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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蔼安

夜听窗外雨打芭蕉，油灯燃尽岁月斑驳。一座城市像一个人。
是灯红酒绿的张扬还是独守寂寥的淡然？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性格，它像一杯醇酒，需要慢慢品味。无论是生于斯长长于斯的本地人，还是客居异乡的漂流族，无不在创造这座城

市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的气息感染着。
文化是一种力量，也是一座城市的脊梁。当繁华褪尽，人们还能在热闹过后找到精神归属，这是一座幸运的城市，也是是一座城市的幸运。
本报特推出“文化寻踪”栏目，深度挖掘和剖析滨州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将这座城市鲜为人知的一面翔实而优雅地展展现在您的眼前。

栏目寄语：

走出去、学回来

救活“手艺”

在失落中寻求再生，这便是前
期王圣亮眼中的清河镇木版年画。
前期需要走出去，了解木版年画的
历史，知其历史、来龙去脉，走访老
艺人，又要学习怎么做，这可让王
圣亮先生费了不少劲。

今年58岁的王圣亮在7岁时
就跟着爷爷学习木版年画的制作
工艺，当时镇上制作木版年画的老
人不在少数，但一直以来这些老艺
术家们大多数只把这门技术当做
求生的手艺，并没有把其发扬光大
的意识。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期
间，“破四旧”思想影响着人们，大
量年画古版被砸、被焚毁，除了有
些舍不得的老人们藏起了几块刻
好的年画古版。清河镇木版年画在
文革十年后几乎销声匿迹。

王圣亮高中毕业之后，从小爱
好文艺的他看到农村的文化意识
远远达不到就有了想扶起农村文
艺的想法。“1978年清河镇有了人
民公社，我就在电影队里负责放电
影、幻灯片。1985年，我到了清河
镇文化站，跟戏曲、美术、摄影等文
化形式越来越分不开，就想着把快
要绝迹的木版年画重新拾起来，救
活这门手艺。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
去挖掘并把它传承下去。”

就这样，王圣亮先生凭借他小
时候仅有的记忆开始了他的木版
年画寻踪之旅。首当其冲的任务当
然是了解清河镇木版年画的历史。
从1986年开始，王圣堂开始走访
清河镇的老艺术家们，寻其历史、
找其踪迹。到2000年共14年的时
间里，他一共拜访了386名老艺术
家，总算是了解到一些清河镇木版
年画的来龙去脉。

清河镇木版年画在惠民县已
有三百年的历史，当年清河镇最早
的艺人王画三，轻挑着担子一路从
天津来到了繁华热闹的清河镇。南
来北往匆匆的行旅在驻足待渡的
同时，也把四方的财富与文化汇集
在这里。王画三，这个贫穷却优秀
的农民艺人，带着杨柳青的画风，
落户这里，开启了清河镇木版年画
的历史。

清河镇木版年画最为繁盛时
是在清朝光绪年间，当时镇上的画
店达到了65家，单王氏家族就有
38家。清末民初，传统风俗逐渐消
退，成为年画没落的根本原因。外
来印刷技术更让木版年画的日子
不好过。从19世纪末到20年代初
期30年的时间里，年画从木版变
为石印，再变为胶印，木版意义的
年画进入了日渐衰落的阶段，只有
一些念旧的老人艺术家们多少还
留着一些痕迹。1966年至1976年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让这门手
艺几近失传。

了解历史之后，接下来最重
要是如何才能把这门手艺“拾起
来”。在整个中国来说，四川、安
徽阜阳、福建等原本木版年画的
名产地早已“人亡歌息”，文脉中
断，剩下的只有潍坊杨家埠、天
津杨柳青等地。王圣亮下定了决
心，既然要拾起这门手艺就不能
怕 困 难 ，“ 走 出 去 ”才 能“ 学 回
来”。潍坊、高密、平度、聊城……
王圣亮走遍大街小巷，发现着不
同地区木板年画的特色不同，找
寻着清河镇木板年画的差距，一
些是跟着学，一些是偷着学，“不
同的地方年画风格不同，有些地
方是半印半画，有些比较成熟的
像潍坊杨家埠已经形成一个文化
产业，但相同的是制作工艺，我
走出去要学的也是这些东西。”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2000年
的时候王圣堂学成归来，跃跃欲
试准备开工。

研究来、研究去

精益求精

从外地取经回来后，为了打造
属于清河镇自己特有的木版年画，
精益求精，王圣堂开始拜访清河镇

的老艺术家们。与潍坊杨家埠、天
津杨柳青等地的年画不同，传统的
清河镇木版年画只印不画，全部用
木版套印，色彩绚丽，粗犷大方。搜
寻的过程可谓是历经艰难，由于文
革造成年画的痕迹已经很少，很多
老艺术家们也不愿意透露一些所
谓的“行业机密”，一度造成面临中
断的困境。

“知道我要决心重拾木版年画
的时候，家人也不是很支持，觉得
我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钱，但我觉得
人活一生必须要做点什么，我搞了
一辈子的文艺，是怎么也离不开
了，必须继续搞下去，而且还要不
断研究，精益求精才行。”好在精诚
所至、金石为开，王圣亮终于说服
镇上的老艺术家们，拿到了清河镇
木版年画的制作工艺。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
初步的打算后，最关键的是工
具。工具难寻是最头疼的，老艺
术家们告诉王圣亮，刻版的木料
必须要用25年以上的梨木，因为
这样的梨木“柔中有刚、不易断
裂”。于是，王圣亮辗转来到阳信
水落坡才搜罗到梨木。除了木头
以外，刀子、染料、刷子也费了不
少功夫。他反复尝试各种工具，
能取代的取代，不能的便到其他
地方找。刀子是从淄博周村买
的；染料跟原来染在妇女衣服的
一样，现在只能从化学药品店里
买，俗称“品色”；专用的刷子叫

“烫子”，是用鬃毛自制的……
工具准备好了，接下来开始制

作工艺，起稿、刻版、印黑、套色、施
彩等步骤一步步地来，缺一不可。

刻版可是个细活儿，不能急也不能
躁，若是不小心刻坏一点，一整块
木板就废了，所以这就要求刻版的
人书画功底好、有耐心。因为现在
少有人做木版年画了，很多工序，
细节上都需要自己研究，自己不断
地尝试。在尝试中精于专业，在坚
持中得以传承。就是靠着这样的精
神，王圣亮的木版底稿栩栩如生，
刻出的版层次分明，质量明显高于
一般艺人的作品。

制作成成品的木版年画看起
来就是薄薄的一张纸，上面印着财
神、门神、福娃、关公等题材的画
像。虽然纸张并不值几个钱，刻好
的版可以印成千上万张，但这前期
费劲太大，一刀刀地刻、一张张地
印，可谓是费尽了心。

木版年画所需要的颜色主要

有黑、大红、绿、黄、紫、蓝、桃红等，
除了刻轮廓的木板之外，一张年画
中需要几种颜色就要刻几块木板。
通常一张木版年画最少要6块版，
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刻画时间
最长的一副《炮打日本兵》花了王
圣亮4个半月的时间，上面的人物
非常精致，每个人的动作、每个人
的表情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就这
样，靠着前期的学习和木板的搜集
互换再加上王圣亮的精益求精，清
河镇木板年画虽然风格上并不明
显，但在内容上丰富了很多，所以
得以“起死回生”。

搞起来、传下去

秉承特色

但这显然还不够。王圣亮多
年的潜心研究只是把清河镇木板
年画的原本面目还原而已。随着
时代的快速发展，只追寻、还原历
史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现在已经
没有多少人会把木版的灶王爷、
门神贴在门上了。想要把这门手
艺传承下去必须要想办法创新，
在原有的基础上开辟新的领域。
王圣亮意识到这一点后，开始学
习研究，“打造咱自己特有的品牌
就得知道咱都有哪些特色，”他学
习了兵圣孙武、胡集书会、魏氏庄
园等厚重的历史文化后，终于给
粗犷质朴、大红大绿的清河镇木
版年画找到了重现辉煌的突破
口——— 那就是以孙子文化为特
色，打造出36计、包括赐姓封采、
敬献兵书、吴宫交战、经国治军、
破楚入郢、飘然归隐6部分在内的
孙子文化系列，让这一方水土的
精彩在今天重获新生。

“算上木头钱、木工费、宣纸、
工具等费用，前期要投入约3000
元，而做出来的木版年画一张只卖
20元，就这样也很少有人买，”年
画的实用价值不高，现在很多人过
年的时候倒不如去集市上买一张
5 毛钱的印刷版的年画，不仅便
宜，色彩也比木版年画生动。“除了
有一些人收藏，一些人当特色礼品
送之外，几乎没人买。”虽然手艺好
不容易被王圣亮寻得踪迹、珍存下
来，但面对只赔不赚的现状，王圣
亮不禁又开始头疼。

王圣亮是有决心、有毅力把这
门手艺救活，但是跟他一样想法的
人却没有很多。一是市场不景气，
清河镇木版年画得不到社会重视；
二是前期投钱多，却不见收入，没
有市场；三是制作木版年画需要有
好的书画功底、有耐心，而这正是
现在年轻人所缺少的……面对着
摆在眼前的一个个难题，王圣堂一
筹莫展。

幸而在2008年的时候，清河
镇政府把这一门手艺当做非物质
文化遗产一级级地向上申请，清
河镇木版年画先后获得了山东
省、滨州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称号。作为清河镇的一种文化亮
点推出才让木版年画开始得到来
自社会各界的支持。“现在清河
镇政府会在财力上有所支持，也
有计划打造成一个文化产业，一
步步地往外推，争取形成一个流
水线的产业，好让外人都了解到
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多么值得大
家珍惜。”除此之外，王圣亮也早
在几年前进学校讲课，把木版年
画的制作过程当成中小学生的业
余课程，先后去过清河镇的几个
小学，去年更是来到了滨州学
院、滨州职业学院、北镇中学等，

“按照这样的方法一定会找到对
这么手艺感兴趣的孩子，我也会
把我的所有都传给他们，就这样
传承下去。”

要面向全国、面向世界所要做
的就是如何提升清河镇木板年画
的吸引力、活力，研究如何让别人
主动找上门。“打好‘孙子文化’这
一品牌是最主要的，定位要高，慢
慢来，争取做到‘你无我有、你有我
优、你有我特’，只有这样，才会让
所有人认同。”王圣亮也坚信只要
坚持做，做大，这门“手艺”就一定
会传承下去。

滨州文化激活
清河木版年画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晓霜 通讯员 丁杰辉

惠民县清河镇木版年画作为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已很难寻其踪迹。记者

走访惠民县，幸寻得鲁北唯一代表性传承人王圣亮先生。王圣亮，1954年 5月 13日出生于

清河镇三村木版年画世家，自幼酷爱美术、书法，更爱清河木版年画。为了更好地保护、挖

掘、整理和创作清河镇木版年画，他先后报考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天津业余工艺美术学

院。由于他的勤奋努力，自 1990年以来，他挖掘、整理、印刷、创作的清河镇木板年画不断

在市级、省级、国际级展会上参展并获奖。王圣亮先生一生寻求木版年画精髓的经历，足

以讲述木板年画的渊源，清河镇木版年画的历史。

王王圣圣亮亮正正在在刻刻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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