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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老陶一家搬进了新盖的
二层小楼，花瓷砖、防盗门，家里整洁气
派，在村里都是数一数二的。

老陶夫妇开了个副食品批发部，这
几年赚了不少钱，新楼房是准备给18岁
的儿子结婚用的。

老陶家是木板年画世家，他也说不
清是上面几辈人传下来的手艺，只记得
小时候，爷爷经营着规模不小的年画作
坊，每天能制作上千张年画，“在我家的
带动下，村里开了不下百家年画作坊，
日子都过得很红火。”上世纪80年代，老
陶从爷爷手中接过了作坊，那时做年画
是全村人的致富秘诀，用他的话说，就

是“印出了十几个万元户”。
进入新世纪，随着机械印刷的精美

年画出现，纯手工制作的木板年画逐渐
被替代，开始走下坡路。短短几年光景，
村里的年画作坊越来越少，2004年冬天，
独自坚守而不堪重负的老陶终于改行，
做起了副食品批发生意。

在老陶家的旧院子，屋顶阁楼上堆
放着两摞不起眼的木头板，落了一层
灰。“不敢动它们，伤心，这手艺可是老
辈里传下来的，现在却要断在我手
里……”

老陶拿起棕丝刷，轻轻拂去木板上
的灰尘，精美的雕刻慢慢浮现，文王访

贤、天官赐酒、年年有余……
老陶的儿子对木板年画很感兴趣，

画板、刀刻、印刷，每道程序都能独自完
成，老陶想让儿子继承这门手艺，儿子
却去了济宁城区干起了装修，“拿啥说
服这些年轻人？在家干这个，肯定饿肚
子啊……”

新年到了，老陶悄悄许了个愿，希
望木板年画后继有人。“本来按规矩是
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我不讲这个，
谁喜欢我就传给谁！”

老陶，名叫陶远航，鱼台县李阁镇
陈集村人，济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木板年画的传承人。

老陶的年画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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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年画“出炉”。

当年的刻板，如今已束之高阁。

老陶正在制作年画。

刻板上的雕刻非常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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