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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至 !#世纪初的清嘉庆

年间已开始有零星年画生产"

!"$%年前后!清军和太平军在

苏州爆发大规模战事! 桃花坞

年画业主和民间艺人为避战乱

纷纷来沪! 当时上海年画的生

产销售多集中在老城区小校场

#今天的豫园旧校场路$ 一带!

经营年画的店铺工场有几十家

之多!俗称年画街%这些店铺除

由民间艺人生产传统年画外!

还聘请上海知名画家吴友如&

周慕桥等参与年画创作"

! ! ! !苏州有桃花坞年画，天津有杨柳青年
画，上海也有小校场年画。
小校场年画诞生于豫园旧校场路，正

在豫园商城华宝楼展出的《上海年味———
百年小校场年画复兴展》，可谓小校场年
画“回娘家”。展出的 !!幅小校场年画的
珍贵复刻本，通过贺岁吉祥、时事风情、闺
门侍女、戏曲故事四大板块，向观众系统
介绍小校场年画的历史渊源与艺术风格。

旧时'''

年画里的(新闻)

上海小校场年画诞生距今不过百余
年，在所有年画中诞生时间最晚，但消亡
时间最早。据《百年小校场年画复兴展》策
展人张伟介绍，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已知存
世量大概只有
一千幅左右，
是全国各产地
年画中数量最
少的，且一半
存于国外藏家
手中，在 "#世
纪末 $% 世纪
初被外国人带
出国门。国内
的小校场年画
大部分存于图
书馆、博物馆，
个人藏家手中
很少。这样，大
家对于小校场
年画的了解就
十分有限。“过
去很多年里，
上海到底有没
有本土年画，
很少有人承
认，普遍的认
识是上海只是
年画的销售之
地，而非生产
之地，直到
&%'" 年，冯骥
才出版的《中
国木版年画集
成》，编入了小
校场年画一卷，这段上海的年画历史才
被公众所了解。”

张伟介绍，小校场年画虽由苏州桃
花坞的年画艺人在沪几经蛰伏，重新开
始从事创作，但是，他们揣摩了上海的消

费者口味，跟着当时的市场走，
在年画中出现了表现城市生活
的题材，电灯、火车、公园等现
代生活元素都进入了年画，连
当时的新闻事件也进入了年
画，“城市人对于周遭发生的事
情特别感兴趣，于是中法战争、
甲午海战，都出现在年画中。”
一幅幅图文并茂的小校场

年画都包含着一个故事———
! 《新刻稀奇一笑图》在

反映当时市井百怪的同时，最
大的特点是运用了民间俗
语———歇后语，与戏谑的画面
互为对照，这些歇后语的修辞
手段，前面是谜面，后面是谜
底，比如“腌鲤鱼放生———死活
勿得知”、“狐狸精吃糖饼———
怪甜”等，观众可由此了解当时
原汁原味的上海民间语言。

! 在描绘女子生活题材
中，小校场年画既沿袭传统，还
超越了传统，它不拘泥于女子

传宗接代、贤良淑德的传统形象，而是着
眼于女性的美丽、智慧，对社会生活的参
与。
小校场年画还有个显著特征，就是尺

寸特别小。张伟还特别提到，“因为上海的
房屋比较小，面积局促，大的年画挂不下，
所以地域特色也限制了年画的尺寸。”
"#"%年左右，新的生产方式石印出现，传
统的木板雕刻就此衰落，自然而然，小校
场年画被月份牌取代，迅速消亡。以 "#"!

年为界，大规模的月份牌取代了年画。木
板年画在上海终结。

现代'''

年画里的(时髦)

此次展览也突出互动体验性，搭建在
艺术空间之外的
场景体验展区，
让观众在方寸间
回望上海城市发
展百年风情。体
验展区从风格鲜
明的小校场年画
《闹新房》的大型
复刻开始，到上
海画家叶雄用传
统技法单线勾
线、填色创作的
新时代年画《新
时代———上海年
味》和《金犬迎
春》结束。
虽然最近几

十年中由于生活
方式的改变、进
步，年画逐步退
出了我们的视
野，但是叶雄创
作的当代年画中
有了复兴号，有
共享单车，有“一
带一路”的展览，
有无人机，还出
现了快递等流行
的时髦元素。叶
雄说，“以前百姓
们在过年时，都

要在家里挂一幅年画，一副对联，所以年
画要有看头有讲头，能够看一年，讲一年，
不能看几天就厌了，所以现代年画要体现
时代气息，让大家看了之后能会心一
笑。”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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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申城的第一场雪让整个城市银装素裹。昨天下午，
踏着皑皑白雪，一支“红色文艺轻骑兵”队伍驶入了吴泾第
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对吴泾第二电厂来说，文艺团队的到来还是首次。群艺

馆的工作人员早晨九点便动身，搬来了音响、灯光设备和道
具，布置了相对专业的演出舞台。迎着新春氛围，公司的大
会议室一改往日严肃的面孔，挂上了小分队带来的灯笼和
横幅。"&时 !(分，用过午餐的工友们纷纷入场就座，“群星
奖”获奖者宋频平身着一身大红色的礼服，为节目开场献上
一首耳熟能详的女声独唱《田野的春天》。群艺馆精选的声
乐、器乐与田耘社的快板、相声穿插上演，无论是耳熟能详
的《从前慢》《相亲相爱》，还是原创作品《古镇音画》《麻雀》，
都让观众们大饱眼福。

反响最为热烈的当属田耘社班主赵松涛带来的相声，一
上台，他便贫嘴称今天的表演十足卖力，不然工友们一个不高
兴，自家的供电可就不保。“好！好！”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亲
切的玩笑赢得满堂彩。随后赵松涛展示相声“说学逗唱”的功
夫，借着狗年将至的由头栩栩如生学起了狗叫，刚一开口，台
下一位工友正巧离席，他立即作委屈状“怎么我一学狗叫你就
走了呢！”引得观众们哄堂大笑。随后对对联的内容，他也精心
从本市地名取材，“南翔南汇南码头，北站北蔡北新泾”，既“接
地气”，又具妙思，节目内容与工友生活零距离。

短短 #%分钟的 )&个节目很快就迎来了尾声，欢乐的年
味却经久不散。台下工友们拿起小红灯笼，恋恋不舍地与演员
们留影。食堂门前，几位田耘社的书法家擦净了饭桌，铺上红
纸为大家献上墨宝，书写春联，一派新春景象。
一场大雪，气温骤降，承担着上海居民用电的电厂正是

最为忙碌的时候。即使是难得的机会，仍有不少员工必须留
守岗位，不能看完全场。近 *+%名员工中，有约 &%%人欣赏
了演出。 见习记者 吴旭颖

踏雪进电厂
送欢笑慰问基层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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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相比其他年画种类!小校

场年画的整理"研究都相对缺

乏!多数上海市民对豫园小校

场年画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作

为小校场年画诞生地的豫园

商圈!为小校场年画回归大众

视野创造条件! 既是历史使

命!也是文化责任$

不断吸引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店铺入驻!也引入书

香文气!不断加强豫园城市文

化名片属性$ 老城厢的温度!

正是来源于它对城市文脉的

传承!给城市历史的回音$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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