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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在我国起源很早，但各代名称各异，宋
代叫“纸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明代叫“画
帖”（刘若愚《酌中志》），清代叫“画片”（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各地叫法也有不同，浙江叫“花
纸”（顾光《杭俗新年百咏》），江苏叫“画张”（顾禄

《清嘉录》），北京叫“卫抹子”（沈太侔《春明采风
志》）……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河北宝坻人李
光庭在《乡言解颐》“新年十事”一节里说“扫舍之
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由此始见“年画”二
字。清末，北京《京话日报》刊载了年画作品并使
用了“年画”一词；20世纪初，在上海起源并发展
起来用擦笔、水彩画法作画，被称为“月份牌年
画”；辛亥革命后，直隶教育司社会科印行的石印
年画被称为“改良年画”，自此以后“年画”一词开
始被普遍沿用。20世纪30至40年代，延安和解放
区革命队伍中的专业美术工作者，利用传统年画
形式创作的“新年画”，目的是为抗战和革命服
务，受到群众欢迎，强烈的政治内涵和民族意识
是这些年画作品的新意所在；1949 年底至 1953
年，延续延安新年画创作取得的成功经验，年画
被视为塑造新中国国家形象、教育团结人民、打
击敌人的宣传工具和有力武器，具有表达政治意
志和集体意识的新中国美术创作范式意义。

“物”与“非物”：二元一体的文化遗产

目前已知最早的年画实物出自山西平阳和
陕西西安。1907年至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带
领探险队，在甘肃省北部额济纳河西夏黑水城遗
址的一座圮废寺塔的地下，发现了《隨朝窈窕呈
倾国之芳容》（又称《四美图》）和《义勇武安王位》
（又称《关公图》）两幅古代版画，现收藏于俄罗斯
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这两幅作品展现出
高超的艺术水平和成熟的技术水平，被认为具有

“奉祀”“饰壁观赏”功能；画面刷印有“平阳府徐
家印”“平阳姬家雕印”字样，被认为极有可能是
出自金代（1115—1234）从北宋都城汴梁掳来的
雕版艺人之手。1973年整修西安碑林石台孝经时
发现的宋金时代套色版画《东方朔偷桃图》，用浓
墨、淡墨及浅绿色套印在整张淡黄色细麻纸上，
画面为一老者右肩负硕果累累的桃枝，头向左略
略回转，面有喜色，似在疾走。这幅画虽题有“吴
道子笔”，但很大可能是出于民间画师之手，与黑
水城发现的《四美图》多有相似之处。这些发现以
实物证明了中国版画在金代已经展现出从佛教
版画向风俗版画的重大转变，也标志着木版年画
艺术在此时已发展成熟。

随着文化内涵、题材内容日益丰富，风格样
式、刻绘形式日益多样，年画逐渐发展成为传统
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1636—1912）
达到鼎盛。它是中国人特有的年文化标志性符
号，表现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热爱,是
民间的大众读物与教育读本，发挥了普及历史知
识与道德教化的作用,促进了民众审美心理的形
成，描绘出农耕时代人们的精神天地和中国民间
社会与生活立体的影像，是一项“物”与“非物”二
元一体、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

文化基因：基于祖先崇拜文化认同的民间
生活传承

年画是一种超越了图像存在的民间生活与
信仰精神的物质载体，其艺术形态随时代的发展
而变化，在民间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新材料
和新样态，是一种不断变化的“流动的传统”，但
无论这个传统如何变化，承载着民众的理想憧
憬、心灵慰藉、乡土生活记忆与情感的年画图像，

始终在礼俗互动的民间生活中承传着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的文化基因。

人类风俗活动大多源于各种信仰，以年画来
说，门神、灶神、车马神等神像年画的信仰因素尤
为显著，展现了年画使用者对理想生活世界的想
象和构建。《周礼》中即有关于户、灶、中霤、门、行
等掌管出入饮食的家居之神的小祭之说，汉画像
石上亦可常见武士守门的图像，这些文献记录和
图像实物已开神像年画的观念先声。源于祖先崇
拜的祖（族）影年画历来是中国北方地区年节期
间请家堂习俗的必需品，画面整体布局为一座大
型的院落，上层是祖宗牌位，中间是遵循左昭右
穆次序、记录家族世代繁衍的图表式的家谱，下
层是宅户大门和前来拜祭的子孙后代。祖影年画
图像，以纸质卷轴的样态在家族社群中传颂先人
的功德成就，型塑家族的长幼秩序，强化以血缘
为纽带的家族和谐，在日常生活中周期举行的祭
祀仪式中实践着祖先崇拜观念在教化后人中的
礼俗互动，凸显中华民族在历史层累积淀和文化
沉浸感染中自然产生的家国归属认同感和家国
情怀。《礼记·大传》中所说的“亲亲故尊祖，尊祖
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
社稷”，生动表述了这种礼仪活动的“家国一体”
思想观念渊源和文化基因。

年画中常见状元巡游、及第的图像元素，如
跨马扬鞭的状元、手举万民伞跟随的听差等。直
观看来，这类年画只是以图像表达科举时代人们
对在科举考试中考中状元的愿望，表达希望通过
科举考试跳出农门、改变命运、光耀门楣的愿望。
年画图像中常常见到天官、禄星的官服造型形
象，“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状元及第”的直白语
意表达，“马蜂窝”与“布包官印”暗喻象征的间接
图案表达，既有勉励后辈族人勤学上进、考取功
名以保证家族的阶层提升、壮大发展之意，也隐
含着对国家通过举办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认可。
这种图像叙事方式，通过画面中隐而不显的儒家
伦理思想和家国共同体意识，发挥“成教化，助人
伦”的家族教化功能，既是对个体的规约，也是在
代际传续中强化家族的核心凝聚力从而形成内
部共识，有助于形成一种基于情感认同的家国

“共同体意识”和家国情怀。

守正创新：手工技艺原样传承与新媒介融
合传播的当代传承路径

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快速转型，使乡土文
化的存续发展既面临着严峻挑战，也拥有进行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机遇。在年画传统
的图示、功用的应用性迅速弱化的时代背景下,
年画的当代传承路径何在，如何与当下生产生活
方式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笔者认为，对传承人手
工技艺采集记录的原样传承和当下新媒介的融
合传播是守正创新行之有效的当代传承路径。

笔者在对山东运河流域年画艺人的田野考

察中发现：每一道工序，都是木版年画艺人具身
性操作木版年画生产过程中的环节，这种技艺的
传承是个人化的、具身性的，是在实际操作中艺
人将相关的各种“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融为
一体的过程。木版年画的刻版、刷印，不只是一种
复制图像的手段，反复套印后留在纸上的门神、
纸马、扇面画等图像，是产、销、用三方共有的精
神信仰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时空展示的文化叙事。

此外，年画的生产目的与传统文人画强调自
我表达和欣赏截然不同，它不是自我心性的表
达，而是一种集体文化的价值表达。这种集体文
化价值的传递因观者——年画顾客的购买和使
用而完成。在大运河山东段区域内，对美好生活
的共同追求是木版年画在产销用三方之间周期
性流动的传承动力，而这一“物”的年度周期性流
动实践也同步完成了年画所承载的“文化意义
（传统）”在精神层面的传播和传承。

当下，利用新传播媒介可以帮助年画突破传
统的时空制约，让年画回归生活，发挥文化传统
和根脉的载体与纽带作用。在创意阐释中保持其
原生性、乡土性的民俗原意，从而帮助年画在文化
和社会语境发生深刻改变时，实现保存核心文化
价值的存续发展。一方面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继
续做好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做好采集
记录的原样传承；另一方面，也可以鼓励有创新
能力的艺人和其他相关社会个体，充分利用已得
到广泛运用的现代化数字技术，以传统年画相关
信息资料的丰富资源为素材，践行新媒介融合下
的年画发展和传播。比如在春节拜年民俗中，静
态、动态的年画图像，以年画人物形象为素材设
计的微信表情，自主生成的年画配乐祝福小程序
等方式在手机端的转发分享，都是传统年画利用
新媒介传播创造的年画新样态。这些多元化的年
画样态与传播媒介，在对传统年画的呈现和传递
中，往往还将年画知识和年俗文化内嵌于中，从
而实现传统文化的沉浸式教化和节日情感的共
情分享，由单一的“纸上复制”转为多元的

“新媒介分享”，在基于数字化新技术的交互式
传播中，拓展年画的使用场景和受众群体，以
一种文化两创的新形式，传递乡土文化的集体
记忆和民俗情感。

无论年画以何种样态走入社会生活，从某种
程度上看，其走入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文化之
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意义关系网，在“物”的生
命之外也被赋予了文化生命、社会生命，并且不
断在文化和社会的流动中被重新界定。年画在意
识形态层面发挥着文化认同、社会认同、家国认
同的文化功能，年画的多样态，如能得到大众的
认可与接受，那么这种“流动的传统”就可以继续
延续其文化功能，成为“理解中国”“理解中华文
明”的民间视角。

（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大
运河山东段木版年画研究”〈编号：21CKGJ01〉
的后续成果）

汉阳陵陶俑是由专门为皇帝及其官僚制
造墓葬用品的机构——东园署制作出的人或
动物形象随葬品。相比秦代陶俑，汉阳陵陶俑
不仅种类更加多样化，而且形象更加生活化，
有威严壮观的送葬军队，端庄娴静的宫廷侍
女，数量众多供家居享乐的侍从舞俑，还有
马、牛、羊、鸡、狗、猪等牲畜家禽等动物俑。

从制作工艺上，汉阳陵陶俑可分为塑衣
式陶俑和着衣式陶俑两种。塑衣式陶俑是指
在陶俑体表用陶土直接捏塑出衣服的外形，
并施以彩绘烧制而成的一类陶俑，这类陶俑
一般出土于大中型陪葬墓和建筑遗址中，为
贵族大臣的陪葬品。着衣式陶俑主要出土于
帝陵和大型陪葬墓的外葬坑，是专为皇室随
葬的且级别较高的陪葬品。因此，着衣式陶俑
制作工艺流程更为复杂且精致：首先，用模具
分段制作出陶质的人俑头、躯干和下肢，正面
和背面合模而成，通过面貌、发饰和躯干等细
节刻画反映出人物的性别和身份等；入窑焙
烧后施以朱红色、橙红色和赭黑色等彩绘颜
料；在人俑臂膀预留的孔洞处安装木臂；最
后，根据人俑的性别、官职和身份等穿上丝或
麻质的汉服，披上皮革或者木质的铠甲，带上
与其身份相关的兵器、印章、钱囊、水壶和腰
带等物品。这类彩绘陶俑一般高度在58至62
厘米之间，身体各部位基本符合人体比例，均
为中空构造，身体上的毛发、窍孔、肚脐等部
位也有精细雕琢。

从目前已经发掘出土的文物实物来看，
着衣式陶俑与塑衣式陶俑相比而言文物缺失
部分较多，不仅着衣式陶俑身上和头上的服
饰冠帽等有机材质受到埋藏环境侵蚀等种种
因素的影响，几乎朽化无存，连那些能够表
现出陶俑拱手、持物、骑马、舞蹈、奏乐等
姿势和动作的木质臂膀也消失殆尽，只剩下
陶质的裸体身躯。因此，研究人员仅能通过
陶俑的出土位置、残存的铠甲遗迹和极少量
遗存在身边的印章来判定相应陶俑的身份等
信息。

自汉阳陵考古发掘出土后，相关专家和
学者对这类陶俑材质、制作工艺和保护的现
代科学仪器分析、检测和研究工作一直都在
进行着。然而，关于汉阳陵着衣式陶俑在制作
完毕被埋葬入土之时，身上是否确实穿着有
纺织品服饰、是否身披铠甲，以及具体材质等
一系列问题上尚未开展过详细研究。通常对
于具有实物遗存的丝、麻、木、皮类有机质文
物的分析鉴定，采用显微观察、氨基酸含量分
析、红外光谱、拉曼光谱和X射线衍射分析等
进行检测。对汉阳陵着衣式陶俑服饰这种已
经泥化的纺织品残留物进行鉴定，则需要提
取有机质残留物的相关生物或者微生物样
本，通过鉴定有机分子的结构、种类，或者分
析微生物多样性与差异性等信息来系统判断
其生物来源。

为了科学回答关于汉阳陵着衣式陶俑服
饰之相关问题，2020年至2023年，汉景帝阳
陵博物院在其开展的关于着衣式陶俑表面残
留物的科技检测项目中，应用到了生物学和
微生物学技术手段。主要技术方法有稳定性
同位素检测、微生物组成的高通量测序分
析、可培养微生物分析，以及酶联免疫分
析。在我国，这些技术方法不仅在考古研究
和文物保护领域具有一定推广和应用，而且
在该项目的实践中也可以发挥相互补充和验

证结论的作用。
研究人员通过采集汉阳陵着衣式陶俑头

部、躯干和腿部样品，并测定其相应的碳氮稳
定同位素值，再比较分析出这些数值之间的
差异，可以初步判断所采集的着衣式陶俑身
上可能曾经覆盖有有机质纺织品服饰，进而
推测出这些服饰可能的植物性来源，结果表
明不同类别的陶俑所着衣物材质可能存在差
异，陶俑不同部位穿戴的服饰材质也存在差
异。同时，微生物响应其所处环境时会产生不
同的代谢产物，研究人员采用高通量测序法，
在揭示汉阳陵着衣式陶俑表面微生物的组成
情况及其退化机制，鉴定、表征和描述着衣式
陶俑的微生物多样性和差异性信息，依据微
生物系统发育数据对陶俑表面的微生物功能
进行分析，验证了陶俑不同位置残留物理性
质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来源于基本材质的不
同；科研人员再将陶俑样本上分离出的较活
跃微生物做了培养分析，进一步与高通量测
序的结果互相印证，这项工作也是后续文物
防霉保护工作的科学基础。最后，采用酶联免
疫吸附测定法（ELISA），该测定法在鉴别古
代壁画和彩绘雕塑等文物的胶结材料蛋白物
类别、丝质纺织品文物的材质种属、分析文物
材质中的有机成分等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
用，此次研究人员采用该项技术获知在所采
集的汉阳陵武士俑样品小腿上有丝质行藤，
铠甲为牛皮质。

近日，由汉景帝阳陵博物院编著、三秦出
版社出版的《微痕解码——基于微痕检测的
汉阳陵着衣俑服饰研究报告》正式发行。面对
已经历过两千多年外界环境变迁、留存在其
表面的物质信息极其有限的汉代文物，此次
科技检测为汉阳陵着衣式陶俑的研究提供了
强有力的科学佐证，不仅具有实践意义，更是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以现代科技赋能文物保护
工作的重要探索，是汉景帝阳陵博物院以文
物保护科技创新为引领，在考古发掘基础上
进一步以科技为先导，强化文物保护与生物
科学等多学科协同创新，利用现代科技促进
文物保护向科学化、系统化迈进的一次成功
经验。 （执笔：程蓓 孔琳 李库）

现代科技赋能汉阳陵文物保护工作
——着衣式陶俑的科技检测研究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

汉阳陵塑衣式陶俑 汉阳陵着衣式武士俑

流动的传统：浅析年画蕴含的文化基因及当代传承路径和意义
孙芳

清版后印滕县木版年画《状元及第》，31×42厘米 民国版后印杨家埠木版年画《挂印封侯》，25×34厘米

表里山河，以晋铸魂。
山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拥有丰厚的历史

文化遗产。山西博物院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
题，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晋国霸业、民族熔
炉、佛风遗韵、戏曲故乡、天下晋商七个历史文
化专题和土木华章、玉韫华夏、翰墨丹青、方圆
世界、瓷苑艺葩五个艺术专题构成。12个展厅如
同一幅幅历史画卷将山西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和艺术成就完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近年来，随
着现代博物馆服务质量的提高，博物馆的工作
不仅仅是文物藏品的保管、保护和展示，需要借
助新型数字技术的力量，秉承以“人”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提高知识传播的效率和可接受度，以更
好承担起社会教育与文化传播的责任，更优质地
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正如 2024 年国际博物馆
日主题“博物馆致力于教育与研究”所倡导的。

为了更好地满足公众的观展需求，山西博
物院对12个基本陈列进行改造提升，并利用数
字化技术精心打造“晋魂”线上数字展，盘活
馆藏文物资源，推进文物有效利用。“晋魂”线
上数字展基于对文物资源的深度挖掘，用科技
赋能文物展陈，打破博物馆物理空间的限制，
丰富了博物馆线上线下多种“打开方式”。通过

对线下12个展厅的三维空间建模、真人语音讲
解、文物深度解读，打造线上传播主阵地，激
发博物馆活力，实现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隔空
对接，延伸文物及线下展览的生命力。通过对
人、藏品、空间三维数字化重建和互动式的表
达，“晋魂”线上数字展让公众能看见、听见、
触摸到传统文化的精髓，满足公众多样化、多
层次、即时性的文化服务需求，全方位、多角
度地感受历史文化和人文内涵，提升山西博物
院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

打造沉浸式的交互体验

互动性在“晋魂”线上数字展中扮演至关重
要的角色。在传统线下展览中，文化传播往往是
单向的，观众只能被动地接收信息，很难真正融
入到文物和历史之中，理解文物背后蕴含的深刻
文化背景。“晋魂”线上数字展运用虚拟现实技
术，将12个实体展厅映射到数字空间，并嵌入展
品相关三维模型、图片、文字、视频、音频等信息，
在云端呈现可交互、可释读的展览，让观众足不出
户即可参观展览、鉴赏文物、获取知识、感知历
史，沉浸式感受三晋文化的历史脉搏。

这些新技术的实现，令观众仿佛亲临展厅现
场，在虚拟展厅中，用户可以随时变换角度，灵活
参观。页面交互功能非常丰富，精心设计了真人
语音讲解、展厅列表、分享、切换画质、操作指引、
全景展厅迷你模型等功能，满足用户在漫游展厅
时的各种操作需求，让用户在参观“晋魂”数字展
时可以获得身临其境的优质体验。

这种沉浸式体验改变了观众与文物藏品的
互动方式，提高了观众的参与感，激发了他们的
学习兴趣，相比于博物馆中的静态展品，“晋魂”
线上数字展的互动元素更能引发观众的好奇心
和探索欲望，使这种互动参与方式变得更加生
动有趣。

提供有深度的文物解读

除了沉浸式的交互体验，为观众提供更有深
度的文物解读是“晋魂”线上数字展的另一优势。在
传统的博物馆线下观展中，观众游览文物往往流
于表面，除了对一些精美文物诸如“镇馆之宝”感兴
趣外，对其他文物更深入的文化信息了解不够。

山西博物院“晋魂”线上数字展正是针对
线下观展的诸多痛点，不拘泥于以往呆板的展
览形式和单薄的展板介绍，让观众可以自主选
择多种参观模式。“晋魂”线上数字展加入了跟
随专业讲解员观展的新路线，提供详细的展品
解读模式，让专业讲解员为观众详细解读每个
文物展品的背景、历史和文化内涵。而对于想
要更加自由参观的观众，线上展则提供自主游
览模式，让观众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自主畅
游文化场景。数字展支持从任意视角、任意距
离观察展厅环境和数字展品展示，观众可以随

时观察文物细节，让观展体验更加充分。同
时，展览对重点文物进行动态活化展示，针对
不同受众群体的不同需求，设置文物展示和文
物深度解读两种方式。点击文物上绿色热点出
现的是对文物信息的具体介绍，点击黄色热点
出现的则是文物深度赏析。通过三维建模高度
还原文物细节，并动态呈现精美纹饰、生动释
读重点铭文，通过深入发掘文物背后的文化内
涵，讲好文物的故事。如“晋国霸业”展厅中
对晋侯鸟尊的深度赏析，其内容就包括鸟尊的
三维模型、纹饰鎏金展示、铭文解读、文物知
识拓展等内容，让观众不仅仅是“来过”“见
过”，更能够深刻地感悟到文物的价值、历史的
厚重。

“晋魂”线上数字展展览模式可以为观众带
来更多的教育性和启发性，通过线上的虚拟环
境，提供更丰富的学习体验。观众可以深入了解
历史事件、艺术作品和考古发现过程，通过互动
的方式更好地理解相关知识。

拓展公众参与的传播路径

山西博物院“晋魂”线上数字展，让数字化技
术进一步推动参与性的文化传播。博物馆是文
化传承和传播的重要场所，这个传播应该是主
动而非被动的。线上数字展可以有效地打破博
物馆的围墙，让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博
物馆的教育服务，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轻松分
享他们的博物馆体验，表达观点和感受。这种参
与性文化传播扩大了博物馆的受众范围，使博
物馆的文化产品得到广泛传播。

在“晋魂”线上数字展的主界面上设有“学术

讲座”板块，主要集合呈现山西博物院文化主题
相关不同类型的学术知识与讲座，为大众提供更
专业更全面的文物知识与历史知识。学术讲座是
获取最新资讯和深化专业知识的重要途径，主要
包括山西博物院“晋界”讲坛、晋博讲堂等栏目推
出的学术成果。通过进入学术讲座板块，观众可
以学习专家学者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前沿思想，
了解行业内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进一步加深
对文物知识的理解。

“建议反馈”是为了让服务更加完善，观众在
线上参观过程中可以反馈体验意见或改进建议
促进观展体验越来越好，同时观众的评论和分享
还可以促进文化传播和交流。

“晋魂”线上数字展作为山西博物院推进馆
藏文物活化利用的一项成果，在“互联网+”的全
方位立体传播方式下，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壁
垒”，通过云观展拉近了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距
离，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零距离欣赏历史文物、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作为山西“永不落幕的博物
馆”的重要组成部分，线上数字展览可以保存已
经结束的展览，也为错过展期的观众留有大饱眼
福的机会。展览具有可持续访问的优势，能长期
存在，随时参观；同时展览内容还可更新和扩展，
随时修改展品信息、增减展品，以便快速响应变
化，吸引更多观众。这样既可以不断吸引新的观
众群体，又能有效地满足博物馆固定兴趣观众群
体的需求。

山西博物院“晋魂”线上数字展不断提升展
览科普效能，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辐射覆盖范
围，用数字技术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走出玻
璃展柜，讲述生动的故事，承载有温度的历史，向
世界展示辉煌灿烂的三晋文明。

以晋铸魂，数字化展示的新路径
——山西博物院“晋魂”基本陈列线上数字展

秦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