 发 展 积 累 了 可 供 借 鉴 的

经验。但同时，只有保有匠心精神和艺

术 追 求 ，才 能 不 至 于 陷 于 浮 躁 、损 害 年

画 本 身 ；只 有 坚 守 传 统 工 艺 和 技 法 ，才

能创作更具技术含量、审美高度和市场

价值的作品；只有不断对传统技艺做深

入 研 究 ，才 能 源 源 不 断 汲 取 发 展 的 动

力，行稳致远。

年画涌动“ 新国潮”
李呈钺

我 国 年 画 界 素 有“ 南 桃 北 柳 ”之

说，“南桃”指的是苏州桃花坞年画，而

“北柳”指的就是天津杨柳青年画。据

史料记载，杨柳青年画兴起于明末清

初，至清中叶达到全盛，当时杨柳青全

镇连同附近的三十几个村子，“家家会

点染，户户善丹青”，画庄林立，产销两

旺。近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杨柳青年画再次

焕发生机。

今 天 ，走 进 杨 柳 青 镇“ 玉 成 号 画

庄”，迎面而来就是品类繁多的年画，

那鲜艳的色彩、喜庆的氛围、有趣的故

事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年届七旬

的画庄主人霍庆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

霍庆顺说：“年画题材丰富，但归

根结底，年画必须突出一个‘年’字，画

有年味，年在画中。我概括杨柳青年

画 的 内 涵 是‘ 期 盼 、祥 和 、吉 祥 、喜

庆’。离开这 8 个字就不是年画，而是

其他画作品种了。”

从最初诞生到今天，年画有上千

年的历史，杨柳青年画传承至今也已

600 多年。至今过年贴年画仍然是和

贴对联、贴福字等传统相伴的年俗活

动 。 年 画 为 什 么 有 这 么 顽 强 的 生 命

力？霍庆顺说：“年画就是为咱老百姓

服务的，年画喜庆、吉祥，代表着对新

的一年的期盼和梦想，所以年画符合

大众的心理需求，老百姓谁不盼着美

好幸福的生活？”

在 霍 庆 顺 看 来 ，年 画 不 仅 蕴 含

着 美 好 的 期 盼 ，更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载 体 ，富 有 教 育 意 义 。 杨 柳

青 年 画 里 许 多 是“杨 家 将 ”“岳 家 将 ”

等 表 现 爱 国 精 神 和 民 族 气 节 的 故

事 ，也 有 像“ 孟 母 择 邻 ”等 表 现 传 统

教 育 思 想 的 故 事 ，生 动 活 泼 ，以 前 很

多 人 看 年 画 就 能 学 到 不 少 知 识 ，懂

得 不 少 道 理 。“ 我 希 望 年 轻 人 通 过 年

画 了 解 咱 们 的 传 统 文 化 ，学 到 人 生

的道理。”霍庆顺说。

传统上，杨柳青年画要经过出稿、刻

版、印刷、彩绘、装裱五大工序。每一道

工序都包含着复杂的工艺。霍庆顺的儿

媳妇张宏 19岁开始学画，一开始老师唯

一的要求就是“上手不抖”，练了好几年

才能稳稳地为人物“做脸”。“看画先看

人，看人先看脸，脸上的色彩如何对一幅

画很关键，”张宏说，“通俗地讲，做脸就

像化妆，要一层一层地涂色，只有多次彩

绘，浓淡合适，才能使人物脸色看着又精

致又透亮。”

在 今 天 ，丝 网 印 刷 、电 脑 绘 图 等

新工艺大行其道，但霍庆顺仍然坚持

着 传 统 的 五 道 工 序 。 有 人 曾 问 霍 庆

顺，“画年画这么麻烦，工序能不能省

一省？”“不能！缺一不可！缺了一个

就不是杨柳青年画了。”霍庆顺说。

尽管在工艺上坚持传统，但今天

的杨柳青年画也在不断创新，融入时

代。以年画图案为元素的台历、周历、

衬衫、手机壳、丝巾等文创产品大量涌

现。年画喜庆、吉祥的美好寓意和表

现手法非常适合重大主题创作。“年画

虽 然 传 统 ，但 一 样 可 以 表 现 时 代 精

神。”张宏说。

“杨柳青年画这些年是越来越好

了，政府重视，宣传展示的机会很多，

知名度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霍庆顺

说，目前杨柳青镇上的画庄已经发展

到数十家，来参观和购买年画的游客

越来越多。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近几年启动

以人才培养、年画创新和文化交流为

突破口的“杨柳青年画振兴工程”，并

与多所高校合作，培养有文化、有技艺

的新型人才，鼓励年画创新，借助新媒

体技术，开拓培育新型市场，推进民间

传统技艺和特色文化焕发新的艺术生

命力。霍庆顺说：“我们作为传承人不

能辜负政府的帮助，一定要把杨柳青

年画发扬光大。”

天津杨柳青年画天津杨柳青年画

吉祥喜庆吉祥喜庆 融入时代融入时代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贺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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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版 年 画 展 。 图 为 展 览 现 场 的

表 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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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杨柳青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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邰氏家族世代居住于陕西宝鸡凤

翔县南肖里，以刻印年画为生，到现在

已经 500 多年。

“凤翔木版年画传到我这是第二

十代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凤翔木版年画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邰立平生于

1952 年，他从 6 岁开始学习年画填色，

9 岁就系统学习家传的年画工艺，“一

辈子没再离开年画。”

据记载，凤翔木版年画始于唐宋，

盛于明清，明正德二年（1507 年）前后，

邰氏家族已经有 8 户从事年画刻印、贩

卖。凤翔年画全以手工雕版印制，其

造型饱满夸张，构图古朴粗犷，色彩大

红大绿，保留了古版年画古朴自然的

艺术风格，表现民众的喜怒哀乐，表达

惩恶扬善、祈祥纳福的美好追求。

凤翔木版年画的工艺水平和艺术

价值都很高，2006 年，凤翔木版年画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

一幅年画从开始到完成有十几道

复杂规范的工序，考验着手艺人的绘

画、设计、雕刻等多方面的能力，其中

以刻木版要求最高，耗时也最长，邰立

平说，“通常至少耗费半个月到几个月

时间，眼睛、眉毛、发髻，都要刻画得活

灵活现”。 20 世纪 70 年代，凤翔年画

的古版被大量破坏，为抢救恢复，邰立

平尽心竭力、废寝忘食地刻版，“5 年时

间刻了 170 套版。”

凤翔年画最盛时，有百余家作坊，

年产量高达 600 万张。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胶印年画大规模兴起，木

版年画迅速衰落。“1980 年县里约有上

百 家 作 坊 ，后 来 形 势 急 转 直 下 ，到 了

1989 年前后，来县里的年画批发商已

经基本上没有了，市场急剧萎缩。目

前，整个西北地区以传统手工印年画

的只有我们家了。”邰立平对此很有紧

迫感。

技术要求高、成材率低且缺少经

济效益，导致凤翔年画收徒困难。邰

立平说，曾招过 6 名徒弟，不出半年就

走了 3 人，最终只有两名坚持到现在。

让邰立平稍感欣慰的是，他的 3 个子女

都以不同身份加入到传承发展的队伍

中，一家人坚强地进行着“学术研究、

技艺传承、创新发展”，推动着古老的

凤翔年画在新时代的保护和发展。

“我们为多款很流行的游戏设计

刻制了游戏图标和游戏人物，受到热

烈欢迎；与文创企业合作，连续多年独

家推出手工雕版印刷的年画日历；通

过对年节礼品市场的研究，将原本大

尺寸的年画缩小版幅，做出凤翔年画

的礼品套装，凭借精致的包装、绚丽的

色 彩 、手 工 制 作 的 匠 心 ，成 为 热 销 礼

品。”小女儿邰高娣说，古老的凤翔年

画在努力跟上年轻人的脚步。

无论走到哪里，邰立平一家子都

会带着年画。这些年，凤翔年画去到

了美国、日本、土耳其、德国等国家。

在国内，凤翔年画传习中心已成

为中央财经大学、西安美术学院等多

所 高 校 及 小 学 的 非 遗 写 生 及 体 验 基

地；传承人们也积极走进学校，为学生

讲解凤翔年画的历史、演示年画制作

过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年画的

忠实粉丝。”这让邰立平十分欣慰。

他相信，凤翔木版年画的未来，在

排队等待其签名的队伍中，也在学校

孩子们喜爱的微笑中……

陕西凤翔木版年画

祈祥纳福 传承发展
本报记者 郑海鸥

绵竹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也是中国四大年画之一。这里

的年画村，每年都吸引着许多人慕名而来。

58 岁的胡光葵既是绵竹年画博物馆

的馆长，也是绵竹年画的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据他介绍，绵竹年画在艺术构思上有

着实用性和趣味性并重的特点，如《三猴

烫猪》《春官偷酒壶》《老鼠嫁女》《麻雀嫁

女》等，呈现出活泼俏皮、诙谐幽默的艺术

趣味，反映了四川人民对生活特有的理解

方式。在内容上，避邪纳福、欢乐吉庆是

绵竹年画的主要内容。

近年来，绵竹不断培育年画人才队伍，

常年开设年画培训班，在大力培养本土年

画人才的同时，积极引进现代美术专业人

才进行年画创作，以丰富和充实传统年画

的内容和技艺；同时，加强对民间老艺人的

重点保护，不仅对老艺人在生活和工作上

给予补助，而且通过不同的形式收集、推介

他们的作品，宣传他们的传承活动。

胡光葵说，他眼下的工作就是在整理

传统年画的理论之外，搜集传统年画的老

画版。当前，绵竹年画管理机构已搜集绵

竹年画原作 1000 余件，整理、复制传统年

画资料 200 多件，翻刻年画新版 100 张（双

面），从外地复制散失的年画珍品 55 件，

收藏清代老版 80 多块。从老版上拓下的

年画受到不少海外收藏家的欢迎。

与此同时，胡光葵也带领不少年画创

作者致力于年画创作在内容上的与时俱

进。2020 年 1 月，绵竹年画博物馆工作人

员连夜创作防疫宣传年画《出门一定要戴

口罩》《众志成城 防控疫情》《向广大医务

工作者致敬》等，为抗疫一线的工作者加

油，为疫情防控服务。

对年画这样在现实生活中具

有实用价值的非遗项目，积极

开展生产性保护也尤为重要。贾君既是

绵竹年画社副社长，也是绵竹年画德阳市

级代表性传承人。 1995 年，贾君出于对

绵竹年画的热爱来到绵竹，她认为，在今

天作为小众文化的绵竹年画，必须融汇于

人们的生活，才能让更多年轻人认识它、

接受它、喜爱它。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

传统的绵竹年画与当代的设计相结合，形

成独特的产业，融于人们的家居生活中。

在这些产品的带动下，人们对绵竹年

画的兴趣也逐步提升。绵竹市依托绵竹

年画进行产业发展，年画销售额从 2002 年

的不足 40 万元，到 2020 年已经达到 3700
多万元，直接或间接从事年画创作的人

员达 1500 余人，带动了数千户老百姓

增收致富，涌现出以四汇斋、三彩画

坊、南华宫、轩辕年画等为代表的年

画作坊，促进了绵竹年画产业的

壮大发展。

但贾君也说，无论绵竹年

画的产业发展得多好，传统

里 的 精 髓 仍 然 不 能 忘 。

“老手艺人的匠人精神、

审美表达和作品传递

出 的 地 方 文 化 内

核，都是我们今天

的 任 何 创 作 和

创新中不能丢

失的。”

四川绵竹年画四川绵竹年画

欢乐吉庆欢乐吉庆 不忘传统不忘传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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