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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些年，我走遍了中国除台湾的各省市地区，寻访中国古代的各大年画产地，行程不亚于二万五
千里长征，第一次走出了一条中国年画之旅。
对于自由行的爱好者，这是一条全新的人文之旅。
　　年画之旅的结果，是这套《中国濒危年画寻踪》丛书的诞生。
丛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真实记录了我寻找各地年画的行程，包括在田野和深山的跋涉，对各地民间年
画艺人的叩访，以及各地年画濒危告急的生存状况。
　　我的年画之旅中，最令我感到沮丧的是，很多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年画生产鼎盛一时的产地。
如红船口、夹江、扬州、滕州、柳州、黄陂、北京、无锡、磁县、樟树等地。
已经找不到一个民间木版年画艺人了！
　　现存的年画产地也仅十多处，其中大部分地区仅一两个老艺人在印制年画，如南通、凤翔、聊城
等地。
老艺人一走，年画就会断流，即使是现在宣传较热闹的绵竹年画、武强年画、开封年画、朱仙镇年画
、平度年画，民间也只有两三家艺人在做年画。
传统的年画艺术正面临人亡艺绝的困境。
　　在现代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民间木版年画已成为濒危艺术。
在笔者开始寻访民间年画的十年间，很多年画产地第一次去的时候，尚能见到年画和艺人，第二次去
，已物是人非。
年画和艺人都已随风飘逝，渺无踪迹。
那时尚无“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说。
如今，民间木版年画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民间年画的工程已在各主要年画产地启动，关注和传
承民间年画艺术就是弘扬传统文化，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自命清高的人是不会喜欢民间年画的，他们会说它匠气和俗气。
它真的俗气简单吗？
在民间年画中，耐人寻味的寓意表象随处可见，每一幅画都蕴涵着深厚的传统底蕴和文化意味。
有意味的形式、象征、隐喻、谐音、寓意，这些西方现代绘画中的核心元素，我们朝圣般虔诚膜拜的
元素，我们苦苦跋涉了一圈也只抓到皮毛的东西，重新回到中国民间年画中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元素
原来早已存在于我们土生土长的年画中，遗憾的是我们却视而不见！
　　年画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来源和故事，每一个物件都有寓意和说法，哪怕是衣服上最细微的花纹
都有讲究。
这难道不是巨大的隐喻和象征吗？
西方人对此感到神奇而神秘，神往不已，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抛弃自己的博大神奇而求索别人表象的神
秘呢？
　　正如在中国年画最初级最原始形态的纸马收藏中，不断有人惊呼“我发现了毕加索”“我又发现
了凡·高”一样，在民间年画这一最成熟的中国民间美术形式中。
我们可以发现大师的完美，还有灵感的源泉。
因为它原本就源自泥土啊！
而任何大师都离不开泥土！
现代人回归自然，就是回归泥土。
最简单的，才是最丰富的；最俗气的，或许是最典雅的：同一个圆上，终点就是起点。
　　那么，让我们顺着圆的轨迹。
循着中国古典哲学的智慧精髓，终结我们每日每时此时此刻各种徒劳无益的疲于奔命，回归起点，背
起行囊，去寻找散落在各地的即将逝去的民间年画吧！
　　沈泓　　注：本书中的年画全部为作者本人收藏的年画原作。
摄影照片均为作者本人摄。
书中未注明产地的年画均为滑县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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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次全新的人文之旅，这是一抹深刻的文化记忆，这是一幅多彩的民俗画卷。
 《滑县年画之旅》是《中国濒危年画寻踪》丛书之一。
 由沈泓编著的这本《滑县年画之旅》以田野考察的写作方式，对滑县年画的传承区域、历史溯源、表
现形式、文化内涵、年画传人以及濒危状况作了详细的记述，并配有百余幅精美年画，融知识性、艺
术性和鉴赏性于一体，具有珍藏和存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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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泓，湖北江陵人，现居深圳，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在海内外200多家报刊发表作品1000多万字
，5篇报告文学在全国性评奖中获一二等奖，20多家出版社出版其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民俗文化
、民间美术、传统文化、收藏鉴赏丛书和专著70多部。
著作入选法兰克福等国际书展，深受国外出版商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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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乾隆年间进入鼎盛　　有关资料也记载说，清朝乾隆年间，李方屯木版年画经过世代流变，形
成了“兴隆号”、“兴义号”和“兴盛号”三家作坊。
　　这三大作坊有不同的代表人物，或者说是不同的掌柜老板，三大掌门人是韩凤歧、韩凤仪、韩凤
祥，三人主宰着“兴隆号”“兴义号”“兴盛号”三家木版年画作坊。
　　李方屯木版年画的三大作坊，与笔者实地考察采访的名称有所差异。
笔者采访时，当地年画艺人对我说的三大作坊是：韩建峰的“同盛合”韩国强的“天顺公”韩丙利的
“万顺祥”。
　　或许，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三大作坊；或许，三大作坊的字号也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在演变中
有所变化；或许除了三大作坊，还有其他年画作坊。
　　清朝乾隆年间，滑县木版年画进入鼎盛时期，村里几乎家家都会木版画、木版年画的手工制作，
而且还能刻版绘画。
　　彩色年画的出现，是滑县木版年画的一个飞跃，以前都是在木版上进行黑白二色的“墨线”印制
，然后销售，现在是印刷墨线版后，再由人工根据画中人物、神像的身份、官职等，分别进行涂彩和
彩绘，实际上是“二度创作”。
　　在鼎盛时期的滑县木版年画，男孩子通常在六七岁就开始跟随父辈进行线条和色彩的描摹学习训
练，以为将来谋生传承之技，因此对下一代的培养，造就了一代接一代的接班人，几乎家家户户都会
印年画。
　　由于滑县木版年画的色彩鲜艳，画风新鲜，题材内容反映了民风民俗，符合百姓的欣赏口味，购
销两旺，在本省，大多是通过浚县、内黄、东明、长垣、兰考、开封县及本县的画贩销售，并销往全
国各地的。
　　滑县木版年画渐渐遍及全国多省，除在河南畅销外，在年画的旺季冬天，山东、山西、河北、甘
肃、安徽等省的年画经销商人纷纷前来滑县采购。
　　每年一进入腊月，南来北往的商贩纷至沓来，争相订购滑县木版年画。
他们排队等候，常住滑县艺人家里，一住就是十几天，等候画品。
而年画作坊必须日夜加班赶货。
　　据李方屯艺人对我介绍，韩家的木版年画传人很小的时候就要学着画画，冬天天气冷，年画作坊
日夜加班赶货时，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至0深夜了一家人都不能睡，因为客户就等着拿画回去，销
售给那些眼巴巴等着张贴过年的人。
小孩子不懂事，有时候因为画的太晚了气得直哭。
　　来批购年画的画贩和画商，专做批发木版年画业务，有的商户做木版画生意竟成世家，有的连续
做到第三代、第四代。
以此谋生。
　　后来，甚至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等地，也有年画经销商前来批发进货。
　　李方屯年画老艺人对我说：“据长辈讲，鼎盛时期，全村400多口人，就有30多户将近200人参与
年画制作，每家都有二三十块木版，一人平均每天印制100多张，全村全年能卖出100多万张。
”　　滑县木版年画的鼎盛时期延续很长，从清朝乾隆年间，一直到民国初期。
因为清末列强入侵，国势渐衰，再加上西洋传入的机器印刷术在中国突飞猛进发展，大有取代木版年
画天下之势。
于是，滑县木版年画从鼎盛时期年产百万张，逐渐缩至民国时期年产50余万张。
民国时期，一些年画作坊还继续保留着，虽然比起鼎盛时期产量大大减少，规模越来越小，但在社会
上仍具有一定的影响。
　　当时滑县木版年画的交易还有一个奇特景观，就是钱粮交换和以物易物的场景非常繁盛。
　　新中国的滑县年画　新中国成立前夕，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制作艺人纷纷改行，开业生产的作
坊屈指可数。
　　一则资料描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风调雨顺，丰衣足食，民心欢畅，滑县木版年画又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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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　　另有一则资料则截然不同：“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滑县木版年画更加衰落。
”　　衰落应该是从1958年开始的。
当时，由于“大跃进”，反对“封建迷信”等活动，滑县木版画遭受了灭顶之灾。
　　讲到20世纪50年代李方屯木版年画的衰落，韩伦然对我介绍说：　　“当时，个别艺人冒着被揪
斗的风险，将双面刻的老木版单面刨平推光，或藏于地下，或置于猪圈，或放于灶台当案板，保住了
一些老版。
”　　“后来还印过年画没有呢？
”我问道。
　　韩伦然对我说：“到了1962年，政策放宽，木版画、木版年画市场开始复苏，从事木版年画制作
的村里有200多人。
每家都有二三十块木版，一人一天就能印出100多张，全村一年能卖出10多万张。
当时产销两旺，俺印刷的年画是不打裱的（即不装裱），是宣纸软片画幅。
当时，每张画的价格为4元至5元人民币，乡政府派专人在每幅画面盖上政府大印，以作收税纳税之鉴
。
外来商贩需住上四五天才能排队买到。
那时是李方屯木版年画的又一个全盛时期啊。
”　　村里艺人告诉我，当时还有好多外地人来李方屯学艺，如滑县老店乡马兰村姓耿的兄弟二人，
就是来李方屯村学的，木版年画的技艺也是这时传到该村的。
　　到1963年，李方屯木版年画生产和销售更是繁盛，甚至再度出现钱粮交换和以物易物的场景。
一进腊月，画贩就推车挑担远道而来，以农产品小麦、高粱、玉米等换取年画。
　　“文革”时期的滑县年画　1966年，“文革”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
”，滑县年画遭遇了十年浩劫，被迫停产，不计其数的雕版被砸被烧。
　　为何村里现在还有老版呢？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后，韩国强对我说：　　“也有几家不忍毁掉老祖宗传下的技艺，因为俺清楚版是
木版画的根，根没了技艺就失传了，在冒着被批斗的情况下，俺将部分印版偷偷地埋于地下，或藏于
房顶、夹墙，才保存了一小部分下来。
”　　因为他们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判断偷藏的印版，所以现在我看到的几家画坊的藏版有所不同，
在印画内容上各有特色。
　　改革开放后的滑县年画　　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文革”结束，政治气氛有所变化，没有为这
些木版年画“平反”，在文艺的春天里，一些艺人开始拿出藏的老版和工具，悄悄地从事“地下活动
”，但当时印的年画数量十分有限。
　　20世纪80年代，中国全面进入改革开放，李方屯村的年画艺人才开始了大量地生产和销售年画，
画坊一时曾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繁荣景象。
主要销往豫北安阳、濮阳、新乡等地。
由于主要是供应农村贴用，神像年画当时价格低廉，其中中堂神像约二元一套，神马约五分至二角不
等，在豫北一带十分畅销。
　　李方屯村的老艺人对我说：“当时有很多外地的批发商提前数日住在画坊，才可拿到年画，最多
时几大画坊都会住十几位批发商。
”　　谈到这一点，韩建峰对我说：“这时版在村中是流动的，互相转借来印墨线版，各个画坊再自
己着色，但如果销量很大的话，借版也要等候，为了方便，艺人们就借来印底开始刻新版，所以传至
今日的很多印版是这个时期新刻的。
这时用的木材材质也不像以前那么讲究，有用梨木，但更多用枣木。
”　　长期以来，政治运动中在村民头脑中形成的观念，仍认为这些神像年画是封建迷信，印年画则
是封建迷信活动。
因此，即使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出现繁荣景象时，村民还是小心翼翼，不敢大张旗鼓，唯恐由此又引
发什么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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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建峰对我说：“到1993年，木版年画又遭遇市场冷落，社会需求稀少，作坊生产门庭冷落，木
版画发展受到制约，木印版被束之高阁了。
就在这时，古董收藏市场活跃，来自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古董商人与收藏爱好者深谙木版画的价
值，纷纷来到俺村里购买。
”　　因为一些村民认为终于可以靠别的方式光明正大地挣钱，木版存着也没什么用处了，以少则二
三十元，多则一两千元的价格，卖给了收买的人，就这样，大量的珍稀古版流到外地。
　　这令韩建峰痛心疾首，每次他对我讲述到这里，都说头痛。
　　如今，通过韩建峰等一批民间艺人恢复性抢救的努力，通过魏庆选等文化人士和有识之士的呼吁
和抢救，滑县年画已成为民间手工艺珍品，收藏和观赏价值日益提升，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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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颗痴心，十年寻访，百折不弃，千载绝唱，万里迢迢⋯⋯倾心呈现独一无二的中国年画寻踪之
旅。
 　　由沈泓编著的这本《滑县年画之旅》是《中国濒危年画寻踪》丛书之一。
它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真实记录了作者寻找滑县年画的行程，包括在田野和深山的跋涉，对滑县民间年
画艺人的叩访，以及滑县年画濒危告急的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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