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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年画，顾名思义，就是过年(春节)时张贴的画。
年画古称“门神画”，其最早的名称叫“门画”。
 旧时候，每逢新春佳节，人们都喜欢买些鲜艳悦目的年画，贴在门上，或贴在室内堂房、卧室、窗旁
以及灶前、院内的神龛上等处，增添新春佳节的祥和气氛，又借以祈求上天赐给幸福，消除灾祸与不
幸。
 年画作为中国独特的艺术门类，源远流长，影响深广。
许多年画艺人都是生活在乡镇的农民，他们把美好的理想愿望、丰富多彩的生活面貌以及艺术的欣赏
趣味，反映于年画作品之中。
 在收藏已成为时尚的今天，曾遭受冷落的年画，再度以其构冈饱满、色彩艳丽、线条流畅、富有浓郁
的装饰性和观赏性，成为有眼光的收藏者青睐的藏品。
同时，年画也因尚未被大多数人发现其收藏价值，目前价格尚低，而成为收藏投资潜力最大的藏品之
一。
 1.年画与木版画的关系 中国民间木版画的历史，同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基本上是同步而行的。
 在占代，笔墨和纸的发明，给人们书写文字和图绘形象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随着文化传播的需要，人们又感到一本一本地抄书和一张一张地绘图之缓慢，因而又进一步发明了术
版刻印的工艺，由此便可以大量复制了。
 中国的雕版印刷术，一一般认为足发明于唐代或唐代之前。
现仔最古的印本书是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印造的《金刚经》，全卷长5米多，卷首刻有精美的扉画，
系“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卷末刻有“王阶为二亲敬造普施” 的说明。
这是我们看到的早期民间版画形式的一个实例，也是木版年画萌芽期的一个样本。
 农业生产重视节气，需要有火量的历书，所以印造历书便成为印刷术发明之后的一大功用。
虽然在历书上不见刻印的图画，但历书与以后的《春牛图》、《九九消寒图》之类年画的出现，有直
接的关系。
 比木版年画更早的是纸马，或者说，早期的木版年面即是纸马，纸马其实都是一些神的图像，且都是
民间艺人所为。
雕版印刷的前身很可能足民间广泛流传和使用的纸马，所以，雕版印刷既是因时代需要而兴起，也是
随着民问信仰的需要而兴起的，一旦从民间走向文化层和官方，就因其实用美观而受到各阶层人士的
重视。
到了宋代，雕版印刷越来越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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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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