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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珍档/

! ! ! !就国内年画收藏而言，各
产地的博物馆都有比较丰富的
藏品，但大都以本地作品为主。
小校场年画，目前也主要由上
海的文博机构收藏。这方面最
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图书馆。上
图年画藏品有四千余幅，大部
分是清末民初期间的作品，最
出彩的正是上海小校场年画，
这也成为上图馆藏年画中的精
华部分。这些小校场年画大约
有近 !""幅，是国内外文博机
构中小校场年画数量最多的一
项收藏。上海美术家协会收藏的
各地木版年画大约在三百幅左
右，以杨柳青、杨家埠和桃花坞
为最多，然上海本地年画却非
常之少，约仅占百分之五。上海
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年画数量大
抵和上海美协相同，但小校场
年画占到总量的近一半，可谓
目前收藏上海年画数量仅次于
上图的机构之一。尤其难得的
是，上海历史博物馆还收藏有
一些小校场年画的雕版，具有

珍贵的文物价值。上海的一些
民间收藏家，收藏年画数量也
不少，但基本都是民国期间的
石印和胶印年画，很少看到有
真正早期的小校场木版年画。
当然也有例外，如合肥石先生
和上海舒先生的藏品中就有不
少精彩的小校场年画，给我们
留下了深刻印象。国外的收藏
更难统计，据笔者掌握的情况，
英、法、德、美、瑞典和匈牙利等
国都有上海年画的收藏，数量
较多的则是日本和俄罗斯。
据此，国内外公家机构和

私人所藏小校场年画可以有一
个大致统计：国内已知藏有上
海小校场年画的数量大约在
#""幅左右，国外公、私机构和
个人这方面的收藏大约有 !""

幅，两者相加，国内外藏有上海
小校场年画的总数仅约 $""余
幅。当然，这只是目前并不完全
的统计，民间藏龙卧虎，英雄辈
出，上海小校场年画的真正存
世量目前还只能说是一个谜。

扑朔迷离的上海本土年画
" 张 伟! ! ! !在中国各地传统年画中!

上海小校场年画因其迥异于
各地出品的鲜明特色而广
受关注"小校场年画的繁盛
期距今虽仅 !"" 余年
之历史! 其消亡速度却
十分惊人!至 #"世纪
中期几已难觅踪
迹!种种疑团至
今难解"

! ! ! !上海大约在 %&世纪末至
%$世纪初的清嘉庆年间开始有
年画供应，但只是零星点缀。有
人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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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云阁、文仪斋等画店经销自
己出品的年画。当时上海是否
真有年画创作似乎还缺少文献
依据。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
说法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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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画笺扇店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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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校场因临近城隍庙，以
庙会而兴起市场。至光绪年间，
印制、贩卖年画的日渐增多，年
节时分则销售更旺，众多画店笺
铺林立其间，小校场遂有“年画

街 ”
之称，
小校场年
画成为上海
年画的代名词。
光绪末年有人撰
竹枝词描写年画销售
场景：“密排争战画图张，
鞍马刀枪各呈强。引得游人
多注目，买归数纸慰儿郎。”堪称
清末上海年画销售实景的写照。

从目前已知文献来看，太
平天国期间桃花坞年画商迁移
到上海并继续从事年画生产和
销售的情况，尚无详细明确记
载，一些细节更付诸厥如，如当
时从苏州逃难到上海的年画商
到底有哪几家？著名画师和工匠
有哪些？继续从事年画生产和销
售的有哪些？上海的年画店铺哪
些是桃花坞画商开的，哪些是上
海本地画商开的？这诸多疑团至
今尚未解开，仍是一个谜。

! ! ! ! %&'!年开埠后的上海，造
就了融会中西、兼容并蓄的海派
艺术。许多外埠画家纷纷携艺来
沪，使之成为全国的绘画中心，
并促使“海上画派”的诞生。近代
上海画家虽人数众多，但和年画
发生关系的却少之又少，若要在
这极少数画家中找出领军人物，
先想到的必是吴友如和钱慧安，
他们画艺高超，影响也最大。
吴友如（？!%&$'），江苏元和

（今属苏州）人。约 %&#"年太平
天国期间避难来沪。光绪十年
（%&&'年），应《申报》主人之请
主绘《点石斋画报》，描摹社会风
情，开创中国新闻时事画之先
河。关于吴友如在上海参与绘制
年画之事，至今并无确凿文献可
征引，但我们在现存年画中确实
可看到不少署名吴友如的作品，
如《闹元宵》、《豫园把戏图》、《法
人求和》等，多由姑苏老店吴锦
增、陈同盛等刻版刷印。吴友如
是职业画家，卖画为生，不排除
他有可能为稻粱谋而应邀绘制
年画，但从这些年画作品来看，
构图草率、画笔粗俗，不可能是
他的作品，当是冒名之作；还有
些年画如《法人求和》等，具有明
显的石印绘画特征，很可能是由
石印画作直接翻刻而成。吴友
如因主编《点石斋画报》和《飞影
阁画报》在晚清画坛享有盛名，
年画作坊以其画作翻刻制版或
冒其名义出版画作，既印证了吴
友如画作的广受欢迎，也说明年
画商人在顺应社会潮流方面极
具商业头脑。但吴友如和上海本
土年画的创作发行是否真正有
商业契约关系，尚存很多谜团。

除吴友如，另一位有年画
作品存世的著名画家是钱慧安，
在晚清画坛，他的名声甚至超过
吴友如。钱慧安（%&!!!%$%%），
上海宝山人。他幼年即习丹青，
光绪初年已成为海上画坛名家，

尤以人物画著称。钱慧安晚年
曾应天津杨柳青之邀北上绘制
年画，所作大都以前人诗句或典
故为题材，人物传神，意态高古，
有浓郁的文人情趣，在京、津一
带很受欢迎。但作为海上知名
画家的钱慧安，却似乎并没为本
土画店绘制过年画稿，现仍存世
的小校场年画中，尚未有钱慧安
作品发现。钱慧安为何会舍近
求远，北上天津？是杨柳青出的
价高还是别的原因？我们期待
有新的文献发现来打破这个谜。
据笔者考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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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今
天在很多年画上都能看到的“古
吴梦蕉”。周慕桥（%&#&(%$))），名
权，字慕桥，号梦樵（亦作梦蕉）。
周家很早就从苏州迁来上海，周
慕桥自幼聪颖，出名甚早。在现
存上海小校场年画以及苏州桃
花坞年画中，署名“古吴梦蕉”的
作品很多，且不少是优秀的代表
作品，如小校场年画中的《闹新
房》、《五子夺魁》，桃花坞年画中
的《冠带流传》、《琵琶亦是寻常
韵》等。但这个“古吴梦蕉”到底
是谁？说法不一。其实，所谓周
权、周慕桥和梦樵（梦蕉）三位一
体，均为一人，正好是同一人的
名、字、号。这也是当时文人吟诗
作画常用的署名方式；至于“蕉”
和“樵”的相混互用，更是当时人
在署字、号时谐音互换的常态。
如我们再作探询，可发现周慕桥
凡在画报上发表作品，多署“慕
桥”或“周权”本名，在年画上署
名，则一律署号“梦蕉”，几无例
外！周慕桥是近代上海文人画家
中绘制年画数量最丰富的一位，
但他怎样从一个新闻时事画家
变为年画绘者，何时开始从事年
画创作？当时和他一起为年画店
主绘画的“点石斋画家群”中还有
哪几个？谜团甚多且均未解。

! ! ! !作为
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来
说，最重要的
主角就是活着

的继承人，而有继
承人就说明这项遗产还

有生命力，还在顽强延续。令人
痛心的是，若以此对照，上海的
本土年画可以说已不复存在，短
短 %""年，小校场年画作为一
种产业已消逝，作为一种技艺已
经失传，是中国各产地年画中少
有的没有传承人的一种。小校
场年画至今到底有多少作品存

世？它们又具体收藏在哪里？也
缺少一份详细准确的目录。小
校场年画的研究现状更难让人
满意。上海迄今没有关于小校
场年画的研究专著问世，散篇的
研究论文为数也不多，且少有对
第一手原始文献进行认真发掘，
研究也缺乏深度，缺少新意。此
外，我们至今也拿不出一份关于
小校场年画店庄和业人的传承
谱系，其绘稿、刻版、刷印、销
售、使用的具体情况更是长期
缺少调查。这在中国各年画产
地中很可能是仅有的，这不能
不让我们感慨万分。

! ! ! !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历史悠
久，产地众多，但最后的繁盛和
终结却都是在上海。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认为：
中国传统年画在上海得到了很
大发展，最终也在上海消亡。

上海的小校场年画在晚清
有过短暂的辉煌，但仅约 !"年
的时间就迅速走向衰落，之所以
出现这种反常情况，原因很多，
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最主要的
是否还是和上海这座城市有关
呢？上海是近代崛起的城市，其
发展变化的速度和力度要远
超其他一般城市，各类形式的
新鲜事物如走马灯般在这个
城市轮番引领风尚，一种新鲜
事物的流行，在上海平均也就
二、三十年的时间。城市化进程
的速度愈快，这种现象就愈甚。

就小校场年画而言，目前能够
看到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
%&&"年至 %$%"年间印制发行
的，这从年画上的绘制年款和作
品反映的内容可以大致推定，
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这期间
正是小校场年画发展最迅速的
时段。大约从宣统年间起，也即
)"世纪第一个十年后，随着社
会局势的激烈变化和月份牌技
术的进一步成熟，传统木版年画
的生存空间愈来愈窄，并迅速走
向衰落。我们可以从现存作品上
得到印证，在小校场年画中鲜
有反映民国社会生活的作品存
世，这也说明，那时的年画店庄
已没有很大热情去从事传统年
画的生产了，面对急剧变化的社
会潮流和咄咄逼人的印刷新工
业，传统只能扯起白旗投降。

来源之谜
! ! ! !年画 !"#$ 年从苏州转移到

上海的观点为学术圈普遍接受$

但来沪的到底有哪些人% 有多大

规模% 哪些人是继续从事年画创作

和生产的% 种种疑问至今仍无答案&

壹

作者之谜
! ! ! !中国各地年画大都有些出名的画师和技师$年代'姓名'作品和

主要事迹都大致清楚$ 而上海的小校场年画几无清晰可辨的画师和

技师& 吴友如和钱慧安是以往人们常列举的创作过上海年画的著名

画家$但实际上却无明确考证清楚的作品存世(周慕桥是近年学术界

挖掘出的创作了众多年画作品的上海本土名画家$但其生平也不详&

贰

传承之谜
! ! ! !相比画师和技师$ 小校场年画

当年的销售模式和规模更模糊不

清$ 至于从作画到雕版再到刷印的

生产各阶段$也无传人&今天的朵云

轩等单位$虽然还有作画'勾线'雕版

等技师$ 有的还荣获了非遗传承人的

称号$但其实和年画并无太大的关系&

叁

衰落之谜
! ! ! !上海小校场年画的黄金期只有大约三十年的光景$ 也即从

!""$###!%!$年左右$很快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民国时期

繁盛的月份牌画$虽说和年画有着说不清扯不断的复杂关系$但毕

竟不能等同于年画&

肆

存量之谜
! ! ! !全国各地年画产地$作品存世量大都尚可乐观$几千至几万幅是

普遍状况$有的地方甚至私人藏家手中就拿得出上千幅当地年画&至

于年画雕版$存世量也不在少数&而距今只有百年历史的上海小校场

年画$可考的存世量$可能不超过一千幅$且散落在世界各地&

伍

! !鄂省军官与国民军伟人肖像"&&海上天

雅阁藏本

! !文王仿贤八百八年"###合肥谷风堂藏本

!

民国初年的

周慕桥像

! 吴友如绘!法人求和"

! 小校场年画代表作!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

开往吴淞"$上海图书馆藏

! 小校场年画代表作!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

灯图"$上海图书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