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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年画是渗透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种夸张的民间艺术。
这种夸张艺术的内容主题始终如一，它记录了农耕中国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理想以及精神追求--祈福
禳灾直至岁熟年丰。
众所周知，木版年画发端于北宋首都汴京。
但是，这一艺术形式的酝酿以及思想主题的起源却可以上溯到更为遥远的西周时期，或者更早。
　　年是岁名。
《尔雅》说：“夏日岁，商日祀，周日年。
”《说文解字》说：“年，谷熟也。
”也就是说五谷皆熟为一年，是一岁，可以大祀。
《礼记·王制》说：“大夫五祀。
”汉人郑玄注解“五祀”说，其中有祀门、祀户。
郑玄在解释《礼记·丧服大记》中还说“君释菜于门内”的意思是“礼门神”。
由此可见，在周代就已有祭祀门神的习俗了。
最早的门神，传说是神荼、郁垒。
这一传说至迟到汉代已经十分流行。
东汉王充在《论衡·订鬼篇》中引《山海经》说：“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
千里，其枝间东北日鬼门，万鬼所出入也。
上有二神人，一日神荼，一日郁垒，主阅领万鬼。
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
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
”东汉蔡邕在《独断》一书中说：“十二月岁竟，乃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
”蔡邕的话让我们相信，东汉春节期间的大门上就已经绘有神荼、郁垒二门神了。
　　在东汉新年的大门上我们还可以欣赏到绘画的虎。
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
卫凶也。
”在门上画虎，我们还可在东晋时新年的门上欣赏到。
东晋干宝在《搜神记》中说：“今俗法，每以腊终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左右置二灯，
象虎眼，以祛不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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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在清朝中期，家住开封县西姜寨乡小尹口村的尹清源，因从小喜爱美术，出于对年画的好奇，
在朱仙镇观察学习年画制作，几年后在镇上天成年画店从事木版年画的制作和销售。
尹清源的儿子尹德成（又称尹全成）继承父业，由天成店到天义店，生意兴隆，成为朱仙镇著名木版
年画店老板，每年仅雇雕刻工、印刷工、染料工和各种勤杂工就达百人。
尹德成的儿子尹杰周（尹辅礼之父）从天成店到天盛店，把木版年画作坊办得更加红火兴旺，刻制的
传世画版积累盈屋，如《秦琼敬德》、《飞熊入帐》、《柴王推车》、《麒麟送子》、《盗仙草》、
《三娘教子》、《罗章跪楼》、《五子登科》、《马上鞭》、《蝴蝶杯》、《灶君神》、《铜锤换玉
带》等等。
这些年画木版，成为尹家世代人的传家宝。
1932年，尹杰周的儿子出生了，他就是如今年过古稀的尹辅礼。
从懂事时，尹辅礼就受到木版年画的各种熏陶。
在父亲尹杰周的言传手教下，他逐步掌握了木版年画从起稿到印刷的全套工艺，成为尹家年画店的第
四代传人。
　　1937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时，年画老店受到严重的摧残，但由于年画与中国民俗紧紧相连，农
村家家户户过年不可缺少，需要量很大，年画生产并未完全中断。
日本投降后，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木版年画业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基本保持着原有的规模。
那时，在尹辅礼年轻的记忆里，每年农历九月初，来自安徽、山东、湖北、山西、陕西、河北的年画
客商，从四面八方云集朱仙镇，落脚在镇上及周边农村大小旅社和农家临时的客铺里，参加一年一度
的九月九日年画行会和纸业行会庆典。
从九月九日到腊月底，木版年画生意兴隆。
满载而归的年画客商，“东来的推着走，西来的背着走，南来的担着走，北来的送到手”，可以说还
算是一片繁荣景象。
朱仙镇及开封县，就是这样富在年画上，故有“金杞县，银太康，不如祥符一后晌”（开封县古称祥
符县）之说。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年画店实行公私合营。
1964年，刮起了四清运动的风暴。
朱仙镇23家门神作坊被关闭，门神版子1700余套被火烧为灰烬。
360余位门神作坊艺人归田务农。
艺人们回村时，有的拿回家几套版子。
朱仙镇旁的赵庄、薛寨、腰铺、葛寨等村都有印卖门神的，而镇上再没有一家印卖门神。
尹辅礼家满屋堆放的年画木版被责令搬到街心焚烧，化成了灰烟。
这些祖传的年画木版，是尹家的命根，浸透着从尹清源至尹辅礼四代人的心血。
冒着“右倾”、“反动”的罪名，尹辅礼选了一批珍贵的年画木版偷藏起来。
然而，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1966年“破四旧”的暴风雨般的洗劫又朝这个古镇袭来。
镇周边农村艺人在家私印的门神版子全部被没收，艺人被迫身前挂着黑牌，身后背着门神版子游街示
众，游街后门神版子销毁，从此再无印卖门神的人，将近千年的民间艺术瑰宝毁于一旦。
作为“四旧”的代表人物，尹辅礼被揪出来批斗。
造反派勒令他跪在砖头上，头顶年画木版，接受批斗。
每次批斗，他都被整得死去活来。
尹辅礼白天挨批斗，忍受着皮肉的痛苦；晚间躺在床上，经受着撕肝裂肺的心灵煎熬。
“祖上几代留下的珍贵年画木版，难道到我的手上就这样全部被毁灭绝迹了吗？
”一次，他到焚烧年画木版的现场去看，突然发现《飞熊入帐》的年画版子，那可是爷爷、父亲珍视
的一块版子啊！
眼睁睁看着就要被大火烧掉，他揪心如焚，立即奋不顾身地扑上前去，从大火中将画版捡起，双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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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
监烧年画木版的造反派土匪一般立马从他手中夺去，重新投进火中，然后恶狠狠地将他反手捆住，拳
打脚踢，推搡着将他赶出焚烧现场。
　　尹辅礼回到家中，痛哭一场。
他思前想后，决定将偷藏起来的20块年画木版用油布和塑料布分包裹好，在一个月黑的深夜，悄悄地
埋在院子中的粪坑里。
粪坑的上面，他每天堆放生活垃圾，从而躲过了造反派一次又一次翻箱倒柜般的搜查。
家中原有的两个陈放年画木版的旧式槐木画版柜，一个因糊纸抹泥躲过运动劫难，而另一个却被搜去
烧掉了。
30多年间，他偷偷3次扒开一角察看被他埋在地下的年画木版，发现没有腐烂，才又悄悄地将拆开的一
角重新包裹好，用土埋好，继续堆上垃圾。
这一切竟连他的宝贝女儿也不知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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