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透明的宣纸轻覆住画稿，画笔勾描出一条龙的

轮廓，然后反贴到梨木板上用拳刀细细刻制。月牙

形的刀顺着花纹在木板上游走，凿去轮廓线条之外

的部分，刀刃所过，木屑掉落，保留的线条凸起，用于

印刷……

这是桃花坞木版年画苏州市代表性传承人乔兰蓉

正在刻版，她手中的拳刀，已经使了二十来年，刻画出

了许多鲜活美丽的年画作品。

积累年画制作秘笈

江苏苏州有句老话：“无画不年”。苏州桃花坞木

版年画始于明、盛于清，线条细腻、色彩淡雅、寓意丰

富，400 余年来，许多姑苏的美景、年节的记忆，都被一

笔一画刻在了年画里。2006 年，桃花坞木版年画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乔兰蓉现就职于苏州市桃花坞木版年画博物馆，

师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大师房志达、王祖德。

乔兰蓉介绍，与别处木版年画相比，桃花坞木版年

画最独特之处就在于套色印刷，一版一色。完成一幅

年画甚至需要刻制 10 多个版，每个版根据上色的部位

不同，分别刻制不同的内容，仅刻这一道工序，有的作

品就需要一年之久。

为了让所有部分最后能严丝合缝地印成一幅画，

要先刻制线版，印刷出十几份轮廓图，再分配颜色，不同

色版照着线版的印刷描摹，这是一个非常繁杂的过程。

因为常年握刀，乔兰蓉左手的几只手指都有刀伤

划痕，右手手指和掌心磨出了一层老茧。

印刷轮廓图是一版一印，每个颜色刷完晾干一天，

黑色的线条木版先印，再由深到浅印上其他颜色。要

想印刷效果好，顺序不能出错，更不能操之过急，印好

一版后，需要耐心等待自然晾干，如果操之过急用电吹

风吹干，效果就可能不尽如人意。

“师父教导我，很多制作技巧都来自经验积累。比

如水性颜料染在生宣纸上，需要加胶水固色，胶水今天

是 3 勺、明天变 4 勺，为什么不一样？这需要做好记录：

印了哪幅画、哪个颜色、当时是雨天还是晴天、温度是

多少……记清楚，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年画‘秘笈’。”

乔兰蓉总结出自己探索的一些规律，比如说夏天温度

较高，胶水容易化开，所以浓度要高一点；冬天温度较

低，胶水流动性差，因此可以少一点……

贴近当代社会生活

桃花坞年画有传统的门神题材，也有文人气息浓

郁的花鸟、仕女题材。经典作品《一团和气》，是一个胖

胖圆圆的人物形象，代表着中国人祈求团团圆圆、和和

美美的愿望。

“在现代印刷技术冲击下，木版年画依然有独特的

价值，但要保护发展好这项非遗技艺，需要守正创新。”乔

兰蓉说，年画是一种媒介，为的是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这种美好的愿望，不仅仅过年需要，日常生活也需要。

如今的木版年画手艺人，除了延续平安、和美、团

圆等传统立意之外，也会选择与当代社会审美更加贴

合的主题。乔兰蓉的作品如《运河十景》系列、《江南》

系列、《二十四节气》系列就是这样的尝试。她的新作

《二十四节气》将二十四节气中苏式生活“不时不食”的

精致之美“搬”上了年画，小桥流水人家的时令美食和

生活况味，就这样用细腻温柔的风格娓娓道来。

“年画是为人服务的，不是为门服务的。”在乔兰蓉

看来，除了内容上的创新，年画也可以尝试更多灵动的

载体。一方面，乔兰蓉将年画元素与丝巾、包具、抱枕、

台灯、点心等融合起来，制作出随手可用、随心可赏、随

口可尝的“年画”；另一方面，她还开设体验课程，供有

兴趣的人亲身感受年画的魅力。

桃花坞木版年画传承人乔兰蓉

木版刻印
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姚雪青

在越来越多的影视剧中，身着华服的

“古人”们横跨千年，与我们相逢。促成这

些相逢的众多工作者中，有服饰史学者、北

京服装学院汉唐服饰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诗

宇。他从事古代服饰研究和复原近 20 年，

先后还原过上千个角色服饰，这些角色最

终出现在绘本、影视剧、综艺节目乃至游戏

中，再现华纹锦绣之美的同时，也把中华服

饰之美带给大众。

还原服饰须多重论证

在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

上，15 尊古代服饰复原人像甫一亮相，就

引来参观热潮。

这些人像由陈诗宇带领团队历时两年

复原而成。过去一些古代服装展览，尽管

展品很珍贵，但主要是将衣服摆在那里，很

难给观众留下立体印象。“中国古代服饰文

化展”策展人孙机曾说，“我们要把古代人

着装的整体样貌呈现出来，让每一件服饰

都做到有根有据。”

如何做到有根有据？陈诗宇介绍，每

一个人像，从妆发、造型到服装，从鞋履、腰

带甚至内衣，都要采取多重论证法进行考

证和研究。

在千百年的流转中，服饰品很难原状

保存。年代稍远的服饰，大多残缺不全、遗

失构件，甚至仅余残片。

“每一件服饰复原的过程，都是一次对

于历史真实形象的探索。”陈诗宇说，每次

复原，首先需要明确历史时期、人物身份、

穿着场合等信息，然后再采用多重证据法，

通过大量实物、文献、图像等对复原目标进

行考证，逐步还原服饰真实样貌。

比如，与《簪花仕女图》同款的唐末五

代时期的女装，为将其复原，就经历了抽丝

剥茧的论证过程。《簪花仕女图》是一幅传

世名画。画中仕女长裙上有大团花纹样，

这种大团花古时可以用织锦或印染的方式

完成。陈诗宇仔细观察后发现，衣服上有

大面积留白，边缘不明，颜色间有晕染，从

而排除织锦的构图，因为织锦边缘非常明

晰。而上面的花朵墨线痕迹，很像是彩绘

的笔触。“我们因此推测，它可能是夹缬结

合彩绘来完成的。”一次偶然的机会，陈诗

宇在展览中发现一件辽墓出土的丝绸织物

残片，和《簪花仕女图》的纹样工艺一致，成

为同时期五代服饰的物证。

面料的复原更难。不同时期服饰的面

料是不一样的，陈诗宇介绍，秦汉时期的主

材料为罗、绢、纱，唐宋时期流行的是绫、绮，

明代出现了缎类。古代的大多数面料如今

在市场上难觅踪迹。于是，在一年多的时间

里，陈诗宇和团队跑遍了杭州、苏州、南京等

丝绸罗缎的主产地，与工匠们探讨面料的复

原方案。经过团队的努力，包括彩色夹缬在

内的一大批已经失传的工艺重新面世。

用心传递历史美感

“中国服饰文化历史悠久、延续性强，几

千年来发展出一套体系庞大的礼仪服饰制

度。礼服中的衣裳、玉佩，均有两三千年的

历史。”陈诗宇介绍，从秦汉庄重大气的曲裾

衣、唐代雍容华贵的衫裙帔，到宋代修长淡

雅的背子，历朝历代都有各自的流行服饰。

与讲究立体合身的西方服饰不同，中

国传统服饰倾向于避免对衣料做过多的剪

裁，即便要展现身体线条，也大多通过穿着

体现，比如交叠的衣襟、堆积的水袖，而且

不会过分追求紧身的效果。

经典的中国古代服饰，是交领右衽、宽

袍大袖，服装与人融为一体，并通过服装规

范仪态，穿上古代服装以后，自然而然地就

需要拱手端立、行走端庄。

中国古代服饰虽然不过多关注剪裁，

但对面料非常讲究，千百年来发展出从经

锦、绫罗，到妆花、缂丝等绚烂的织造品种，

制成灿若云霞的服装。以纱为例，就有透

气程度不一的“实地纱”“芝麻地纱”“直径

地纱”“葛纱”等。“实地纱”仅有花纹部分镂

空，适合春夏之交；“芝麻地纱”有芝麻粒状

的暗孔，比“实地纱”稀疏，可在初夏使用；

“直径地纱”轻透镂空，适合盛夏；“葛纱”则

可抵抗酷暑炎热。

“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中国古代服饰

还特别重视服装纹样的象征意味，对各种场

合所用的纹样有非常细致的规定，并通过谐

音、象征、寓意等各种手法，构成吉祥纹样。

如：春节用“大吉葫芦”纹，葫芦谐音“福禄”。

与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服饰相比，这

一领域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晚。上世纪 60
年代，沈从文先生投身文物研究，几经波

折 ，直 至 1981 年 出 版《中 国 古 代 服 饰 研

究》，中国服饰史才有了第一部通史。时至

今日，中国古代服装史研究人员仍然偏少，

大众认知度不高。

关于古人形象复原，更存在误解：复原

很简单，照着图像文献做就行。这时常体

现在古装剧中，设计师由于不了解古代服

饰的风格和穿着规定，只能照搬或通过想

象完成服装设计。

“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观众对于传统

文化的接受度越来越高，这也要求影视制

作更关注历史真实。”陈诗宇说，他先后应

邀担任《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等节

目 的 历 史 与 服 化 形 象 考 证 顾 问和《清平

乐》等影视剧的服化道设计指导、礼服指

导。电视剧播出后，网友纷纷留言：“看剧

学知识”。

近年来，穿汉服渐成时尚。对此，陈诗

宇表示，“汉服热”反映年轻人对传统文化

的热爱，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这也鞭策我

们挖掘更多优秀作品，提炼中国古代服饰

审美内核，让这份热爱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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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陈诗宇在洛阳博物馆布展。

陈诗宇供图

图②：西汉女俑，为汉代曲裾衣考证提供参考。

西安博物院供图

图③：国家博物馆古代服饰文化展复原人像。 陈诗宇供图

图④：孔府旧藏明代朝服上衣，为明代服饰研究提供实物佐证。

山东博物馆供图

图⑤：湖北省武汉市堤角公园，小朋友身穿汉服参加游园活动。

周 超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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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曲裾衣

曲裾式长衣，衣襟向右接长成三角，并绕至身

后形成绕襟效果，极具秦汉特色。常用花罗、经

锦、锁绣等织绣工艺。

唐代 幞头圆领襕袍

唐代的日常服饰风格多样，并融合了不少西

域服装元素。其中男装通常使用窄袖圆领袍、靴、

革带的搭配。窄袖圆领袍基本特征为圆领、长袖、

右衽的长衣。袍内衬半臂。具有西域风格的联珠

纹锦成为此时特色衣料。

宋代 展脚幞头公服

宋代公服继承唐代常服圆领襕袍样式，发展

为袖阔三尺的大袖袍服。其基本样式为大袖、曲

领右衽、下接一幅横襕，两侧不开衩。

明代 方巾鹤氅道袍

道袍是明后期士人常用的一款便装，大多为

日常所穿，既可用作外衣，也可作为衬袍。交领、

右衽、大袖收袖口，领子极宽，并缀有白色护领。

道袍之外还可以加披对襟披风或大氅、鹤氅衣。

古代部分流行服饰

上图：乔兰蓉正在进行年画创作。

下图：乔兰蓉新作《金龙送福》。

以上图片均为乔兰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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