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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强是年画之乡。武强年画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武强年画博物馆成为全国最大的专业年画博物馆，

丰富的馆藏资料和不断完善的科技手段，使武强年画这一民间艺术的瑰宝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然而，在保护年画

的时候，人们却忽略了对武强画界独具特色的附带产业染纸和蜡花的抢救。年画博物馆中，甚至连生产“五色纸”和蜡花的工

具都没有陈列，这实在让人感到遗憾。 

深州风物志记载：“武强地瘠人贫，物力稍绌，民往往画古今人物，刻板杂印，五色纸，入市鬻售……”这就清楚地告诉

我们，“五色纸”是武强画界占有重要位置的一宗产品。15年前，我曾和严敬乐同志一起，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骑着自行车

跑遍全县，对武强画业的历史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调查发现，武强县1937年前共有46个村有过画店和画业作坊，有190

多个村有画业从业人员，而染纸业比画业还要兴旺，有过染纸作坊的达180多个村庄，几乎遍布全县，而且几乎所有画业从业

艺人都同时掌握染纸技术。据老艺人们介绍，过去所有大的画店都同时生产“五色纸”。常年开业的大画店，基本上都是一年

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染纸，只在九月九以后，春节以前这段时间生产年画。而这段时间，大多画店仍是印画和染纸同时进行。因

为“五色纸”用途广泛，用量也大，染纸便成了许多画店的重要经济支柱。即便是建国后的红星、远大等画业合作社和后来合

并为一体的武强画厂，染纸业也一直是重要的产业。许多老艺人都说：“画业是靠纸业养着的。”纸业养画业，是武强画界一

种独特的经营方式。有人认为宣传和保护武强染纸业会冲淡对武强年画的宣传，保护和弘扬，其实不然，尊重历史事实，突出

武强画业与纸业并存的特色，会让人们对武强画业有更深刻的认识。 

武强的染纸业之所以应该抢救和保护，不仅仅因为它在年画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武强染纸业本

身有许多独特的工艺和独特的产品，应该说，染纸和蜡花都是和年画并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武强的染纸业在画行里称“大案活”。一般是在一个长方形大案上放色盆、纸料。用排笔蘸水色，在纸上刷完一张便用签

子挑起，挂到架子上晾干。但是，若遇到透水性极强的南纸（如绵纸、宣纸等），这种刷染方法是没法进行的。聪明的武强人

便发明了“拉槽子”的染纸工艺，即把水色装在一个长方形大槽中，纸的一端刷上浆糊，直接用签子在刷有糨糊的一端一摁一

卷，便把纸挑了起来，然后在盛有水色的槽子中一拉，纸便被染好了，挂在架子上晾干即可。这种工艺，要求用力均匀，速度

适当，稍有不慎，便会把纸拉破，或是染色不匀，是一种难度较大的工艺。 

武强的染纸业中，梅红纸（即大红色）是一个重要品种，它用途广，销量大，但却不属于普通“五色纸”之列。 

武强的梅红纸生产有三种工艺。采用哪种工艺主要是依纸料和成品用途而定的。用来刻吊笺一类工艺品的红纸，要求薄而

柔韧，一般采用南纸，生产这种红纸采用拉槽子的工艺；用作普通标语纸，扎花纸的红纸，则采用单浆活，其工艺与刷染“五

色纸”差不多，但走笔上略有区别，业内人士称其为“十三笔”，也有人称之为“杵笔”。用来写春联和装饰结婚新房的剪花

的梅红纸，要求鲜艳、漂亮，其生产工艺要复杂得多，这种工艺称为“胶胚活”，即先把纸料刷一层兑了粉红精的胶水，使之

成为“胶胚”，晾干后再刷染梅红色。刷“胶胚”时，兑胶水很有讲究，要让胶胚既不透色，又不改变纸的柔韧性。胶太小，

达不到不透色的目的；胶太大则会使纸料变硬变脆，容易折裂。因此胶和水的比例一定要掌握好。胶胚刷好后，再染梅红色。

梅红色的配制也要求很严格。刷“胶胚活”不是用单纯的水色，而要取石灰用水过滤，滤下的石灰水放在容器中沉淀。待石灰

水沉淀成清亮水后，将水倒出，底下便是乳白色的沉淀物，业内称之为“白膏”。配色时，将梅红色与白膏加在一起，兑水搅

匀。白膏与颜色的比例要掌握好，“白膏”太多则颜色发黄，“白膏”太少则色泽不佳。若配比适当，刷染出的梅红纸才会色

泽鲜艳，给人们一种绒乎乎的飘浮感，如同一片火红的灯芯绒布一般。用这种梅红写对联、剪花装饰新房，效果极佳。“胶胚

活”的刷染工艺也较难，必须用排笔一次蘸足色浆，在胶胚上均匀地横竖各刷一遍。运笔力度要掌握好，力度太小，色浆容易

留下气泡，晾干后纸上会出现麻点，用力不均则会出现颜色深浅不一的现象。从刷胶胚开始，每一道工序都要严格把关，才能

染出鲜艳漂亮的上乘佳品。 

还有一种染纸产品也不属于“五色纸”范畴。这种产品不是用水色刷染，而是用大白粉加胶水调成糊状，用排笔均匀地刷

到纸上，遮盖住原纸的本色，使刷染出的纸色更白更光亮。人们称这种染出的白纸为粉尖。刷粉尖的工艺要求很严，调粉浆

时，胶的比例很重要，胶太小粉尖干后会掉粉，胶太大则纸发挺发脆，容易折裂，由于刷粉尖用的是糊状白浆，排笔蘸饱后运



行必须要快，稍一慢就会把纸黏起来，因此，要用“甩笔法”，落笔也有技巧，太轻容易漏白，遮盖不匀，太重则黏到纸上，

连纸一起甩飞。因此，老艺人们说：“会刷五色纸的人不一定会刷粉尖，会刷粉尖的人一定是刷五色纸的高手。” 

粉尖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直接用来裱糊室内的墙面；另一种是用作蜡花的底纸。 

蜡花是北方民居用来装饰室内屋顶的材料。过去北方的民居都是以檩椽为架，铺上箔子柴草，用土压实，抹泥防漏。这种

屋顶结构，在室内看很不雅观，人们使用秫秸绑架，吊上顶棚，再用蜡花裱糊起来，屋中央和四个角同贴上用梅红纸剪成的顶

花，配以用粉尖裱糊的洁白墙面，整个屋子就显得洁净高雅、富丽堂皇。因此，蜡花也就成了武强画界极受北方民众欢迎的重

要传统产品。 

相传武强的蜡花生产始于明初，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蜡花的图案以花卉为主，据说曾有过团龙图案和龙凤图案，但这种

版已很难找到了。现存的蜡花版，都是以牡丹、葵花、山茶花或菊花为图案。蜡花版均为长方形，中间两朵大花，四个角各为

四分之一朵小花。糊顶棚时，一张张拼接起来，四张蜡花对接，四个角上的小花便又拼成一朵大花。现在的压塑天花板、地板

砖等均借鉴和传承了这种构图方式。 

蜡花的印刷分银浆活和金粉活两种，银浆活的印制与年画印刷异曲同工，把银浆刷到版上，再把版上的图案印到粉尖纸上

即可。只是不用套色。这种活好干，但不好看，价钱低，销量也极小。因此，武强画界生产的蜡花主要是金粉活，其工艺要比

银浆活复杂得多。所谓“金粉”其实是云母粉。印制时，先把胶水刷到版上，再把粉尖印上胶水图案，然后用长头发制成的刷

子沾足云母粉，在印有胶水图案的粉尖上用力擦磨，使胶水图案上沾满云母粉。擦磨时用力越大越好，用力大才能使云母粉沾

得多，沾得匀，沾得结实，晾干后，图案才会凸突出来。据老艺人们讲：武强的蜡花是中国一绝，中国刷蜡花的地方很少，只

有天津邵公庄、邵家园子和北杜林村那一片有几家，都是武强人开办的。 

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的改变，“五色纸”“蜡花”这类产品已离开历史的舞

台。然而，它是很长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文明的见证。它是武强画界艺人们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目前，

能熟悉这些工艺的艺人已为数不多了，年龄小的也已近花甲，保存有这些工具的更极为鲜见。因此，抢救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已迫在眉睫。若现在抓紧抢救，还能把各种工具收集起来，即使收集不到，也还能根据老艺人指点重新复制，那些难度较大的

工艺，还可让老艺人示范，带出新人，若不抓紧抢救，一旦所有老艺人作古，将造成极大的遗憾！ 

救救它们——已流传数百年的优秀文化遗产！ 

采编：管理员 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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