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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韩杰
杰)收藏书画、珍宝不足为奇，但
收藏年画画版却是个新鲜事，年
已50岁的杨乃东就有这个新爱
好。22日，记者走进他的工作作坊
了解到，目前他的家中已有1000

多张木版。而他收藏的目的，不是
为了获多少利，而是想更好地保
护、传承年画画版。

年已50岁的杨乃东进入年画
行业已近40年，是潍坊市工艺美
术大师。22日，记者走进他的工作
作坊——— 和兴永年画店，参观了
他收藏的画版。由于空间有限，且
一些画版仍在使用中，他大部分
的画版堆放在作坊内的架子上。
五颜六色的色版及朴素的线版被
他分门别类，有的还写上了标签。

在他珍藏的木版中，最让
他得意的是一块明末清初的三灶
王木版，现在已不多见。他拿出来
展示时，木版下面的一块木头化
为木屑掉了下来。“木头已经酥
了，时候太长了。”他说，看着木版
老化，他很心疼。

杨乃东介绍，他是近几年才
开始收藏年画画版的。以前会刻
木版的人多，大家对画版也不当
回事，帮别人刻几块版，是常有
的事，而如今，会刻版的人越来
越少，老版弥足珍贵。“以前村
里80%的人会刻版做年画，现在
会刻版的人越来越少。年纪大
的，干不动了，年纪轻的，又不
愿意学。”他说，他收藏年画画
版，也不是为了赚多少钱，就是
因为自己从事这行，对画版的重
要性更清楚，怕再不进行保护，
这些木头画版就老化了，破损了，
或是被文物贩子贩走，流失到外
地、甚至国外。“只要有人卖，我就
收。”他说。

记者了解到，杨乃东目前已
收藏1000多张木版，其中既有他
自己刻的，也有买的。谈起年画画
版近几年的行情，他称是节节攀
高。便宜的也得几百元，普通的就
得三四千，贵的还有好几万的。不
过即使价格这么高，也是有价无
市。他分析，一方面可能是老画版
数量越来越少，一方面是老百姓
看到了画版的价值，惜售了，但他
又说“惜售是好事”。

记者了解到，据最近一项调
查，杨家埠村内留存年画画版
3200余套，一套按含五个画版来
计算，约有16000余块，存版最多
的为杨洛书先生。

“只要有卖的，我就愿意收”
老艺人收藏年画画版千余张，只为更好地保护、传承

格现状：
从不要钱到千金难求

离年关不足3个月，杨家埠的
木版年画店已经忙碌起来。近日，
记者采访获悉，近年来，大众重新
审视传统文化，年画也成了人们怀
旧以及收藏的对象。作为年画制作
中最重要的一环——— 画版，价格也
是水涨船高，从不值钱的印刷工具
成了千金难求的收藏品。

杨家埠木版年画粗分钩描、
刻版、印刷3道工序，其中刻版分
为线版和色版。刻版是年画制作
工艺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其决定
了年画画面精细度。22日，在杨家
埠村，记者咨询了四家门店，询问
是否有年画画版可出售，均得到
了否定的答复。“有是有，我们不
舍得卖了。”一家店主说，现在会
刻木版的人不多，拿出来卖的更
少，都自己珍藏着。现在杨家埠年
画有名气了，一些文物贩子也常
过来咨询、收购老画版，几乎都是
无功而返。而年画画版成为收藏
品，也就是最近六七年的事。

记者了解到，有“岁数”的老
画版难求，新画版定价也不菲。一
位年画艺人告诉记者，现在他刻
一幅8开大小的木版，定价为5000-

10000元，视图稿精细而定价。而这
一幅木版，耗费时间就得15-20天。

格探因
刻版人才青黄不接

在杨家埠，年画从业者众多，
但是能设计、画稿、刻板、印刷的
全才却寥寥无几。

今年82岁的谭家正老人，从
1986年就开始研究杨家埠年画，至
今已经26年。他曾编纂《杨家埠村
志》一书，其中一章专门对杨家埠
年画产业进行了详细描述。对杨家
埠年画近些年的发展，他如数家
珍，谈论起来思维活跃，有条不紊。

他介绍，建国前，虽然没有确
切记载，但是杨家埠村里年画画
版数量不少于6000套，一套按含五
个版计算，就有三万多块画版。建
国以后，由于经历“破四旧”等特
殊的历史时期，画版数量有所减
少。到1992年，村内画版为5017套。
2003年，为了修订寒亭区志，他到
杨家埠做了一项普查，那时木版
数量为3575套。2008年，又进行了
一项普查，数目为3216套。仅从数
字上来看，画版数量是递减的。

他分析，这期间减少的木版，
一个途径是流向了中国历史博物
馆、省艺术馆、寒亭区杨家埠木版
年画研究所，约有600套左右。一部
分流向了大中专院校。一部分则
是流向了文物贩子。少数可能保
存不当，破坏掉了。

“现在画版的价格逐年升高，
便宜的500元，贵的好几万。”他说，
造成这个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会
刻版的人才越来越少。现在杨家
埠村会刻版的能有50多人，但是
真正在刻的也就20多人。再者，创
新设计画稿的人才也不多，没有
画稿就没有新版，这也制约了年
画画版的增长。此外，机器印刷对
手工年画冲击很大，为了避免和
机器竞争，杨家埠的艺人们渐渐
由单张的年画，向画册、长卷、镜
框、挂历等工艺品方向发展。而画
店除了经营年画，也经营剪纸、泥
塑、红木、风筝。这也使得一些人
不再单纯以年画为生，弱化了刻
版的手艺。

格保护：
老画版靠一代传一代来保护

为促年画传承发展，潍坊采
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如培养传
承人，对古版、古年画进行登记，
举办年画节等。除了政府的努力，
一些个人也在年画保护上尽自己
的一份力。

季乃仓从事木版年画研究20

余年，就职于潍坊市杨家埠木版
年画研究所。目前他正在着手创
作《画乡杨家埠风情图卷》。60多
米的长卷共由古老的村庄、红火
的画店、热闹的年集、欢喜过大
年、风筝的春天五部分组成。

他说，随着时代变迁，年画市
场越来越萎缩。如何使杨家埠年
画不从手中失传，给后人留下比
较直观的资料，他想到了用年画
的形式表现年画，通过重现杨家
埠木版年画发展繁荣时期的场
面，把杨家埠的木版年画的工艺
流程和本地民风民俗相结合，对
杨家埠几百年的历史，用画笔来
进行一番回顾和表现。

“再不去保护，下去一两代
人，可能连年画怎么制作的都不
知道。”他说。

记者了解到，长卷巨制创作
始于2006年，目前，经历多稿，
图卷雏形已现，预计于明年上半
年完成。图卷完成后，他就要将
图卷刻成木版。不过对此他还有
个担忧，就是资金问题。他说，
现在当地刻版人才有限，很难独
立完成这副图卷，他知晓扬州有
一个较大的刻版团队后，曾去咨
询，得知刻一块版2万元，初步
计算，全部刻完就得150万元，资
金量实在是太大，凭个人之力实
在难以承担。

谈到年画画版保护，谭家正
认为，老画版依靠一代传一代的
这种传承的方式来保护，是比较
可靠的办法。再者，一些个人觉
得保存条件有限，可以将画版无
偿捐献给国家。此外，缺乏资金的
也可以有偿卖给博物馆、大专院
校图书馆等机构，此举也能有效
防止画版流失。

价格翻数番

年画画版渐成“香饽饽”
现在的年画画版已

经不单纯是印刷的工具
了，很多收藏家开始将
目光转向年画画版的收
藏。探其原因，是因为
现在刻版的人才越来越
少，导致其水涨船高。
为了保护年画画版，一
些传承人、研究学者也
开始采取措施。

杨杨乃乃东东与与他他收收藏藏的的画画版版。。

谭家正。

季乃仓展示正在创作的《画乡杨家埠风情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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