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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期，!"张来自中国、日本、法
国的“姑苏版”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
正在苏州美术馆与公众见面，这也是
清代康乾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全盛
期作品首次在国内公开展出。暗哑雅
致的色彩，纷繁复杂而又细腻精致的
画面，不论从工艺上或是艺术价值上
都迥异于一般年画留给人们的印象，
令观者有如进宝山的喜悦。

岁月静好桃花坞
与苏博一样的黛瓦白墙，位于

人民路尽头的苏州美术馆，其所处位
置正属于古时的桃花坞。唐诗人杜荀
鹤曾作《桃花河》诗，此地更因唐寅所
作的《桃花庵歌》一度风雅无边。
桃花坞年画源于宋代的雕版印

刷工艺，由绣像图演变而来，而苏州
自明中叶以来就是江南刻书与印书
中心，成熟的抽图版画积累了精湛
的刻印技术，使版画脱离书籍走向
独格版画拥有了充分的物质技术条
件。到清代雍正、康熙、乾隆年间达
到鼎盛，继承了以“明四家”为代表
的吴门画派文脉，这一时期的作品
趣味已接近文人画，史称“姑苏版”。
走进布展简洁、现代的展厅，由

法国国家图书馆、日本神户市立博
物馆、日本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
馆和辽宁省博物馆贡献的 !"张“姑
苏版”大件位于展览的最后，是为扛
鼎。走近日本神户市立博物馆收藏
的《姑苏万年桥图》，近 #米高的巨
制，犹如《清明上河图》一般，以古桥
为中心，岸边百舸归渔，河上官船上

水手卖力摇橹。两岸民居、商铺、亭
台楼榭、古城墙俨然井立，其间来往
人等服饰、形态各有不同，生动栩
栩。尤为完整的是，此作还借鉴了文
人画中的题跋、书法、印章和苏式装
裱，体现了文人画与市民化审美的
完美的结合。“姑苏版”沿用一版一
色的木版套印方法，这样一幅作品，
足需套印十数次而能毫发无误，让
人叹为观止。

展出的其余十二幅珍品如辽宁
省博物馆收藏的《西洋剧场》，法国国
家图书馆收藏的《美人闺房图》《玉堂
富贵图》，日本町田市立博物馆收藏
的《苏州景 新造万年桥》《西湖十
景》，日本神户市立博物馆收藏的《山
塘普济桥 中秋月夜》等，有的以城
门、名桥、水路、商铺等城市景观为主
要内容，为苏州发达的商业经济画像
立影，有的记录了当时小康之家的生
活场景，人物则多是孩童和美人，表
达生活和美，子孙绵延，昔日苏州的
繁华富庶和动人意蕴跃然图上。
“在日本，人们对中国明朝、清朝

时期在苏州描绘出版的版画统称为
‘苏州版画’或‘姑苏版’，应该是 !$

世纪上半叶对日贸易时，由和苏州有
着水运往来的港口城市乍浦出发的
中国船只带至长崎的。”神户市立博
物馆研究人员塚原晃表示，“在锦绘
（套色木版画）创始人、浮世绘大师铃
木春信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与苏州版
画美人画、母子像类似的主题。日本
的画师们最早是从中国传入的苏州
版画那里找到新的表现手法，并运用

于浮世绘创作之中的。”
塚原晃表示，在日本同时期

（%&"'(!&)'），能与之匹敌的都市
风景版画还没有出现。“当时，空间
表现手法采用传统的俯瞰描绘法的
居多，《山塘普济桥 中秋月夜》却采
用的是‘仿泰西笔法’，明确表示效
仿了西洋绘画的表现法。‘姑苏版’
对日本浮世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
的。进入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以
圆山应举为首的京都画师们开始正
确使用透视法描绘新风格的风景
画。他们的描绘主题虽然大多是京
都的风景，但其中也有少许画作描
绘了苏州万年桥周边的景象。他们
正是通过观察和模仿苏州版画，学
会以新的空间表现手法构建框架，
描绘真实的城市景象。”
中日艺术研究会事务局长三山

陵女士是对“姑苏版”进行专项研究
的学者，据她透露，目前在日本还有
将近 "''件“姑苏版”存世，基本集
中于一些博物馆、图书馆、私立美术
馆以及个人收藏家。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之前不受重视，国内存世的“姑
苏版”几乎绝迹，唯有中国辽宁省博
物馆的《西洋剧场》为学术界承认。

只缘本是桃林人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具有极高的

艺术价值，却长期不为世人所知。这次
终于能如此震撼的呈现，不得不追溯到
策展人张晴早年许下的一个心愿。

!**'年，日本著名画家加山又
造在中央美院的一次讲座中，讲述

了日本浮世绘对法国印象派艺术的
影响及作用。正在美院求学的张晴当
即站起来说，希望将来有机会做一个
有“姑苏版”的“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
展览”。身为苏州人的张晴，对自己故
乡的这段日渐没落的文脉有着深深
的感情，他还对加山又造说，他希望
进而再做“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日
本浮世绘艺术及法国印象画派比较
研究展览”，能通过对日本浮世绘艺
术理念与艺术语言的源头———“姑苏
版”的挖掘，让人们了解到东西方美
术史在“姑苏版”的融合交流和流变。
这样不仅会进一步提高中华艺术瑰
宝的影响力，更为世界艺术交往发展
的历史添彩。

张晴的愿望，在当时看来是困难
重重。由于十年浩劫，以及学术界对民
间木版年画价值的忽视，我国所藏苏
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基本上为晚清至民
国年间的作品，而早期和中期的作品
都被世界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
以及藏家收藏。在这次展览之前，“姑
苏版”在国内艺坛从未露过真容。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年前，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桃花坞木
版年画）的保护单位，苏州市公共文
化中心主任、苏州美术馆馆长曹俊
因为看到了张晴在央视教育台播出
的“苏州桃花坞民间木版年画”的
%' 集教育片，找到了这个对桃花
坞、“姑苏版”有着特殊感情的故乡
人。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征求展品
的漫漫之路。“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
藏有清末以来 )''余幅古版年画，

经过三年来艰苦筹备，终于能将‘姑
苏版’珍品迎接回家，能接续起桃花
坞木版年画历史发展脉络，让我们得
以从宏观大史的视野下来重新审视，
桃花坞木板年画在美术史上不可或
缺的贡献，以及它在江南商业及社会
中所独具的作用。”曹俊说道。
明清以来传教士活跃在江南地

区布道，需要大量传教的宣传画片，
传教士们就因地制宜，在苏州等地
区委托善刻书之匠和年画的刻印
工，按照西方带来的传教的宣传画
片和艺术作品临摹刻印。在这一过
程中，西方宗教故事的图式，意大利
文艺复兴的理念，西方传教士和商
人的生活方式，以及西洋艺术的表
现力等强有力的基因，融合孕育了
“姑苏版”的文化底色。

除却“姑苏版”对于日本浮世绘
画风的影响，曾经在上海工作生活，
担任过上海美术馆副馆长、上海双
年展策展人的张晴笑言，桃花坞年
画与上海也有着剪不清理还乱的渊
源：“%$)"年上海开埠以后，太平天
国战乱时期，苏州桃花坞画工逐渐
向上海小校场年画转移，这促使了
一部分桃花坞画工转向上海制作月
份牌，为上海月份牌和‘点石斋’的
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成为我国
商业美术的前身。月份牌在上海地
区逐渐风行，改变了当时人们的美
习惯，这对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
区年画产生了实质性的冲击。”
这场筹备了三年多的展览将持

续至本月中旬，静候有缘人。

“能将这些‘远嫁他乡’经年的‘美少妇’从日本、法国请回家，实
现了我二十多年来的愿望，这更是对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如何对日
本浮世绘及至法国印象派一脉的美术理念产生影响的有力证明。”国
家艺术基金2016年度资助项目“姑苏繁华录———苏州桃花坞木版
年画特展”，其策展人，中国美术馆研究与策划部主任张晴说。

一眼收揽
姑苏繁华
世界典藏“姑苏版”桃花
坞木版年画“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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