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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至，四川省绵竹市的

街头已热闹起来，形形色色的年

货 琳 琅 满 目 ，年 画 更 是 一 道 亮

丽 的风景。在绵竹，年画镌刻

住恒久悠长的年味。

孝 德 镇 的 年 画 村 年 味 最

浓。走进村子，白墙黑瓦的民居

上布满年画，引人注目。一扇扇

大门上，门神身着鲜艳铠甲抱锏

而立，远看威风逼人，近观又觉

和善可亲。一面面院墙上，憨态

可掬的童子、婀娜多姿的侍女以

及当地节庆风俗、典故趣闻等画

面丰富多彩，皆不重样。年味浓

缩在年画里，从画前走过，深厚

的“年文化”引人无限遐想。

作为“年文化”的重要载体，

绵竹年画由于多以木版印出轮

廓而后填色，故又称绵竹木版年

画，始于宋代，盛于明清，与天津

杨柳青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

潍坊杨家埠年画并称为“中国四

大年画”，至今经久不衰。绵竹

年 画 以 彩 绘 见 长 ，色 彩 对 比 强

烈，有“一黑二白三金黄，五颜六

色穿衣裳”的上色口诀，追求红

火热烈的艺术效果；构图讲究对

称、完整、饱满，线条追求古拙、

流畅；题材丰富多元，有民俗风

情、神话传说、花鸟虫鱼等，形象

夸张变形又诙谐活泼，承载着人

们避邪迎祥的祈愿；品类可分为

门画、斗方、中堂、条屏、案子、拓

片等。“年画里寄托着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经一代代人传承

雕琢，绵竹年画个性鲜明、韵味

醇厚。”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绵竹木版年画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胡光葵扎进画中世界几十年，

对绵竹年画有着深刻理解。

大小不一的画笔、各色颜料

码得整齐，胡光葵画案上一幅童

子图已施彩完毕。童子眉眼间

笑意盈盈，令人心生怜爱。“绵竹

年画的制作要经过起稿、雕版、

印墨、施彩等多道工序，每个步

骤 都 凝 聚 着 画 师 的 才 思 与 技

艺。”胡光葵说，绵竹年画上色全

靠手工彩绘，与其他地区的“套

版印色”年画相比对绘画要求更

高，艺术表现力也更强，每一幅

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

艺人可以自由发挥的“填水脚”，

高明的画师仅用三两种颜色，寥

寥数笔就能画出气势磅礴的“写

意年画”。在胡光葵看来，“仅有

笔上功夫并不足够，绵竹年画深

扎乡土、寓意吉祥喜庆，创作者

还要见识广博、创意新颖，一幅

佳作从构思到完成，花上数月甚

至几年时间都是常事”。

小小年画，正为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贡献力量。

穿过年画村一条幽静的巷

子，便来到画师陈刚的小院。从

小跟随作为绵竹木版年画国家

级代表性传承人的爷爷学艺，陈

刚的年画造诣也颇深。只见他

熟练地调配颜色，稳稳下笔，面

前《赵公镇宅》图中的赵公明与

胯下黑虎就有了神采。“我大多

数时间都花在创作上，得空就去

村里的农闲堂教点手艺给乡亲

们。”陈刚说。

农忙扛锄头，农闲握笔头，

年画融入乡村生活。年画村的

农闲堂也是民艺坊，每周开展免

费 培 训 ，年 画 传 承 人 手 把 手 教

学，乡亲们学得起劲。“通过持续

培训，村里现在已有近百人学会

了创作年画。”陈刚笑着说道，村

民利用农闲创作年画，既能装饰

庭院、陶冶情操，还能接收企业

订单、实现增收。

茶香四溢，一大早，村民赖

莉家的茶室已有不少客人。她

生 长 在 年 画 村 ，前 些 年 外 出 务

工，后来村里依托年画发展文旅

产业，她便决定返乡创业。家里

人将院子翻新打造成风格古朴

的“茶空间”，空房则融入年画元

素做成民宿，游客和本地居民都

爱光顾。从引入年画企业到发

展农家乐、民宿等新业态，如今，

年画村已成为集旅游、展览、观

光等为一体的国家 4A 级景区。

“产业强了，面貌美了，日子就像

年画中画的那样好。”话语间，赖

莉充满幸福感。

随着时代发展，绵竹年画正

尝试走出一条“两创”之路。

通过走出纸张、走向日常生

活 ，绵 竹 年 画 不 断 创 新 发 展 路

径。梳妆镜、屏风、扇面、摆件、

服饰……步入年画村内的各家

画坊，但见绵竹年画衍生产品多

达上千种，旅游纪念品、手工艺

品、日用产品、物品包装等不一

而足，别有风味。还有不少艺人

尝试将年画与其他技艺相结合，

创作出刺绣年画、木雕年画、石

雕年画等，不断拓展年画载体。

绵竹木版年画市级代表性

传承人贾君是年画创新的探索

者之一。“传统艺术的传承需久

久为功，现代审美潮流又日新月

异，想把年味留住，手艺人必须

时髦起来。”她专注于设计，用年

画元素打造卡通人物等新形象，

再 装 点 于 文 创 、家 居 等 产 品 之

上，让年画飞入寻常百姓家。利

用画坊开设传习教室，贾君每年

还要接待上万名前来研学的学

生，其中不乏攻读美术、影视专

业的高校师生拜访学艺。她很

高兴有那么多人想了解和运用

绵竹年画。

近年来，绵竹年画的人才培

养模式日益丰富。清华大学与

绵竹市职业中专学校合作建立

清华美院绘画系美育创作实践

基地，不仅为当地提供专业的版

画课程研发方案与教学指导，还

在文创成果设计开发、市场拓展

等方面支持年画人才成长。位

于年画村的清道学校里，绵竹年

画成为美育的关键部分，学校专

门开设教室、编创课本，将年画

纳入课程体系，定期邀请年画传

承人走进校园讲解教学。美的

种子在孩子们心中发芽，未来的

非遗“守艺人”正悄然成长。

如 何 用 老 手 艺 画 出 新 生

活？如今，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移风易俗、宣传

民法典等主题，画师们创作出一

大批新年画，将家国情怀、社会

正能量融入作品。年画村内的

展示馆也成为四川省廉洁文化

基地，《年画娃娃说纪法》《福娃

送廉》等作品实现广泛传播。精

神内核与时俱进，绵竹年画里的

故事更加有意义。

自 2002 年 开 始 ，绵 竹 市 在

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十

五都会举办热闹的年画节，今年

也将如期举办。盛大的民俗巡

游将还原传统迎春盛况，让年画

场景走进现实。届时，整个年画

村将张灯结彩、游人如织，犹如

一幅巨大的年画。画中的每个

人都是生活的画师，笔耕不辍，

绘出美好未来。

绵
竹
年
画

—老
手
艺
点
亮
新
生
活

李
凯
旋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浙江考察时强

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

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是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

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

代新风貌。”自 2014 年大运河被正式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以来，随着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不断加速，推广和普及大运河文化成为

新时代文艺的重要课题，关于大运河主题

的美术创作与展览日益受到重视，相关题

材的美术作品不断涌现，以丰富的艺术表

现形式诠释着运河文化的历史内涵与时代

风貌。

传承艺韵文脉

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众多以大运

河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北宋张择端的《清

明上河图》堪称现存最古老的大运河图卷，

描绘了隋唐大运河的首期工程——通济渠

即汴河，表现了漕运经济给汴京带来的繁

华盛景。此后，明代的《南都繁会图》、清

代的《京杭道里图》《潞河督运图》等作品，

都 生动再现了大运河沿岸的地域风貌与

风土人情，共同留下丰厚的创作传统。如

今，这一创作传统被当代美术工作者传承

与发扬。他们以笔墨为媒，连接古今，从时

空、自然、人文等维度描绘千年运河的古韵

新貌。

自古以来，中国绘画便有运用山水长

卷咏颂江山社稷的传统。当代 3 幅长卷

《中国大运河史诗图卷》《北京大运河揽胜

图卷》《京杭大运河揽胜图》，堪称接续这一

传统的代表作。2021 年 4 月，总长 135 米、

高 3 米的《中国大运河史诗图卷》亮相中国

国家博物馆。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

创作的这幅长卷，聚 8 省市 15 名书画家之

力，在对大运河沿线风貌深入考察基础上，

历时一年创作完成。 43 米长的上卷人物

篇，通过春秋争霸、雄才大略、汴河畅通、一

统天下 4 个历史画面，讲述了大运河开凿、

发展、西进、通航等历史进程。64 米长的

下卷山水篇，分北国瑞雪、冀鲁高秋、江淮

绿野、吴越花雨 4 个章节，表现了大运河沿

线四季景色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景观。28
米长的书法题跋，则涵盖各篇章文字介绍

和题记。长卷徐徐展开，画面内的空间与

时间随视线流动，勾皴点染下的笔墨山河，

连带附着其上的人文故事，尽显自然与历

史交织的万千气象。

采用传统中国画特有的“散点透视”，

不仅可以“咫尺纳千里”，还可以“须臾容古

今”。近期，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对公众正式

开放，推出一系列重磅展览，其中专题展中

的《北京大运河揽胜图卷》吸引了不少观众

的目光。这幅由北京画院 8 名画家联袂创

作的长卷，长 27.4 米、高 0.5 米。整幅画卷

从层峦叠嶂的西山起笔，到烟波浩渺的海

面收笔，以传统小青绿和浅绛山水相融合

的创作手法，生动描绘了北京大运河沿岸

气势恢宏的壮丽景象。清雅的画面巧妙融

合了沿途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北京的标志性

建筑，不仅展现了大运河的古老风貌和时

代新貌，更以传统绘画的独特语言魅力，诠

释了大运河的文化内涵。

将诗意融入山水意境以达成“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的效果，是中国画独特的审

美特征。2023 年在常州美术馆展出的 270
米通景长卷《京杭大运河揽胜图》，便体现

了这种审美追求。当地画家高鸣自 2016
年开始历时 7 年完成了这幅长卷，全景描

绘京杭大运河的自然风貌、历史人文景观

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欣欣向荣的景象。从

“长城内外，惟余莽莽”的京津地区，到“城

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的冀鲁大

地，再到“浩荡平波欲接天，天光波色远相

连”的江淮平原，终达“月明船笛参差起，风

定池莲自在香”的吴越之地，留下荡气回肠

的诗情画意。

运河文化贯通古今，沿线风光旖旎，人

文资源丰厚，胜地美景令人忆古惜今。从

历史中走来的大运河，在今人的画笔下散

发着浓郁的思古之幽情，更焕发蓬勃的时

代活力。

拓展艺术表达

大运河作为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载体，

形成兼容并包的文化场域，孕育出时空交

融的文化特性。运河故事是人类共有的故

事。从主题美术创作的角度来看，通过丰

富多样的当代艺术手段表现好“运河”这个

世界符号，既要通过传统艺术形式充分阐

释大运河文化特色，也要注重对大运河人

类文化共性的时代表达。

从传统的水墨媒材延展至其他绘画媒

介语言，不仅能让运河题材表现得更加丰

富立体，也有益于运河文化在当代更为有

效与广泛地传播。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苏

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诗意大运河”全国油

画作品展，以“诗意”为主题，面向全国范围

征集优秀油画作品，旨在对大运河的文化

内涵进行深入挖掘。不少入选作品将中国

传统诗性思维、意象处理与油画语言进行

结合，带给观者全新的感受。如张华芳的

《运河人家》将运河沿岸的房屋样貌进行了

高度简化，只提取深浅不一的色块排布在

画面上，通过形状、肌理、色彩的碰撞产生

诗句一般的平仄美感。高登甲的《阿吉镇

的清晨》，则将厚重鲜艳的油彩与写意的笔

触相融合，将小镇早市充满生活气息的场

景表现得像一首集市交响乐。

当代数字技术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运

河文化主题的表现中。 2022 年浙江美术

馆举办的“大地史诗——中国大运河主题

艺术展”，不仅涵盖中国画、书法、油画、版

画、水彩、雕塑等门类，更是将装置、新媒体

等形式纳入其中。如，孙凌云团队创作的

《运河·生长·万象》，利用地图采集的大运

河沿岸数据，通过数字技术生成类似中国

画效果的数码山水图卷。胡晓阳团队的

《运河影像志》、中国美术学院集体创作的

《山水·运河》等影像作品，则通过对朴素生

活的记录，将观者带入运河人点滴生活日

常之中，阐释人与河流的关系。与历史感

交相辉映的当代科技艺术，让人们体会到

流淌千年的大运河不仅是一条惠及四方的

“家园之河”，也是抚今追昔的“诗性之河”。

对运河主题艺术表现形态的拓展，对

内蕴其中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的开发，

离不开媒介与观念的更新与介入。惟其如

此，相关主题创作才能真正传达出大运河

的历史之魂与当代之魂。

丰富运河叙事

美术作品中大运河的“新颜”与“旧貌”

之间，存在一种关乎记忆、语境、精神、情感

等主体性的文化赓续。跨越千年的运河绵

延至今，在每个时代的艺术家眼中都有所

不同。如何在今天讲好运河故事成为美术

工作者的创作重心之一。

有专业组织与学术目标的集体写生与

创作，是主题性美术创作诞生精品力作的

有 效 途 径 。 2023 年 底 ，北 京 市 文 联 推 出

“ 承 文 脉 运 河 情 —— 大 运 河 写 生 作 品

展”，集合北京、浙江、江苏三地美术工作者

采风创作的 130 余幅油画与中国画作品。

从这些作品中，观众不仅看到了大运河的

古代、现代与当代，也看到了大运河的文脉

传承与时代精神。正如参展画家许俊所

说，大运河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

两岸文化遗存丰富，人民勤劳，风景美丽，

有听不完的故事、看不尽的风物、画不尽

的图画。

尊重艺术创作主体的差异性表达，是

运河主题艺术创作充满生命力的关键所

在。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联

主办的“百年江苏”大型美术精品创作工程

中，由 8 名画家创作的“大运河新颜”系列

作品各美其美。大运河共流经江苏 8 个地

市，8 名画家各选其一，共描绘了 8 处不同

的城市风貌，或工或写，或彩或墨，形成了

各不相同的画面风格。如栾剑的《大运河

新颜—淮安段》聚集了“河下古镇”“千年

斋”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纪念场所和文化

符号，试图唤醒民众的文化记忆，并与之建

构起密切的文化心理联系；冯豪的《大运河

新颜—苏州段》呈现高空俯瞰视角下独特

的山川地貌，运河从苏州古典建筑园林构

造的历史文化空间穿过，形成古典与现代

的共生共存。

青春的色彩，让运河叙事更富活力。

在“古运今风”大运河主题画展上，10 余名

青年美术工作者画出了他们自己心目中的

运河。生长于斯的他们，将那些关于大运

河畔的“人间烟火”与“市井百态”生动地融

入画面，当代大运河的鲜活样貌在作品中

得到极具个性化的真实表达。“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主题工笔重彩画青年创作人才培

养”项目作品展中，30 名学员创作的 90 幅

工笔重彩作品和 30 幅版画作品，如《乘着

高铁游运河》《大河之韵》等，从各自的视

角，以概括且意象化的艺术手法，运用艳而

不俗的色调，表现了运河之美。青年美术

工作者从个体经验角度完成了一幅幅情真

意切的“大运河微叙事”。

有着 2500 多年历史的大运河，历史文

化资源体量巨大。今天，大运河主题创作

与展览方兴未艾，因为在艺术家的心中，运

河情怀绵延不绝，运河精神历久弥新，运河

故事倾诉不尽。以富有时代气息的美术创

作更好传播大运河文化，推动大运河文化

的活态延续与创新发展，正在成为越来越

多美术工作者倾情的艺术实践。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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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设计：蔡华伟

▲▲中国画中国画《《北京大运河揽胜图卷北京大运河揽胜图卷》（》（局部局部），），作者郭宝君作者郭宝君、、庄小雷庄小雷、、乐祥海乐祥海、、买鸿钧买鸿钧、、徐卫徐卫

国国、、刘旭刘旭、、牛朝牛朝、、范琛范琛。。

▲中国画《大河之韵》，作者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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