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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巡览 /

! ! ! !中国年画历史悠久，产地众多，素有“四大”（天
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杨家埠、河北武强）和
“四小”（四川绵竹、河南朱仙镇、山西凤翔、广东佛
山）之称。相比之下，海派年画虽然诞生的时间并不
长，但是由于糅合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西方艺术
的异彩脱颖而出，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由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市宝山区文化广

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收藏协会、上海市历史博物
馆联合主办的“海上年俗———迎新春中国年画大
展”，于 !"#$年 #月 #%日在尊木汇国际艺术广场·
尊木艺术馆隆重开幕。展示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
河北武强、苏州桃花坞等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保护名录的十二大传统年画流派，以及具有海派特
色的上海旧校场年画作品百余件，较系统地反映中
国年画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底蕴。这是全国性的年画
流派首次在本市集中展示，将为 !&#$年春节送上
一道精神大餐。
木版年画是当时社会风俗的一种体现，民间艺

人中有这样的说法流传：“一黑二粉三金黄，五颜六
色穿衣裳”、“红绿大笔抹，市上好销货，庄严墙上
挂，喜庆又红火”。这就显示当时受欢迎的年画的一
些要素。同时，同一题材的年画也有很大的差距，就以前面提
到的门神年画，画门神则必须考究容貌、服饰、冠戴、手捧物、
表情等等的细节，就连门神的胡须也是鉴赏的重要标准。
散发着浓郁海上文化气息的老上海年画，除了早期的“旧

校场年画”、“月份牌”之外，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文化部下发了
“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特别强调了月份牌画要注意
进行利用改造，使其成为新艺术普及运动的工具。后人称之为
新年画运动。当时上海解放不久，为了把月份牌画家组织起
来，上海美术出版社年画创作团体宣告成立，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社创作的新年画发展迅速，!&世纪 '&年代初达到鼎盛时
期，该时期的年画，其画面色彩艳丽，人物栩栩如生，非常受到
市场的关注。在这个时期中，许多绘画大家都纷纷参与到年画
的绘制中，如程十发，他创作了反映上海浦东川沙县老妈妈合
唱队唱山歌的年画《歌唱祖国的春天》，反映全国少数民族大
团结的年画《各族人民热爱毛主席》。至于《向毛主席报喜》、
《毛主席来到咱农家》、《毛主席的话说到我们心中》等等，更是
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熟悉。

对于普通收藏者来说，可以重点关注三类年画：一是早
期年画。特别是木版年画更是目前收藏市场关注的热点，像
“仙鹤送子”、“麒麟送子”、“莲花生子”、“金鱼”、“增福喜神”、
“和合二仙”、“牛郎织女”、“刘海戏蟾”等，有的可单独张贴，
有的要成双成对张贴，如“麒麟送子”图，以迎合“好事成双”
的心理。随着目前收藏人数越来越多，价格仍在攀升，同时也
受到美术出版界、民俗研究专家的追捧；二是建国后名家精
品。著名画家杭稚英的《西施浣纱》、刘玉斌的《鱼乐图》、贺友
直的《小二黑结婚》等新年画代表，近年来已受到收藏家的青
睐；三就是海派年画，这对于上海的收藏者来说，更是有着地
域优势。像目前申城福州路附近的旧书店、周日文庙的旧书
市场，以及主要的文玩市场内，都有海派年画出售，对于收藏
者来说，不妨可以在多多比较之后，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种进
行收藏。 于佳

杨柳青
北方年画重要代表
天津杨柳青是中国最著名的木版

年画产地之一。杨柳青年画据传始于明
代万历年间，盛于清代中叶。杨柳青年
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多表现了劳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充满了浓厚的
生活气息，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制
作上采用了印绘结合的方式，受到北方
版画艺术和院体工笔重彩绘画的影响，
具有精巧细腻、明丽典雅的艺术风格。
杨柳青年画的主要产地，除了杨柳

青镇之外，南乡三十六村也是举足轻重
的年画原产地和集散地，就盛期的画业
规模而言，杨柳青镇与南乡三十六村是
两个实力相当的年画中心，其中“义成
永”画店便是南赵庄独一无二的画作
坊。义成永画店位于与杨柳青镇年画实
力相当的南乡三十六村中的南赵庄，在
清朝光绪年间由杨永义、杨永成、杨永
兴兄弟三人合伙经营。其规模之大，产
品之精，驰名全国。从前每逢春节，北京
城各大门楼张贴的巨幅门神多为义成
永画作坊加工制作。

此次展览主要以“义成永”画店的
%&余幅年画珍品为展示对象，通过梳
理画店的历史、技艺与实物，并结合视
频播放和现场展演，从一个侧面一窥杨
柳青年画的曾经辉煌。除了套色年画之
外，此次展览展出的墨线也都是义成永
画店历经劫难后保存下来的画版所刷
印。所谓“墨线”，是指在年画线版上刷
印的年画半成品，行话称之为“线坯
子”，也称“样子”。对一件完整的杨柳青
年画来讲，这是后面所有工序的基础。
优秀的刻版艺人所完成的画面，一方面
是出稿者思想、趣味及艺术的显现，另
一方面，木刻版画所特有的“版味”也在
“墨线”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批墨线
的画版制作年代大约在清代晚期至民
国初期，内容丰富，版刻精美，具有极高
的艺术水准与历史、民俗及文献价值。

小校场
中国年画重要分支
据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木版年画

研究学科带头人张伟介绍，上海的小校
场年画发轫于苏州桃花坞，所谓此起彼
伏。据文献记载，上海早在 #%世纪末至
#(世纪初的清嘉庆年间已开始有年画
生产，当时沪南城隍庙一带因庙会聚成
街市，汇集起不少制作和销售纸锭、香
烛等民俗用品的店铺，同时也有一些画
商在此代销外埠年画，但只是零星点
缀，并不成气候。

有文献证明，最早一位来沪经营的
桃花坞画商是清道光年间在小校场设
摊的，名叫项燿，曾开过一家飞云阁的
画店经销自己出品的年画 。#%'&年太
平军东进攻陷苏州后，不少桃花坞年画
业主和民间艺人为避战乱纷纷来沪，落
户城南小校场，有的开店重操旧业，有
的受雇于上海的年画店庄。这股新鲜血
液的注入，为清末上海年画的蓬勃发展
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上海小校场年
画的存世量却极少，据不完全统计，在
全世界范围内，包括个人和机构，上海
小校场年画的全部存世量就在一千幅
左右。而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年画中，小
校场出品的就有 )&&余幅，是国内外目
前小校场年画数量最多的一项收藏，尤
为珍贵。在此次展览中，广大观众就将
有机会观赏其中的一些精品力作。

据张伟介绍，近代上海的画家虽然
人数众多，但是和年画发生关系的却少
之又少，而若要在这极少数画家中找出
领军人物，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吴友
如和钱慧安。其实，真正对小校场年画
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吴友如的同
门师弟周慕桥，也即今天人们在很多年
画上都能看到的那个“古吴梦蕉”。他的
很多作品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传统绘画
中类型化的才子佳人和概念化的亭台
楼阁，而较多为现实生活中的市农工商
和车船光电，故仅有传统技巧是远远不
够的，需要有新的表现手法加以补充。
周慕桥引入西洋绘画中的透视法理论
和水彩画法，使其的作品充满了生命
力，符合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要求而广
受欢迎。

看馆藏
丰富品种大饱眼福
据悉，上海图书馆现藏年画约

$%&&幅，大部分是清末民初期间的作
品，距今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在公共
图书馆中，能拥有如此丰富的藏量可谓
一枝独秀，并且这批年画的覆盖范围也
很广，包括中国四大“年画之乡”的四川
绵竹、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潍
坊等都有所涉及。

这些年画的搜集者主要是当时在
徐家汇藏书楼（原徐家汇天主堂图书
馆）的法国传教士们，其中费力最多的
是亨利·多雷（*+,-. /0-+）。多雷神父在
华期间即刻意收集流传在中国各地不
同风格的年画，尤其注重于收集有关道
家、佛家、儒家故事中的所谓迷信图像
的资料，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1'

年，徐家汇藏书楼正式并入上海图书
馆，这批年画也随之为上海图书馆所珍
藏。其后在 !&世纪 (&年代末期，上海
图书馆又曾去山东潍坊、四川绵竹、天
津杨柳青等地进行多次征集，进一步扩
大了藏量。为了进一步丰富展览内容，
本展览特别甄选了以上海本地年画为
主的 !%幅馆藏精品年画，内容涉及“合
家欢庆”、“新年吉祥”、“新婚祈子”、“童
子游戏”等八大主题。这也是未来上图
馆藏专题年画展的一次预热。 袁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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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在我国历史悠
久，它是民间迎新春、祈
丰年的一种民俗艺术品，
也是广大群众用来美化
环境、反映社会生活、表
达心里愿望的一种大众
艺术形式。上海图书馆于
1月 18至 27日与天津
美术学院共同举办，天津
杨柳青义成永年画艺术
展暨上海图书馆藏年画
精品展，以图文形式简要
梳理展示我国木板年画
的分类和发展脉络。

!

百
子
图
状
元
及
第
!小
校
场
年
画
"

!

吉
祥
进
福
!杨
柳
青
年
画
"

! 福禄寿三星

! 闹新房#小校场年画$

! 琵琶有情

! 寓沪西绅商点灯庆太平%小校场年画&

! ! ! ! 本版图片除

'琵琶有情('福禄寿

三星)为尊木艺术馆

展品外*其他均为上

海图书馆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