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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初，社会公众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度、参与保护的热情，以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有力推进，成为中国文化界乃至中国社会的重要事件。
从大多数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内涵不知所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
，人们普遍对它的具象呈现形态有了一定的认知，并支持或主动参与保护工作，说明人们在现代化进
程的背景下，已经看到，由于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作为传统社会生存环境下人们生活
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急剧消失的现实，而这种现实，一定会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前景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因之，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时代性的课题应当怎样正确解答，人们的答案并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的根源，主要是源自推动经济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成单纯的经济资源，在保护的名义下扭曲其本质特性过度开发，如把民族民间的
原生态歌舞改变为肤浅时尚的刻板表演服务于旅游场所，或把传统手工技艺视作不具经济潜力的项目
而任其式微，等等。
近年来，我们还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在城市特别是农村建设中，以新的建筑或新的环境形态将承载某个
特定区域人们世代相传文化技艺的物质载体（如某些文化空间）彻底改变。
这种不能正确把握和处理社会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系的情况，已经并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带来伤害。
我们应该正视并改变这种现象。
毫无疑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正确的保护不是使它凝固和停止发展。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
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保证其按照自身内在规律去自然衍变，在自然的
衍变中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相并行，我们既不要人为地去中断它自然衍变的进程，也不要人为地去
使它突变。
我想，这应是保护工作最根本的意义，也是保护工作最艰难、最核心的用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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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初，社会公众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度、参与保护的热情，以及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力推进，成为中国文化界乃至中国社会的重要事件。
从大多数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内涵不知所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
，人们普遍对它的具象呈现形态有了一定的认知，并支持或主动参与保护工作，说明人们在现代化进
程的背景下，已经看到，由于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作为传统社会生存环境下人们生活
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急剧消失的现实，而这种现实，一定会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前景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因之，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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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文章，男，1951年3月生，山东寿光人。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化部副部长，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曾发表60余万字艺术理论、评论文章，主编《中国学者眼中的科学与人文》、《京剧大师程砚秋
》、《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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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口述人邰立平简介
邰立平，1952年11月出生于陕西省凤翔县，6岁随父母回凤翔县南小里村读书，9岁起跟祖父邰世勤和
父亲邰怡学习年画填色和刻窗花版。
1965年起，协助父亲设计和制作“门芯子”年画，至1977年，邰立平与父亲携手创作新门神画达50多
种，使邰家成为当时唯一能创作年画样子的家庭作坊。

第一章 凤翔宝地我的家
　我父亲照着《县志》上这个《凤翔八观》做了一套《凤翔八景》的年画，制成墨线版后，用手填的
颜色，这是1979年我父亲恢复工作以后在工艺美术公司时候创作的，版的格式采取的是上文下图的形
式。
后来我们考虑到这个不好印，就把版刻成了阴刻的形式，上面的字是仿宋体的字，这个原稿还在。

　第一节 这里的文化很厚重
　第二节 这里的风尚和年节习俗
　第三节 儿时的记忆
第二章 周边的年画作坊和邰家的年画谱系
　在我们的家谱里面有名字记载的是我之前的5代，第一位有实名的邰顺，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开始，根据邰顺家谱记载，邰顺继承祖辈所传画业，经营有万顺画局，后改名为顺兴画局；清道光十
五年(1835年)，邰顺的儿子邰正荣改为荣兴画局，这期间南小里从事木版年画的人家，约有10多户。
邰顺的孙子邰润时没有再创名号，继续沿用了荣兴画局；我爷爷邰世勤有兄弟5个，他们都是“世”
字辈，所以后来成立了世兴画局。

　第一节 我们村周边的年画作坊
　第二节 我们邰家的年画谱系与字号
　第三节 我们家的世兴画局
第三章 爷爷是个”全把式
　除了精于年画设计和刻制外，他还兼长于庙宇壁画绘画，同第五村老苏师一同在岐(山)宝(鸡)凤(翔)
三县及周边地区近百座寺院绘制庙宇壁画，他更擅长的是皮影影人和幕景的设计、雕刻。
亲自设计雕刻的陕西西路皮影自成一派，仅影人就有700余件，连同背景摆件、头茬共有1300余件，同
时可开唱3台皮影戏都有富余。
他另外兼长的是当地社火脸谱的绘制，“装社火脸”被三县誉为一绝，且爱好砖雕、石雕，被关中西
府一带称为民间画匠中的“全把式”。

第四章 父亲为年画的坎坷人生
　邰立平的父亲邰怡是一个对凤翔年画的继承和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他一生历经坎坷，但他是
一个顽强的人，在艰难的环境中对年画创新求生，冒着危险整理和收集年画资料、复刻老版、写文章
、办画社、办展览，都表明了他这个人坚韧的个性，同时，由于他生性善良，内心无私，往往又与利
益失之交臂。
他是一个笔杆子，他的字娟秀、认真，正如他正直的一生。
在对凤翔年画的恢复中，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
　第一节 父亲的命运太坎坷了
　第二节 在夹缝中发展的“门芯子
　第三节 艰难的年画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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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父亲笔下的凤翔年画
第五章 我的年画生涯
　邰立平的年画生涯是忧喜参半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辈子前半生命运不好，总是处于逆境，改革
开放后遇到了大好机遇，往往是好运提前光顾。
而这一章中，从他讲述的年画生涯的故事，到他发愿刻版，独自一人做起了整个凤翔年画的复制、收
集、整理工作，并走出凤翔，把凤翔年画带向世界各地，我们看到了他和爱人两人孤独行走的足迹。
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现代工艺美术大师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到他年画人生的点点滴滴。

　第一节 走上年画之路
　第二节 淘版子和收集画样的那段日子
　第三节 六年刻了三百套版子
　第四节 走出凤翔
第六章　家传手艺
　第一节 邰家的年画制作技艺
　第二节 凤翔特有年画的题材和内容
　第三节 凤翔年画的应用习俗
　第四节 邰家年画的风格和特点
第七章 凤翔年画今后的路
　由邰立平的成长之路，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普通的民间艺人是如何经过不断进取、不断进步、提高自
身的素质和学养而成为一代工艺美术大师的。
首先是一种自觉的意识，是对文化血脉传承的高度自觉。
其次是承担起培养传人、传播文化的责任。
邰立平做到了，他认为自己真正赶上了好时候，赶上了好政策。
在他朴素的情感背后，是一个大师和传承人对自已社会角色的再认识，而这种认识，是他以前在南小
里拼命刻版子的时候所没有的。

　第一节 我和爱人的民艺世界
　第二节 《年画选》第三卷是我的一个心结
　第三节 带徒弟和培养弟子
附录　邰立平年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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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小学前四级就是在那里读的，今天情况还是这样，我家三个孩子，都在这儿上过学。
三官庙又叫小庙，只有一个大殿，被大队管委会当做办公室了。
南寺庙变成了医疗站。
大概在1976年，村里又修了戏台，就建在村中央。
皮影、大戏都在这儿唱，一年有几拨，多少恢复了一些当年的氛围。
第三节儿时的记忆凤翔周围自古就留传有“小里村娃娃一丁丁，从小就会画门神；申都村娃娃一点点
，拿个钢针钻眼眼；马村娃娃生得怪，不是赶车就卖菜”的民谣。
马村、申都村是和我们小里村挨着的两个村子，这句话也一直在我们这里流传着，也足以证明那时候
的年画都是手画的。
后来需要门画的人日益增多，光靠笔绘生产太慢，供不应求，才试验用木版刻制墨线门画。
手染加笔绘填色彩，增加了年画的产量。
这个民谣应该是我们邰家木版年画从绘到印的演变的一个缩影，也是关于凤翔年画的最早的民间依据
，这里的娃娃都知道这个民谣。
我1952年冬天生于凤翔县城北关，和家人一直住在凤翔县城，到5岁那年我和父亲回到农村，但我从小
就不喜欢待在县城，而喜欢去老家玩儿。
老家热闹，玩的东西也多。
我小时候喜欢和大伯家的堂哥邰安平一起玩儿，他也会做年画、砖雕，人也很好，给别人帮工就是帮
忙，从来不要报酬。
但他的境况不是很好，经济上比较困难。
我小时候就是和他一起去老家的碉楼上去看版，把人家的老书翻出来看。
我家原来有个碉楼，那个碉楼有三层，最上面那一层就只有个屋顶，其余的两层长宽各5米的碉楼上
满满当当放的都是版，中间的空隙仅仅能过去一个人。
我当时三四岁，家里人都不让上去，因为那里面很黑，只在墙壁上留了几个洞眼来透光，后来把那些
版就挪到了我们老屋（我二爷住的那个院子）的楼上，那是个前庭后楼的房子，挪过去后我也上去看
过，因为这个楼的楼梯比较平稳，所以家里人也不怕孩子掉下来，也让上去玩。
当时在那三间大房的其中一间靠房檐的一边人是可以上去的，在最里面的那间楼上放的全都是画版和
线装本的书，这都是我小时候亲眼见过的东西。
后来分家的时候，把这些家产分了5份，老屋有一大部分都留在了我家这边，这就是我年龄最小时的
印象。
至于其他家，估计也有版，但都是零零碎碎的，数量不会太多。
小时候的生活，爷爷给我的印象最深。
我爷爷会刻版，他做了一辈子的年画，尽管当时也年近七十了，可他还是闲不下来，制作年画对他来
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我爷爷一生也很坎坷。
他对艺术的确很执著，他作为一个农民，一个农村民间画匠，闲下来不是想要刻个根雕，就是想要搞
个木雕，要不然就刻一块版。
他老是有那个兴趣，撂不下那个活儿，过去就是这样的。
我看到我爷爷有一个小桌子，经常放在房间里面，他不干活时桌子也要放在那，闲下来他就去刻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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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年前我在撰写硕士论文时，就选择了年画这一中国民间艺术最大一宗作为研究对象，当时我的恩师
王树村先生就对我说过：“民间艺术中，年画因为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有绘画的笔法，有布局
，有色彩搭配，凡人物角色、场景器物、形意色彩都有‘口诀’，所以它也最丰富、最具有艺术的表
现力和观赏的号召力。
”我对年画的喜爱和研究兴趣也从那时开始更强烈了。
这套口述史丛书的年画卷口述人之所以选择了邰立平这位西北年画的守候者，是基于这样的几点考虑
：首先，陕西是中国商周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关中一带，文化积淀尤为丰厚，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
要的地位。
凤翔地处关中交通要道，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周文化、秦文化的源头之地，这里的年画和这里
的生活一样，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韵味。
凤翔年画由明代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保存下了西北地区唯一的年画根脉，成为当今的文化遗
产。
研究凤翔年画，就必然要触及中国文化的源头性的东西，这是它古老、神秘和经典特质的文化渊源。
凤翔年画是中国北方年画中比较独特的一个地域流派，题材和造型都有独到之处，有很多本地独有的
题材和内容，是北方民间年画的典型代表，它是农民的艺术，但是又有着“耕读传家”和“秦人遗风
”这样的文人气韵，这是其他产地年画所不曾有的。
其次，年画的制作工艺，多是出稿、刻版、印刷、装裱分离的，一人全部承担的“全活儿”式的制作
，并不多见。
这点上，被评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邰立平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
对于工艺流程的描述和技艺的提炼，他是最有发言权的民间艺术家之一。
再者，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有着年画世家清晰的传承脉络，在邰家，中国民间艺术父子相传、
代代承续的特点，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手艺传承中的无形文化特点，都贯穿在在邰立平的成长历
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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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年画世家:中国传承人邰立平口述史》：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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