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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手工藝人姚敬堂現任開封
朱仙鎮木版年畫研究會會長，
曾任朱仙鎮木版年畫社社長6個
年頭，今年已經80歲高齡。說
起為保護年畫所經歷的艱辛，
老人淡淡一笑：「我上任後第
一件事就是收集年畫古版，但
費盡氣力也只收集到53塊。其
中2塊明代，23塊清代，其餘的
都是民國時期版。」為了查訪
年畫技藝的傳承人，姚敬堂立
下「年齡60歲以上，曾在老作
坊中學徒3年以上」的標準。按
這條標準，鎮上在世的老藝人
一共11人。

「能傳到現在真的很不容
易。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震盪，
留下來的古版屈指可數，11個
人，53塊古版，這是歷史留給
朱仙鎮年畫的全部。為了找到
更多的年畫畫樣，我就托人從
德國、前蘇聯、日本等地博物
館拍下保存在那裡的朱仙鎮年
畫圖樣，回來後再依樣繪圖，
依樣製版。憑 記憶、琢磨和
嘗試，我們這些藝人一點點將
這門古老的藝術恢復起來。現在這11位藝人大多都作古了。」

據姚老介紹，朱仙鎮年畫的五大特點決定了它的獨到之處。姚老拿起一
張年畫給記者講解：一是線條粗獷，粗細相間；二是形象誇張，頭大身
小；三是構圖飽滿，左右對稱；四是色彩艷麗，對比強烈；五是門神神碼
多，嚴肅端莊。姚老告訴記者，朱仙鎮木版年畫不可比擬的地方是其套
版、套色之難度。有些沒有天賦的學徒可能學習三年都找不到套版。

憂手藝失傳、精品減少、量多價廉
「為了保存年畫的套版，我自己及整個家庭經歷了兩次大的浩劫。文化

大革命，年畫作為四舊要被取消，整個屋子的年畫以及幾千個套版被一一
焚燒，我自己也是被掛牌當街遊行。在90年代的時候，攤上了私藏國家文
物的罪名，結果又被抄家，還打了五年的官司。」姚老不願過多講述當時
的苦難，而更願意回憶自己作為年畫傳承人到各國交流的日子。

「年畫多以神話傳說、歷史人物和戲曲人物為原形，每張年畫都蘊含
一個故事。海外一些國家對我們這些古老的技藝很感興趣，比如日本、德
國等國家有很多人喜歡這個東西，也會經常邀請我去那邊學習交流。」但
是令姚老覺得遺憾的是，在他看來，做朱仙鎮木版年畫的人太多了，出不
了精品，「現在年畫都不值錢了。」

因此，對於年畫前景，姚敬堂老人不免流露出擔憂。「當年『年畫復興』
時的11名老藝人在世者寥寥，鎮上不少老字號的後代已經脫離年畫行當，
年輕人不願意吃苦學習也會讓這一套活計失傳的。」

中國有句古話，「二十八，貼花

花」，花花就是年畫。年畫可以稱得

上是世界上銷量最大、普及率最高的美術

作品，因為每逢春節，分佈在世界各地的華人都會貼上年畫，是

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盼，更是對中華文化的一種認同和歸屬。香

港文匯報記者專程在春節將至之際，趕往木版年畫的鼻祖——朱

仙鎮木版年畫的發源地。「往昔盛時，(朱仙鎮)業此者三百餘家，大

有獨佔市場之勢。」《岳飛與朱仙鎮》中的這段記載，充分說明了當時

朱仙鎮木版年畫的受歡迎程度，而如今被納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河南

省開封市朱仙鎮木版年畫依靠為數不多的傳承人用各自的方式流傳 ，他們用

各自的堅守試圖恢復木版年畫往昔的繁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程相逢、戚紅麗、劉蕊、周小舟

張繼中是繼姚敬堂之後的又一任新社長，他以年
輕、思路開闊而在年畫界小有名氣，但也因此招致
不少非議。有人認為他把年畫藝術搞砸了，對此張
繼中不以為然：「沒人欣賞的藝術還叫藝術嗎？」

1993年，因一次偶然機會，張繼中進入朱仙鎮木
版年畫社工作，「當時整個年畫社除了20多口人，
剩餘就沒什麼東西了。當時就想 給年畫社謀點收
入，1994年年初的時候，我自己跑到上海去拉錢，
現在叫拉贊助，半年的時間我拉來了120萬元。建起
了朱仙鎮的第一個印刷廠，我任當時的廠長，1995
年的時候又建起了第二個印刷廠，當時場內職工達
200人左右。」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朱仙鎮木版年
畫開始走上了批量生產的道路。

如今張繼中的年畫作坊已經初具規模，並將年畫
用各種形式加以包裝，以禮品形式銷售。「台灣有
一個客戶對這個也很感興趣，每年會坐飛機來購買
一批年畫回去。」對於未來的出路，張繼中還是很
有信心。「現在年畫市場融入了很多的年輕人，年
輕人思想開闊，能更好地使年畫進入市場，形成產
業。2010年12月份，朱仙鎮木版年畫已經被國務院
定為國禮，年畫融入到會議中去是一種創新，也是
一種消費思路。手工藝人們現在也意識到知識產權
的重要性，所以在五年以內，年畫形成產業應該不

成問題。」

市場化生產包裝
國務院定為國禮

■ 尹 國 全 老
人創作的《清
明上河圖》木
版年畫。

■開封縣縣
委書記于吉
良介紹朱仙
鎮 木 版 年
畫。

在朱仙鎮木版年畫一條街的一個家族

作坊裡，記者見到了尹國全老人。他家

的年畫歷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時期，尹

國全的曾太祖父曾帶領兒子在商賈雲集

的朱仙鎮古衣街中段開創了「天成老

店」，從事木版年畫雕刻、印刷、調

色、套版、套色技藝，生意興隆，傳

承至今。說起老父親病故前的囑托，

尹國全還記憶猶新。1996年，尹國全

的父親尹福祥病故前對他說：我不行

了，你的技藝有成，我很放心，可一

定要按祖宗的意願把咱「天成老店」

木版年畫傳下去。

尹國全不負父望，幾十年如一日，潛

心致力於木版年畫的繼承、研究與發

展。他的巨作《清明上河圖》長達兩

米，用於雕刻的時 間 就 長 達 三 年 之

久，2007年11月在中原文化天津行河

南民間工藝美術大師珍品展上榮獲

「金獎」。進入店舖，這一「鎮宅之寶」

即映入眼簾。

尹國全老人至今都堅持家庭作坊式運

作，從刻板到套色到印刷都是自家人完

成，從來不請外來人員介入。「我孫子

現在18歲了，套色已經不成問題了。但

是刻版還需要再學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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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以前，
每至春節，古

人便折剪了桃枝插於門
前。最早的用意是驅鬼辟邪，後來人們慢慢發覺這也能作
為裝飾品，越發的把它當做一種流行趨勢，年年歲歲流傳
下來，成了民俗，這便是中國年畫門神的「前身」。直至
今日，家家戶戶每逢過年都要貼上門神。

唐宋興起 明清鼎盛 近代凋敝
傳統年畫以木刻水印為主，追求拙樸的風格與熱鬧的氣

氛，因而畫的線條單純、色彩鮮明。內容有花鳥、胖孩、
金雞、春牛、神話傳說與歷史故事等，表達人們祈望豐收
的心情和對幸福生活的憧憬，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與鄉土
氣息。朱仙鎮木版年畫源於漢唐壁畫藝術，據《東京夢華
錄》載：「近歲節，市井皆印賣門神、鍾馗 、桃板、桃
符及財門鈍驢、回頭鹿馬、天行帖子」。這段記載真實地
反映了當時京城木版年畫印製和銷售的盛況。朱仙鎮木版
年畫源於唐，興於宋，鼎盛於明清，它的興起開創了中國
繪畫史上木版年畫的先河。

朱仙鎮位於河南省開封縣縣城西南部，曾經是開封的
外港，水運發達，商業繁榮，為明清時期中國四大名鎮
之一。明清時期，朱仙鎮為中原重鎮，木版年畫在繁榮
的商埠迅速名聲大振，年畫作坊達300多家，所生產的
年畫暢銷全國。清中葉以後，黃河在中原一帶多次氾
濫，朱仙鎮受災嚴重。清末時期，由於朱仙鎮河道阻
塞，航道不通，木版年畫也漸漸走到日漸蕭條的地步。
至20世紀初，鎮內年畫商號僅存70餘家，1938年，日軍
侵佔了開封，使古城百業凋敝，年畫商號相繼倒閉或轉
行。到解放前夕，年畫作坊在開封地區所剩寥寥無幾⋯
⋯2002年，朱仙鎮木版年畫被列入「中國民間文化遺產
搶救工程」，2006年被列入國家首批非文化遺產名錄。

在朱仙鎮裡有個年畫一條街，街的一側是條小河，河岸
邊倒垂 一排楊柳，河的對面是一家家年畫作坊。走進作
坊，就可看到年畫藝人們用熟練手藝在製作年畫。製作過
程看似簡單，但是對精準度的要求卻是相當高。

中國的年畫歷史悠久，出名的作坊遍佈全國各地，如天
津的楊柳青、江蘇的桃花塢，也都享譽全國及海外。如
此，朱仙鎮中的年畫獨特在哪裡？

民間土法製顏料 遇水不褪色
開封縣縣委書記于吉良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

示，清明上河圖上的「紙馬店」其實是年畫店。「這說明
早在宋代以前開封便有專門營生年畫的小店了。」當然，
僅是年代久遠還不足以成就朱仙鎮木版年畫的鼻祖地位。
見過朱仙鎮年畫的人第一感覺就是鄉土氣息很濃，顏色運
用厚重，對比強烈。年畫顏色的調製也堪稱一絕：製作
顏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顏料多採用黑槐樹產的槐米以
及向日葵、廣丹等原料，經研磨、熬煉成紅、黃、紫等
顏色，這些顏色又可調製成更多種的色彩，算算時間，
每種顏料至少要用三個小時來熬製完成，用這種民間土
法製成的顏色艷而不俗，色澤亮麗，經久不褪色。朱仙
鎮藝人以使用這些天然顏料為傲：「那些化工顏料一見
太陽、一見水就都沒了。咱們的畫，印完直接放在水裡
也不掉色。」魯迅先生也曾對這裡的年畫給予很高的評
價：「朱仙鎮的木版年畫很好，雕刻的線條粗健有力，
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不是細巧雕琢。這些木刻很樸實，
不塗脂粉，人物也沒有媚態，顏色很濃重，有鄉土味，
具有北方木版年畫的獨有特色。」

朱仙鎮朱仙鎮朱仙鎮朱仙鎮朱仙鎮朱仙鎮朱仙鎮朱仙鎮朱仙鎮朱仙鎮朱仙鎮朱仙鎮朱仙鎮朱仙鎮朱仙鎮朱仙鎮朱仙鎮朱仙鎮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傳
統
與
現
代
間
求
存

■朱仙鎮售賣年畫的小攤。

■河南省開封市朱仙鎮
的藝人在給年畫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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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開封市朱仙鎮
的藝人在給年畫套色。

■姚敬堂是朱仙鎮年齡最長的木版年畫藝
人之一。

■雪中的朱仙鎮。

復興瀕危技藝
老人歷盡劫難

家庭作坊堅守傳統
「清明上河圖」贏榮耀

本 內容：周日專題 台灣新聞 國際新聞 紫荊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