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月10人，受广东省博物馆之邀，300
余件来自河北武强、天津杨柳青、潍坊杨家埠、河
南朱仙镇、苏州桃花坞、四川绵竹、广东佛山等地
的特色年画藏品走出当地的博物馆、美术馆，云
集“年画里的中国”展览，为观众带来吉祥喜庆的
美好祝愿。这是第一个汇集年画之大观的展览，
第一个汇集年画各流派的展览，也是第一个汇集
年画收藏博物馆参展的展览，将文物藏品和非遗
传承相结合，全面展示了蔚为大观的年画艺术。

年画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从产地上来看，除
了青海、内蒙古、新疆等个别省份外，全国各地都
有自己风格特色的年画。在展厅的开篇部分，就
展出了佛山、绵竹、桃花坞、朱仙镇、杨家埠、杨柳
青、武强等多地的印版、线稿与色稿，通过比较可
以明显地看出各年画产地制作年画审美的差异。
北方年画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山东省杨家埠年画
和河北省武强年画，画面构图饱满，色彩明快，线
条粗犷，题材广泛，有着强烈的地方特色和浓郁
的乡土气息。而南方年画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江苏
省桃花坞年画和广东省佛山年画，画面色彩轻
透、文质沉雅，细腻柔美，人物造型简练概括。

由于地理环境和风俗民情的差异，即使是北
方生产的年画也有各自的艺术特征和审美追求
的差异。杨柳青年画出产于天津杨柳青镇及其
周边村庄，兴于明，盛于清，“戴廉增”“齐健隆”
画店都是当时著名的画店。清代中晚期，一些职
业画师的介入，使得杨柳青年画吸收了不少文
人画的创作特点，描画细致，渐趋精雅与华美，
与北方年画豪放、雄浑的绘画风格已经大相径

庭。河南朱仙镇年画诞生于一千年前的北宋都
城开封，在明清两代达到鼎盛，其绘画风格色彩
厚重、鲜艳，构图饱满匀称，线条粗犷简练，造型
古朴夸张，内容题材丰富，多为脍炙人口的民间
故事、神话传说、戏曲人物和人们敬仰的英雄豪
杰。此外，展览并非只是单纯年画的集合，除了
展示印版、线稿与色稿外，还极具巧思地选取佛
山木版年画为代表，以画与版相结合的方式，展
示了年画制作中的起稿、雕版、印墨线、套印、开
相、描金、填丹等过程，让观众仿佛回到了当时
画师们生产年画的场景。

展览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年画·神
祇”，在我国古代，战乱和自然灾害频频发生，避
灾是比祈福更为迫切的需求，所以挂在大门外的
常常是金刚怒目的守门将军，让人望而生畏。在
展厅的这个部分，观众可以看到最古老的门神
——神荼、郁垒和最流行的门神——秦琼、尉迟
恭等武门神年画，值得一提的一件藏品是开封市
博物馆藏的《步下鞭》，它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代
表作品，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郭太运大师亲手制作，与《柴王推车》《三娘教子》
同为2008年国家邮政局发行的“朱仙镇年画”特

种邮票原稿。此外，最受欢迎的福禄寿喜财神携
各路祈福纳祥的吉庆神像，麒麟、老虎、狮子、金
鸡等活泼灵动的祥禽瑞兽，这些年画共同烘托出
吉祥喜庆、热闹非凡的过年氛围。

第二部分是“年画·人物”，这一部分的年画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老百姓中的理想生活图景，这
些年画中的人物个个洋溢着永远不会褪色的笑
容，小孩子健康可爱，老人慈祥硬朗，仕女过着日
常纺织刺绣、琴棋书画、育婴教子的理想生活。这
些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真切场景，却是普罗大众所
向往的理想世俗生活，通过这些表达仕途得意、
生意兴隆、健康长寿主题的年画，人们将最朴素
的愿望用最具饱和度的色彩视觉化呈现。

第三部分是“年画·风物”，这些年画大致可以
分为表现传统节日的时节年画，着眼于百姓日常
劳作的农事题材年画，记录当时重要的社会事件
的时事热点年画，描绘自然大好河山的风景名胜
类年画，强调图画吉祥寓意的花鸟图年画。上至混
沌时代、天工开物，下至世纪更演、朝代废兴，年画
题材之广泛，可谓是中国民间文化大百科全书。

第四部分是“年画·故事”，年画除了具有祈
福迎祥、装饰环境的功能外，还有传人伦礼教的
教化功能。俗话说“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展
厅的这一部分通过描绘历史事件的历史年画、以
戏曲剧目为题材的戏出年画和展现具有连续故
事情节的连环年画，将极具故事性内容的主题凝
结在静态的画面中。透过这些年画，我们不仅可
以重温历史的瞬间，还能通过戏曲故事学习知
识。鲁迅先生也很强调故事对于年画的重要性，

“不过旧的和此后的新作品，有一点不同，旧的是
先知道故事，后看画，新的却要看了画而知道故
事——故事，所以结构就更难。”（致刘岘信）展览
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幅作品是天津博物馆藏的
杨柳青年画《白蛇传》。整幅画以一座小桥串联起
多个不同时空场景，同一画幅容纳了十一处白蛇
传故事的时空场景，脍炙人口的故事如“断桥相
会”“游湖借伞”“盗仙草”“水漫金山”都完美地融
于单个画面。在一个静止画面中，定格了千姿百
态的动态美感，同时兼顾空间叙事与时间叙事，
画风独特，堪称故事年画的代表作。

春节期间，为了让观众近距离地感受年画的
魅力，还将举办年画制作的相关活动。观众在专
业老师的指导下，可以亲手制作一幅年画，把年
味带回家。大家一起在制作年画的过程中，寻找
年味、感受年味，让熟悉的年味再次在指尖慢慢
浮现。展览的导赏直播也会在正月进行，策展人
除了对年画进行专业的讲解外，还会配合着乐器
的弹奏，在展厅里面演唱年味浓浓的歌曲，营造
出浓郁的节日氛围。

年画是我国民间艺术一笔巨大的遗产。它像
一个万花筒，用五颜六色装饰了烟火人间的理想
生活；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普通大众的精神世
界；它也像一把放大镜，人们得以在那些真切的
场景中窥探一个时代的心事。如今城市里年味越
来越淡，也很少看到年画在大街小巷里有售卖。
不要让年画这件承载了五光十色梦的艺术品在
记忆里褪色，让我们一起走近年画，感受红红火
火、喜气洋洋的中国年。

兔子灵动可爱，性情温顺，自古就深受中国
人民的喜爱。家兔明代传入中国，在明代之前，文
献所云的兔子，都是野兔。它们擅长奔跑，不受拘
束，连宝马神骏都取名“飞兔”“赤兔”。另一方面，
兔子杂糅了神话、道教、佛教等因素，经由西王母
和嫦娥奔月传说，成为天宫使者，能够捣制长生
不老药，象征着永生，也成为月亮的别称。

2023 年是癸卯兔年，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
之际，上海博物馆精选了 5件馆藏文物，并从山
西博物院和衢州市博物馆借展 2 件文物，举办

“玉兔精灵——上海博物馆兔年迎春展”。展览将
于 1 月 18 日起免费对公众开放，持续到 2 月 26
日。希望这些惟妙惟肖、生动可爱的“兔精灵”，能
够为观众带来新年的跃动之喜。

展览将展出 6件文物，包括西周的兔尊、双
兔车衡饰，唐代的白釉兔，南宋的青玉兔镇纸，元
代的水晶兔和清代的玉兔支神，三楼历代绘画馆
展出清代画家禹之鼎的《仕女三兔图》轴。这些包
含兔形象的文物历经千百年，来自从南到北多个
地区，展现古代人民对兔子长久的喜爱。

兔尊（图1），西周，高 22.2 厘米、长 31.8 厘
米。1992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M8出土，山
西博物院藏。这件青铜兔尊与上博青铜展厅中著
名的晋侯钟来自同一位晋侯。兔作匍匐状，双目
前视，两耳向后并拢，四腿蜷曲，腹部中空。兔身
两侧饰三层依次凸起的圆形纹饰，由里向外依次
是涡纹、四目相间的斜角雷纹和勾连雷纹。以兔
作为尊的器形，在青铜器中较为罕见。

双兔车衡饰（图2），西周，长 16.4厘米，上海
博物馆藏。车衡通常为一根圆柱形的木棍，其主
要功能是缚轭驾马。这件器物的主体呈空心圆筒
状，用于插入木衡起到稳固和装饰的作用。双兔
立于圆筒之上，作反向奔跑状，俯首曲肢，圆目长
耳，臀部相连，腹部两侧装饰有云纹。这件车衡饰
铸造精良，双兔形象写实，造型生动活泼，是西周
青铜车马器中的精品。

白釉兔（图3），唐代，高 9.7厘米、底径 7.9厘
米，上海博物馆藏。在中国古代，白兔往往被视为
祥瑞之兆。古人还将白兔与孝行相关联，如《旧唐
书》和《宋史》都曾记载行孝之家出现白兔、灵芝
等祥瑞的故事。

此件白釉兔，兔蹲踞于八边形台座之上，昂
首前视，双耳后抿。通体施白釉，台座底部露白胎
微泛黄，兔眼点褐彩。巩义黄冶窑窑址曾出土造
型相近的素胎残件，结合胎釉特征判断此件器物
当属巩义窑产品。

青玉兔镇纸（图4），南宋，长 6.7厘米、宽 2.6
厘米、高3.6厘米，1974年南宋咸淳十年史绳祖及
其继室杨氏合葬墓出土，衢州市博物馆藏。史绳
祖是南宋时期的一位士大夫，著述颇丰。在他与
继室的合葬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玉器等 38件珍
贵文物，反映了南宋时期的高超工艺水平和审美
取向。这件兔形镇纸也是随葬品之一，由和田青
玉圆雕而成，呈伏卧状，兔子双耳软绵地贴于背
上，腹部、腿部刻短细线条，似为兔的软毛。双眼
圆润有神，三片小嘴唇加以两侧阴刻的胡须，好
似在微微颤动。

水晶兔（图5），元代，长 6.2 厘米、宽 4.4 厘
米、高2.6厘米，1994年上海市松江区圆应塔地宫
出土，上海博物馆藏。这件精美的水晶兔出土于
一座明代古塔的地宫，即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的圆

应塔。兔子因性
情温良，历来被
视为瑞兽，是圣
洁、机敏、善良
和生机的象征，
素 有“ 玉 兔 拜
福”之说。

水 晶 兔 身
体呈卧伏状，四
肢收屈，弓背丰
臀，全身圆润饱
满。鼻子、胡须
和 四 爪 均 用 阴
刻粗线条勾勒，
兔 毛 以 平 行 的
细短阴线刻饰，
装饰性强。腹背
竖穿一孔，可系
可佩。整体似作
觅食状，质朴敦实、憨态可掬，有唐宋遗风。

玉兔支神（图6），清代（1644~1911），高 6厘
米、宽 4.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十二支神是指十
二地支的守护神，对应十二生肖的形象，其中玉
兔是清晨 5点至 7点卯时的守护神。本品为上海
博物馆所藏一组玉雕兽首人身十二支神坐像中
的一支。

玉兔尖嘴、圆眼、竖耳，身着交襟宽袖长袍，
曲膝半趺，右手持折扇，左手握拳上举。整器集圆
雕、阴刻、浅浮雕等多种技法于一体，雕琢精巧，
玉兔支神摇扇持物，怡然自得。

仕女三兔图轴（图7），清，禹之鼎，纵 160厘
米、横81厘米，上海博物馆藏。此幅作丛石草木，
丽服仕女，独坐观兔。人物衣纹虬劲，多有提捺，
花纹繁复，刻画细密，设色匀薄。足边三兔，似在
嬉戏玩耍，两白一黑，毫毛毕现，情态可掬。

（上海博物馆）

中国人对故土山水人文的悠长眷恋，是贯
穿于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之中的优秀文化传统。
崇文重教、爱国如家、重土恋家、友善邻里、勤
劳朴实是传统乡土文化的精神内核，亲血缘、
重家庭、重人伦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纽带。中华民族同根同源、守望相助的天
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
改变的。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福建与台湾在地缘与血缘以及文化渊
源等方面都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两岸经济文
化交流最早可追溯至石器时代。福建是台湾同
胞最主要的祖籍地，福建先民很早就跨越海峡
垦殖台湾。经过一代代移民的经营，台湾地区
形成了许多以亲缘宗姓为纽带的闽台文化聚
落。安溪寮、福安里、泉州厝、兴化坑、永春陂、
同安宅、龙岩庄等以福建漳州、泉州地名命名
的台湾聚落，以及诏安、梅山等 100 多个闽台
同名村镇，完整记录了福建先民开发台湾的历
史轨迹。闽南话、氏族宗祠、南音、布袋戏、郑成
功信俗、妈祖信俗、闽南建筑、石雕、瓷艺等习
俗与艺术形式，时时诉说着闽台同根的绵长柔
情。闽台文化是两地民众共同的精神印记，闽
台艺术是两地艺术家表达感情的桥梁。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共同主办，福建博物院承办的“源·缘——闽台
艺术展”，1月 8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
览分为“同宗同源敦亲睦族”“海峡之音合韵
千年”“艺蕴天工小康大同”“妙笔生花写意中
华”四个部分展示超过四百件闽台艺术作品，
从戏曲、民艺及工艺美术、文学、书法、美术等
不同的方面，通过闽台艺术这一独特载体全
面深入地诠释了“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
的思想主题。

序厅“同宗同源敦亲睦族”通过族谱、家
谱、古渡口路亭碑拓片、台湾同胞带回的台湾
土壤等展品与抽象的闽南红砖建筑元素结

合，展现中华民族“重土恋家、重视血缘”的文
化传统。

台湾同胞带回的台湾泥土（图1），1988
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
土恋家、重视血缘”的文化传统。家庭与宗族在
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如今在
2300 万台湾同胞中，有超过 1800 万同胞的

“根”在福建，尤其是台湾的林、黄、刘、王、蔡、
许、郑、李等姓氏族裔，都能在众多闽台两地家
谱族谱档案中找到“根”。

“海峡之音合韵千年”单元通过南音、芗剧
（歌仔戏）、闽剧、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木偶
戏以及现代戏等戏曲形式，展现闽台语言同
系，闽台人民通过共同的戏曲传统所表达出的
情感联结。

江加走雕木偶头（白面仙、短须奸、红关
仔、刽子手、寿星、长髯程咬金）（图2），1950年
代，福建博物院藏。木偶戏又称“傀儡戏”，是
由演员操纵木偶做出各种姿势并为之配声的
戏剧表演形式，源于原始宗教的祭祀及汉代
的“丧礼乐事”。木偶戏在福建落地生发展出
多样的表演形式，其中提线木偶、布袋木偶与
铁枝木偶并称“福建木偶三绝”。神奇绝妙的
木偶表演技艺为福建赢得了“木偶之乡”的声
誉。明清时期，木偶戏随着福建先民传播至台
湾地区，成为联系两地人民文化和血缘亲情
的重要载体。

“艺蕴天工小康大同”单元围绕闽台共同
的生活习惯、信俗等，结合两岸工匠、艺术家共
同创造的民间工艺以及工艺美术作品，展现闽
台同根同源的展览主旨。

金门风狮爷大门陶灯座（图3），清，泉州
市博物馆藏。风狮又称风狮爷、石狮爷、石狮
公，是闽南、金门、琉球群岛等地设立在建筑物
的门、屋顶或村落的高台等处的狮子像，用来
替人、家宅、村落镇风辟邪。其造型推测是由
庙宇门口的石狮形象演变而来，狮子为百兽
之王，狮子的形象常被用于辟邪招福。此构建

来自福建金门地区传统建筑，为大门前的陶
灯座。

刘北山雕“思乡”寿山石摆件（图4），现
代。寿山石产于福建福州北郊寿山村附近，因
稀少珍贵、石质温润、柔而易攻、色泽美艳而著
称于世，是优质的雕刻石和观赏石，有“国之瑰
宝”的美誉。以寿山石为原材的寿山石雕是闽
台民间工艺的优秀代表。在两岸经贸、文化交
流活动中，寿山石成为凝聚海峡两岸人民的情
感和文化共鸣的重要桥梁之一。

“妙笔生花写意中华”单元通过文学、书
法、绘画、漆画等艺术形式展现闽台文化是中
华文化的一部分，两地文化渊源深厚。

郑成功画像（局部）（图5），清，中国国家博
物馆藏。郑成功（1624~1662），本名森，又名福
松，字明俨、大木，福建泉州南安人，祖籍河南固
始，明末清初军事家，民族英雄。其父郑芝龙，其
母名田川氏。因蒙隆武帝赐明朝国姓“朱”，赐名
成功，并封忠孝伯，世称“郑赐姓”“郑国姓”“国
姓爷”，又因蒙永历帝封延平王，又称“郑延平”。

郑成功腰带玉饰（图6），清，1929 年福建
南安水头康店复船山郑成功陵墓出土。南安市
博物馆藏。玉带的使用有着较为森严的制度规
定，在明朝玉带仅限于皇帝、藩王与建立功勋
受封的公、侯、伯、驸马及夫人使用。郑成功受
封延平王，享有佩玉带的权利。在考古发现与
传世的明代玉带中，以 20 件玉饰组成一带最
为多见。玉带作为一种腰带的形制，从明代起
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服装配饰，同朝服冠帽一
样，有数量上定制。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
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此次展览能
够让观众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多元一体、闽台
文化合韵千年的历史脉络，促进两岸同胞心
灵契合，更加自觉地坚定文化自信自强，铸就
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展览开放至 2023 年 4
月 9日。

（整理：卢阳）

·展览专刊 研 究6 2023 年 1 月 17 日展 览

从年俗里来 到理想中去
——广东省博物馆“年画里的中国”展

柳锴

图7

年画是中国民间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一般采用木版水印的方式制作，大都用于新年时期张贴，营造热闹祥和的氛围，同

时也寄托了祈求新一年幸福安康的理想。年画的线条清晰，色彩往往采用对比色而使画面呈现出强烈的冲击力，自成系统的审

美追求使得年画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随着漫长时节的演变，承载着大量人文和风物信息的年画，几乎成了中国民俗文化的图

解，想要读懂“传统中国”，似乎除了年画，鲜有其他民间艺术能够如此清晰地勾勒出中国人的生命理想与精神图谱。

玉兔精灵
——上海博物馆兔年迎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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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源 守望相助
源·缘——闽台艺术展新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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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蛇传》59.5×106.5厘米 年代不详 杨柳青年画 天津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