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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润 的 年 画丰 润 的 年 画
□ 王家惠

滦南县地处沿海，

尽管建县时间较晚，但

经考古发现，域内历史

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

这 里 就 有 人 类 劳 作 生

息。特别是到了商代以

后，人们在此活动的迹

象更为明显，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域内多处

发现商代文化遗址，将

滦南县的历史进程推到

了三千多年以前。

据《滦南县文物古

迹寻踪》一书记载，在滦

南县境内已发现 8 处商

代文化遗址，其中的胡

各庄镇东庄店村文化遗

址 ，出 土 文 物 数 量 较

多。此地位于县城南部

12.5 公里处的长柏公路

西 侧 ，出 土 面 积 28750

平 方 米 。 1981 年 县 文

化馆和省文物研究所，

曾经联合对该遗址进行

了发掘考查。

这 个 遗 址 分 4 个

层面，第一层为商代晚

期文化层，厚约 0.2 米，

在发掘时，出土了一些

商周时期绳纹大鬲足、

大口瓮、小口罐等生活

日 用 品 。 第 二 层 为 游

土 层 ，厚 约 0.2 米 ～

0.75 米 ，呈 黑 灰 色 ，里

面 发 现 了 大 量 灰 烬 与

红烧土渣和少量陶片、

残 缺 石 器 。 第 三 层 为

灰 黄 土 ，厚 约 0.2 米 ～

1.05 米 ，质 较 硬 ，出 土

了 一 些 陶 片 、残 石 器 、

骨器、青铜碎粒。第四

层厚约 0.2 米～0.9 米 ，

为灰褐土层，里面含有

红烧土、木炭屑及少量

的 陶 器 碎 片 。 经 专 家

分析，这些陶器的质料、形制及纹饰，均为商

代早期产品，其特点多为夹砂红陶和灰褐陶，

里胎红厚，外表细腻光滑，这种物品在考古界

较为少见。此外，还有少量的掺杂云母碎屑

的 陶 片 ，表 面 有 非 常 明 显 的 磨 光 加 工 痕 迹 。

上面的纹饰主要有细绳纹（有的细纹如线）、

加划纹，以及少量的刻画纹，附加堆纹、弦纹、

篮纹、方格纹和坑点纹。这些堆纹中又分为

锁 链 状 堆 纹 、箍 条 状 堆 纹 和 圆 饼 状 堆 纹 三

种。那些出土成形的器物里面，有敛口瓮、敞

口盆和罐形鼎，其顶端呈卷沿细绳纹，小口高

领，肚腹较大，腹部饰几道箍条状堆纹。在器

物 的 旁 边 ，还 有 一 些 纺 轮 、豆 类 、网 坠 、石 器

等。石器的横断面均呈椭圆形，里面有石刀

5 件、石凿 1 件、砺石 1 件、网坠 1 件。这些出

土 的 石 器 全 部 磨 制 。 除 常 见 的 斧 、镰 、铲 以

外，还有扁平形状的肩石铲、双孔石刀。此外

还有几颗碎铜粒。从陶器质料和某些器物如

双耳瓮、折腹尊、敞口盆以及一些石器（如双

孔刀）的形制风格看，与唐山大城山、昌平雪

山、邯郸涧沟、磁县下潘汪等龙山文化出土的

器物形状很是相近。是冀东地区商代古文化

遗址中的早期类型，在时间上可能与山东龙

山文化的晚期相接近。山东龙山文化年代下

限较迟，据碳 14 测定为公元前 2405 年～1810

年 ，下 限 迟 于 河 南 龙 山 文 化（为 公 元 前 2390

年 左 右），与 早 期 商 年 代（公 元 前 1900～1600

年）不相上下。

从这些出土的石铲、石刀、石凿、骨刀和生

活遗址看，可以知道当时我们先人的生活方式

以原始农业为主。在耕作方面的农具，已从过

去使用打制的粗糙石器，改进为以磨制为主的

较精石器。在生活用具中的骨针、骨梭、麋鹿

角，也是这种情况。

除此之外，在县城附近的东八户村也出土

了大量的陶制、石制网坠；西张士坎遗址出土了

两块带有角根的野牛头骨。从这里可以看出，

当时人们的谋生方式，除了经营农业生产外，还

兼营打鱼狩猎。

制陶是当时一种新兴的手工业。从发掘

出来带有明显烟熏状的陶器鬲、鼎底部来看，

说明此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使用陶器储存液

体水与烧煮食物的技术，显示出从原始的生食

谷物、兽肉，过渡到熟食的过程。这些，对于人

类生命的延长，都起了一个相当大的作用。所

以说，陶器的产生与制作，也是人类向自然界

斗争中的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创造。当时制陶

业主要是有经验的妇女来参与，这些活计的劳

动程度相对较轻，并且必须心灵手巧，比如那

些诸如鼎、釜、罐、钵、碗、盆、盘、杯等饮食器

皿上，都留下了非常精细的花纹与图案，倘若

没有具备一定耐心与技术的妇女们，绝难胜任

这项工作。当然，那些整天在生产第一线从事

农耕和狩猎的男人们，有的也从事这项工作，

但毕竟还是少数。

与制陶业媲美的还有，就是这个时期域内

的人类又发明和掌握了纺织和缝纫技术。妇女

们剥取野麻纤维，用陶制或石制的纺轮捻成细

线，织成布。东庄店遗址出土了一只麋鹿角，呈

“V”字形（和陕西华县 1958年出土的一女性墓中

的纺轮和“V”字形鹿角十分相似），经专家鉴定，

这些石制或陶制纺轮以及麋鹿角，除了用以纺线

和捯线外，很难发现它们还有什么其他用处。当

然，那些骨针、骨锥和骨梭，也是用于缝制兽皮与

麻布，使人们从原始的赤身裸体活动，进展到捡

一些杂草树叶遮身，又进展到了穿上缝制的麻布

和兽皮作为衣服。这样，在从事各种社会活动、

劳动生产和参与战争时，就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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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浩
洪

现在，每逢春节过年，都会想起当年家

里墙上粘贴的年画。

那时，家里居住条件不好，屋里除了日

常用的箱笼柜橱，基本上没有什么妆点住所

环境的东西。平时，也不觉得有什么。只是

逢年过节，看到条件好的人家，把家里装饰

得 喜 气 洋 洋 ，多 姿 多 彩 ，心 里 就 异 常 地 失

落。不知是哪一年，父亲买了一张画回家。

对我们说是年画，专门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张

贴的。说完后，他让母亲用白面打了一点糨

糊。自己拿了一只筷子，蘸上糨糊，在年画

的背面四个角和中间的地方，都抹上糨糊。

做完这些，父亲用手捏住年画，跪在炕上，面

对与门相对的墙，嘱咐我们看好方位，就开

始贴年画。贴完后，他闪了闪身，问我们贴

的正不正，好看不好看。由于以前没看过也

不知道年画，所以，今天看到家里也贴了年

画，就认为是最好的。看见父亲问，就连连

答应“好看，太好看了！”

这是一张穿着红兜兜、头上扎着一根朝

天辫的小男孩，怀抱着一条摇尾瞪眼、金鳞

红须、活蹦乱跳的大鲤鱼。看上去非常地喜

庆，也非常地诱人。当时就想，过年爸爸妈

妈也能买上这样一条大鲤鱼，做熟摆到饭桌

上，大吃一顿，那有多好！想归想，心里也知

道，这是不可能的。家里六口人，只有父亲

一个人上班，工资又低，一家人勉强糊口就

不错了。哪里还有钱去买这样一条大鲤鱼

呢！不过，虽然吃不上大鲤鱼，但有这张大

鲤鱼的年画，也确实给家里增添了过年的喜

庆气氛。这是往年所不曾有过的。

从那一年后，家里就开始每到过年就买

上一张年画，贴在家里的墙上。虽然每次买

的年画都不相同，但所表达的意思都与过年

相关，都是很喜庆的画面。尽管家里人都喜

欢年画，但限于经济条件，母亲从来不让父亲

多买，只买一张即可，意思到了就行。谁知，

这样的规矩，被父亲打破了，并因此引发了一

场很紧张的家庭风波。记得那是我上小学二

年级的时候。还有几天快过年了，母亲给父

亲钱，让他上街置办点年货回来。谁知左等

右等，也不见父亲回来。眼见要吃中午饭了，

母亲很着急。这时，父亲迈着四方步，慢悠悠

地回了家。见到父亲，母亲忙问，年货买了没

有？父亲一愣，没有马上回答。等了一会儿，

他才慢吞吞地回了句“没买！”“那你买了啥？”

母亲提高了声音。“买了几张年画。”“啥？让

你买年货，咋买了这么多年画？！”“我看着喜

欢，就买了。”“你把钱都买年画了，这年还过

不过了？”“咋不过呢？省着点呗。”“你呀你

呀！”说着说着，母亲的火气一下子就升腾

了。她一把抢过父亲手中的年画就要撕。结

果，想了想，自己“唉”了一声，又把画扔给了

父亲。几天里，母亲都不再搭理父亲。一家

人因为这件事，年也没有过得如往年一样。

长大了，知道了年画是中国画的一种。

它始于古代的门神画，清光绪年间，正式称

为年画，是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农村人喜闻乐

见的艺术形式。大都用于新年时张贴，装饰

环境，含有祝福新年吉祥喜庆之意，故而得

名。父亲当年所买的年画，大都出自天津杨

柳青。据说，杨柳青被称为年画之乡。

岁月沧桑，时代变迁。年画好像也与时

俱进，渐渐在城市销声匿迹了。我曾经多次

寻觅，但始终未见。心下难免留下一丝遗

憾，一丝怅惘，一声叹息。

年 画 旧 忆
□彭福臣

二十多年前，天津一家报纸的记者给我

来信，说据他了解，天津杨柳青年画的创始人

是在丰润学的画，问我能否搜寻一下这方面

的材料。记得当时给他回了信，说我对此一

无所知，需要一些时间调查采访。

对于年画我并不陌生，小时候过春节，家

里每每会买几张年画贴在墙上，大胖娃娃、西

厢记之类，我对这些没有兴趣，唯独对于一幅

绘有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年画情有独钟，闲时

便对了画看，一个一个地辨认那些人物，印象

最深的是它把鼓上蚤时迁画在了“替天行道”

大旗的旗杆之上，颇为有趣。我至今还能说

出许多水浒人物的姓名和绰号，就有这幅画

的功劳。这些画都是天津杨柳青年画。当年

天津杨柳青年画声名藉藉，国人皆知，若是它

的创始人在丰润学画，那么丰润就是杨柳青

年画的源头，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我 首 先 便 想 到 了 丰 润 的 画 坊 。 清 代 ，

丰 润 画 业 繁 盛 ，丰 润 城 内 画 坊 林 立 。 进 入

民国初期，画业已呈严重凋零之势，但丰润

城 内 尚 有 画 坊 三 十 多 家 ，可 以 想 象 鼎 盛 时

期会是一种什么局面。这些画坊产品可分

三 大 类 ：一 类 是 复 制 古 画 ，今 天 叫 作“ 做 假

画 ”。 当 时 国 内 有 两 个 地 方 搞 这 个 东 西 最

有 名 ，一 个 是 南 方 的 苏 州 ，所 产 作 品 叫 作

“ 苏 州 片 ”；另 一 个 就 是 丰 润 ，产 品 称 为“ 丰

润片”，当年北京琉璃厂就有专门鉴定丰润

片 的 专 家 。 还 有 一 类 是 画 扇 ，丰 润 的 画 扇

稳 占 中 国 半 壁 江 山 ，北 方 所 用 扇 子 多 为 丰

润 扇 ，清 宫 中 所 用 也 以 丰 润 扇 为 大 宗 。 还

有就是春宫图了。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

中，这是唯一的性教材，当年富贵人家女儿

出嫁，往往在陪嫁箱底压上一册，丰润所产

者 为 当 时 国 内 高 端 产 品 。《清 朝 野 史 大 观》

曾 收 录 一 则 记 载 ，说 当 年 同 治 皇 帝 所 看 之

春宫图就是丰润所产。

可 是 这 三 种 产 品 都 离 年 画 甚 远 ，若 说

在丰润学了几年画扇，就能创出一派年画，

不 大 可 能 。 他 所 学 的 必 是 年 画 无 疑 ，然 而

我 却 从 未 听 闻 丰 润 出 过 年 画 。 后 来 ，我 曾

收 藏 一 幅 刘 华 源 老 人 的 画 ，他 是 旧 日 丰 润

画坊硕果仅存的老人，所作是八仙祝寿图，

大 大 的 一 个 寿 字 ，不 是 写 的 ，是 画 出 来 的 ，

勾 勒 敷 彩 与 画 无 异 ，字 的 中 间 画 着 八 仙 祝

寿，绝无文人画色彩，而具有浓郁的民间气

息 。 我 想 ，也 许 这 位 刘 老 先 生 就 是 画 年 画

的吧，当年本想去拜访老先生，可是因事耽

误 了 。 这 一 耽 误 就 是 二 十 多 年 ，至 今 引 为

憾事。

十年前，我翻阅一本《河北省丰润县事

情》，这是日伪时期丰润伪政权编辑的丰润

情况总汇，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者侵华战争

服务的情报资料，铅印于 1940 年，各方面的

记 载 都 很 详 细 。 在 其 中《工 业》一 栏 记 载 ：

“ 至 于 民 间 手 工 业 ，以 年 画 、制 面 、苇 席 、冬

菜、土布、爆竹等为大宗。”年画居然占民间

手工业之首。而年画的产量，据该书记载，

竟达年产 7000 包，每包 350 斤，算下来合 120

多吨，这一斤中不知包含多少幅画。当时都

是手工刷印，能够达到如此规模，绝非一两

家画坊所能为，这种规模使我震惊。有朋友

告诉我，年画的生产主要集中于丰润南部，

与宝坻接壤的一带村庄。该书所反映的主

要 是 1937 年 左 右 的 情 况 ，在 1937 年 左 右 尚

具如此规模的产业，为什么突然就消失了？

而 且 消 失 得 如 此 彻 底 ，一 点 痕 迹 也 没 有 留

下 ，以 致 我 都 没 听 说 过 ，平 时 也 没 人 提 起 。

后来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年画彻底消失，是

因为当年日本侵略者把全部从业人员都抓

了劳工，送到东北或者日本，绝大部分没有

回来。可是我亦疑惑，纵使抓劳工，会抓得

如此彻底，连一个人也没有留下吗？

如果能够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最好能

够 接 续 下 来 ，恢 复 生 产 ，无 疑 是 一 大 好 事 。

可是这并非我的主业，我亦无心于此，这件

事就一直搁置下来。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对

刘国峰先生讲了，刘国峰可称丰润奇人，现

为县政府的普通工作人员，在文化方面并没

有一官半职，但对于丰润文化尤其是丰润传

统文化却有着极大的热情，策划、推动了许

多文化大事，而且不计名利，甘于寂寞。他

听 说 后 当 即 表 示 一 定 要 搞 出 一 点 头 绪 来 。

他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到处走访、调查、寻找

资料，甚至跑到国家图书馆去寻找资料，居

然把丰润年画的渊源基本搞清了。丰润年

画起于元代，兴盛于明清，清乾隆以后至民

国时期是它的鼎盛期。当时丰润境内专事

年画生产的画坊达到 320 余家，产品销往东

三省和内蒙古、北京、天津地区，当时东三省

和内蒙古所用年画都是丰润所产。有的还

漂洋过海，传播到日本和朝鲜，丰润成为当

时中国年画产量最大的地区。丰润年画大

部分是雕版印制，但是开脸儿部位等尚需补

笔，画坊人手不够，就把这个工作分给附近

村 庄 的

村 妇 们

去做，从而

形 成 当 时

许多村庄家家笔

墨 、户 户 丹 青 的

局面。由于丰润便利

的交通条件，这里也成为当

时中国重要的年画集散地，

许多地区的年画都到这里推销、批发。由这

些材料可以推断，丰润年画的消失并非在日

伪时期，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原因大体

有两个：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智大开，像

门神、财神、灶神这些东西基本无人问津，而

这些东西历来是丰润年画的大宗，丰润年画

受到冲击是理所当然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机

制年画的强势崛起，手工刷印的丰润年画根

本没有招架之力。因此丰润年画的衰亡就成

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虽是必然，但想起来仍

然难免扼腕叹息。

2023年12月27日至2024年1月7日，丰润区

举办了“体验非遗文化 传承匠心精神——2024

丰润区元旦美食节”，在这次活动中展出了两幅

年画作品，不是印刷品，而是手绘画稿。刘

国峰高兴地向我介绍，我亦十分惊讶，真没

有想到这样快就能搞出作品来，而且搞得非

常精到，据我这个外行看来，当年的丰润年

画顶级产品，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刘国峰介

绍 ，作 者 是 一 位 女 画 家 ，叫 王 静 梅 ，今 年 45

岁，小学教师。她的家庭是丰润年画世家，

由她往上数祖孙几代都是丰润最大画坊绘

素斋的画师，她的父亲也是年画画师。她自

幼 便 喜 欢 年 画 ，随 便 勾 勒 几 笔 ，便 惟 妙 惟

肖。稍长之后，在父亲的指导下，心摹手追，

矻矻穷年，久历寒暑，终于登其堂奥，窥其精

髓 ，现 在 拿 出 了 她 的 作 品 ，果 真 不 同 凡 响 。

我细看她的画作，无论线条之流畅，敷彩之

自然，姿态之生动，开脸儿之传神，都确实达

到了很高的境界。而且她不仅会画稿，还会

雕版，会刷印，是全套的手艺。正所谓“众里

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我心中不禁一阵狂喜。丰润自古多奇

才，看了王静梅的画，使我愈加相信丰润这

块被文学艺术浸透的古老土地，仍然涵育着

无限生机。

虽然至今对于天津杨柳青年画的创始

人何年在丰润学画，在哪个画坊学画，仍然

不清楚，但却出乎意料地搞清楚了丰润年画

的来龙去脉，更让人兴奋的是找到了丰润年

画的嫡脉传承人。既然王静梅已经把年画

画了出来，那就应该先做起来再说。作为年

画，画稿是关键，有了画稿，其他如雕版刷印

之类就好说一些。如果在王静梅画作的基

础之上，搞一个不必很大的作坊——现在流

行叫作工作室了，搞一些手工刷印的年画，

把丰润年画的命脉接续起来，传承下去，相

信对于丰润文化传统的恢复，对于眼下的文

化旅游事业，会是一个很好的推动。王静梅

以一人之力，将一个已经消失的古老艺术形

式恢复起来，厥功甚伟。想及此，便不由自

主要向王静梅女士致敬。当然，更不能忘记

刘国峰。若没有他的努力，丰润年画恐怕就

真的永远消失了。

久违的丰润年画，我为你的重生欢呼。

（图片均为王静梅作品，由本文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