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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松年 

衰存亡中的年画艺术 _ 

中国农历新年(现在叫春节)是传统 

中最隆重的节日，送旧迎新，心中总不免 

产生对未来幸福的企盼。自然也要通过 

种种形式加以表现，年画就是其中最突 

出的一种艺术形式。 

有些人常回忆往昔过年是 “五彩缤 

纷，有声有色”，声是迎春的爆竹和锣鼓， 

色是绚丽的年画、大红春联、福字和剪 

纸、窗花、彩灯等年节装饰。一过腊八， 

随着年画的摊点在街头出现，“年味”也 

随之而来。满墙花花绿绿吉祥如意充满 

(左)九阳报喜图 宋代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薄松年供稿 

(中)大龙头剑 福建漳州 36×46厘米 中国美术馆供稿 

(右)吉庆有余 山西临汾 62×40厘米 中国美术馆供稿 

幻想的图画，把人带入一个理想世界。年画是中国人过年的一道亮丽f 

有 “不贴年画过不了年”的说法。多彩的民俗和艺术给人带来万象更j 

有人说：那才叫过年! 

但现今出于环保和安全的考虑，不少城市发布了对爆竹的禁放令， 

逐渐“淡出”，甚至想在家中装饰年画也无处购买。仅仅一个春节晚会和， 

还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所以有人总感觉过年少了几分兴奋多了一点 

在过年不过是放几天假，过得“没滋没味”。但近年来对此也有一种说法 

在是天天过年，没必要再那样折腾了。”执这种看法的人是拿物质生活 

神文明的建设，须知过年决不只是为了“打牙祭”，人的生活是需要精利 

上世纪90年代我应邀在美国柏克莱大学讲学一年，那里的圣诞 

到外国人 “过洋年”的狂热，从大街橱窗到家庭住室，到处装饰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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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圣诞袜、雪姑娘、拉雪橇fl~ll,盹⋯⋯ 

从贺卡到包礼物的花纸，都印满形形色 

色的吉祥图案，红绿白三种圣诞色几乎 

充满了生活的空间。平安夜灯火辉煌，笑 

声盈耳，更不要说孩子们的各种富有艺 

术创意的圣诞礼物了。我对此感触良多。 

美国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就其生 

活水平而言也可谓是“天天过年”。他们的 

历史不过二百来年，为什么就如此热衷于 

节日和与之相应的节日文化呢?我们国家 

历史悠久，开化甚早，在长期的农业社会 

里创造了丰富多姿的节日文化，满足着 

人们生活和心理的要求，发挥着人们的 

智慧和想像，激励着人们积极进取的精 

神，带有健康的生活情趣，是民族文化中 

不可缺少的部分，但这一切现在却冷落 

了下来，这实在是民族文化的损失。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从年画的悠 

久历史可知，社会经济的发展，年俗的变 

化，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的改变，商业市场 

的运作都对年画的兴衰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建国后50年代和80年代年画的两次高潮涌 

起，透射出百姓在新时期的兴奋心情和对年节文化的精神渴求，其中政府的提倡支持也 

起了重要作用。目前不景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近十几年来全球化的风潮和外来文化以 

迅猛的势头蜂拥而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习惯以至居住条件在时刻变化，文化 

水平审美趣味也在改变，在青年一代中对传统节日表现出异常的淡漠心理，他们盲目地 

崇拜外来文化，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只有圣诞节、情人节之类，而对中国固有年节却缺少 

知识和感情，一些政府文化部门和干部不重视这方面的教育，忽视传统民俗文化和民间 

艺术的价值，片面地认为其已经过时、落后⋯⋯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年画艺术的衰落。 

另方面，年画创作始终没有形成稳定的队伍，多数停留在地方群艺馆的层次，美术 

院校的教学中很少有民间艺术内容，毕业后鲜有人投入年画创作。出版落后于形势也是 

不可忽视的因素。年画一度骤起以后各出版社一拥而上，个体商的盗版现象也非常严 

重，市场的混乱无序影响了正常出版质量和秩序，也大大败坏了年画的名誉。出现问题 

后没有从根本上找出原因提高质量，而是单纯从经济效益出发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从而 

使年画的出版有关人士坠人低谷。年画是节日艺术，是商品，它对时代的要求反映得最 

为直接和敏锐，年画的创作和出版必须适应新时期的特点，紧紧跟上现代化的步伐。 

应该看到，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生活应该更加绚丽多彩而不是单一化，过年 

要有个过年的样儿，有节日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艺术活动，正如春节晚会决不同于 
一 般的文艺表演一样。年画过去曾经以特有的美好形象浓缩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想象 

和追求，今后也应该在除旧迎新中依靠年画把生活打扮得喜气洋洋，撩拨起人们对更 

美好生活的进取精神。实际上广大群众对于包括年画在内的节日传统文化是有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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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神和气韵的流变是有生活基础的，没有了生气勃勃的生活之流的滋 

润，保护难免流于形式，遗产离绝唱也就不远了。因此，我想．承认并理解文 

化遗产自身的嬗变，正意味着对它的尊重。我们应该重视文化遗产的自身发展． 

保护不应是把它凝固地定格在某个历史的时空点上。 
— —

刘魁立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原则》 

民族民间的文化和艺术遗产的价值．首先取决于它们对于其所在社区之民 

众生活的意义，当然也取决于它们的历史、传承和对于我们民族的、地方的、国 

家的乃至于全人类的意义，而不应取决于它们的商业开发和利用的价值．更不 

能取决于各级政府之 “政绩工程”和 “要钱工程”的需要。 

— — 周星 《把民族民间的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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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五福临门 清代 武强年画 薄松年供稿 

下)天津天后宫年节艺术品市场 薄松年供稿 

右页)榴开百子 山东潍坊 54×39厘米X 2 中国美术馆供稿 

热情和积极性的，这里不妨举两个事例： 

一 是天津市传统年俗保存较好，很多人 

家还流行着贴剪纸的风俗，一人腊月天 

后宫前就形成了热闹的春市，剪纸摊为 

其大宗，每到春节从大街两旁商店的橱 

窗到居民的住室都被剪纸装饰得花团锦 

簇春意盎然；另一个是在十几年前大约 

是广州印制了一对拱手贺岁的童男童女， 

一 时流行于各地，包括北京等大城市的 

商店门窗几乎都被这一对娃娃的形象所 

占领，那对娃娃艺术上未必十分高明，但 

却适应了人们迫切需要节日点缀的要求， 

直至今日有的商店门窗上仍可见到达对 

新型 “门神”的影子。 

我们为什么不il~ll造更多更好的新 

门画?一些传统的优秀作品也可以挖掘， 

例如武强年画中有一对娃娃抱鸡的门画， 

稍加改造就可作为鸡年的节日装饰。近年 

来过圣诞节“火”了起来，圣诞老人的图像 

出现在各个角落，其实这也是一种节日民 

俗和类似年画性质的艺术，不过它并非国 

货而是洋玩意儿。我们应当抓住这些积极 

因素加以引导提倡，并为之创造条件，年 

画复兴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未来的年画 

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内容风格形式 

诸方面必然会有新的变化，它将从张贴型 

转为悬挂型，产品会在普及的基础上求精 

求新求美进入高档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和文化素质的提高，甚至手绘的年画原作 

和手工制作的木版年画都可能会再次受 

到青睐得到新生。复兴年画艺术将丰富新 

时代的中国文化，使我们美术的大花园更 

加丰富多彩，更带有民族色彩和民族感 

情。年画不是要存在于展览厅中而是要走 

进百姓之家，成为春节民俗的一道大餐。 

它将为新春t,3~1来鼓劲添彩，在精神文明 

建设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我对此寄予殷切 

的希望。口 

薄松年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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