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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滑县木版年画的第一部专著。
书中对滑县木版年画的历史渊源、艺人队伍、艺术特色、文化内涵、珍贵价值、制作工艺等作了详尽
的分析与介绍，同时收入年画图片100余幅。
图片所展示的许多作品都是初次面世，且为古版年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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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庆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滑县木版年画研究会会长，滑县文化局（
旅游文物局、新闻出版局）原局长，现任中共滑县县委老干部局局长。
曾出版《滑县民间故事集成》、《滑县民问歌谣．谚语集成》、《滑县饮食文化》、《滑县民俗文化
》，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
其中《滑县民间歌谣·谚语集成》、《滑县民间故事集成》分别获得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
、三等奖，《滑县民俗文化》获得安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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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草莽觅踪　　滑县木版年画，一个古老而崭新的木版年画品种。
它深藏民间数百年鲜为人知，2006年被发现后才一鸣惊人，从而引起了众多媒体、专家学者和收藏爱
好者的广泛关注。
然而，滑县木版年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年画品种？
它的历史渊源是怎样的？
它的制作工艺是怎样的？
它有哪些品类？
它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它有何价值？
它与其他早已名扬全国的年画品种有何不同之处？
所有这些，至今统统还是待解的谜。
这些谜吸引着人们，也困惑着人们。
很多人想了解它，想研究它，想弄懂它，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
本书以作者长期的艰辛与努力所取得的调查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试图给读者一个关于滑县木版年画
的完整而正确的概念。
　　一、惊奇的发现与详细的调查　　（一）　　2006年初夏，慈周寨乡一个叫韩建峰的农民经本乡
党委书记刘向东引见到我办公室，拿了一捆没有涂色的木版年画，还从一个破编织袋里掏出两块木版
年画老画板。
韩建峰把那捆木版年画放在地板上，一张一张地展开来给我介绍。
韩说这是他们村里的东西，他们村的木版年画起源于明清时期，解放前产销量很大，远销河北、山西
、山东等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逐渐衰落，现在已经失传了，不知这些东西有没有价值？
韩还说最近外地常有人来村里收购。
　　我听后觉得很奇怪。
既然这些东西有这么悠久的历史而且影响那么大，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
然而，待我仔细审视这些古版年画的内容之后便不难发现谜底了，原来，这些木版年画画的几乎全是
头上罩着光环的神像、族谱、八仙等等。
这样的内容，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被视为封建迷信、“四旧”。
虽然过去这些神像、族谱在民间广为流行，家家张贴供奉，但始终是悄悄的。
当然，制作这些木版年画的家庭作坊也都是“地下作坊”。
除了一些经营多年的木版年画批发商之外，谁也不可能打听到那些木版年画究竟是哪里制作的。
像我这样建国后出生的滑县人当然不可能知道内情了。
我对木版年画知之不多，但我早就知道杨柳青年画和朱仙镇年画都是很有价值的艺术品。
所以，我看了之后觉得也许这些破旧东西应该属于文化遗产。
天津杨柳青年画和朱仙镇年画都已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这里有着这么古老的东
西居然还“藏在深山人未识”，岂不是太遗憾了。
但是，它究竟有没有价值，这要专家说了算。
于是，我想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冯骥才先生。
　　与冯先生电话预约非常顺利。
我给他说我有老木版年画给他看。
他问是老版的还是新版的？
我说是老版的。
他听说滑县有老木版年画感到很惊奇，就爽快地答应我一周后见面。
这使我感到意外的高兴。
冯骥才先生是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画家，此外还
有很多头衔。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滑县木版年画>>

这么大的名人竞被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轻而易举地预约了？
　　7月24日下午，我带着慈周寨乡乡长马凯和农民韩建峰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如约拜见
了冯骥才先生。
简短的寒暄之后，我把一卷木版年画摆在冯先生面前的地板上，并为冯先生一一展开。
冯先生把十多幅年画一一审视后兴奋地说：“有价值，有特色。
”冯先生问滑县在哪个位置，又问离开封的朱仙镇有多远，又问我们的木版年画在历史上销量如何。
听过我们的介绍后，冯先生流露出好奇的神色，说：“想不到滑县离朱仙镇这么近，画的风格居然相
差这么大。
”　　冯先生当即表示要把滑县木版画收入他亲自主持编纂的中国木版年画丛书。
当我邀请冯先生到滑县指导时，冯先生爽快地答应说他要到滑县实地考察。
　　（二）　　四个月之后，也就是2006年11月25日至27日，郑州召开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经
验交流会暨河南省首批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命名表彰大会，冯骥才先生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应邀出席会议。
还是早在十天前，也就是11月15日中国文代会和中国作协代表大会闭幕之际，冯先生就在北京发手机
短信告诉我，说“我25日去郑州会访滑县”。
临近郑州会议召开之际，我和省民协夏挽群主席说起这件事，我们都估计冯先生可能会在会议的最后
一天利用参观殷墟的机会来滑县。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在25日上午刚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和河南省首批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命名表彰
大会，当天下午就急匆匆来滑县了。
　　我们既没有想到冯先生来滑县这么急切，更没有想到冯先生来滑县这么坚定，因为这一年的冬天
来得特别早，冷风搅着雨雪在中原大地上已经肆虐了三天，郑州在下，滑县也在下，而且丝毫没有停
止的迹象。
寒风凛冽，道路结冰。
郑州到滑县有150公里路程，这样的天气长途行车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然而，冯先生真的来了。
　　要考察的村子叫前二村。
尽管天气寒冷，但前二村这天却显得特别热闹，村里村外聚集了很多人。
我是去郑州接冯先生的。
我的车走在最前面，前二村进入我的视线时我就感受到这个偏僻的村子已经沸腾了。
前二村正在修街里的路，汽车只得停在村外三百多米的路口。
车没停稳我就先下了车，赶紧喊着慈周寨乡的领导为冯先生拿雨伞雨靴。
我问马凯乡长雨靴是多大号的，马乡长说是44码的。
没想到冯先生一听是44的，就说穿不上，他平常穿46码鞋。
这使我突然感到很窘迫，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街里的路都给翻起来了，现在是一滩泥一坑水的，不穿雨靴根本就没法进村。
冯先生看我为难又尴尬，就笑着说：“没事，你给我找两个塑料袋子就行了。
”这倒是个很好的补救办法。
我朝马乡长喊，马乡长说派人到村里找吧。
这时雨雪还在下着，冷风嗖嗖刮着，在车周围迎候的人有市政协副主席刘晓廷，县委书记刘国连，县
委常委、宣传部长刘平，县委常委、副县长古松等，还有拿着工具的记者们也都在往前凑，哪里还能
等得及回村里找塑料袋子？
正不知所措，忽见一个人抱了两双新雨靴，雨靴上都套着塑料袋子。
我灵机一动，立马把雨靴上面的塑料袋子捋了下来。
冯先生很从容地把两个塑料袋子套在脚上，从小车里钻了出来，他魁梧的身躯立在了中原乡间的田野
上。
　　冯骥才先生和迎接的人们打了招呼，向田野和村子望了望，顿时有些兴奋。
我和他的弟子们搀扶着他，为他撑着雨伞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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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接近村头他就停下来，举起手里的数码相机对着村边的民房和田野拍照。
中午一点钟我在郑州黄河迎宾馆刚见到他时，感到他精神状态不是太好，明显不如七月份我第一次见
他时的精神状态。
出了黄河迎宾馆之后我忽然想起伏天里我和他通电话时他说过“最近身体不太好”。
但从他在前二村村外从小轿车里钻出来的一刹那，他那种略显憔悴的面容就再也找不到了，全然不像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
他在我们的搀扶和簇拥下一脚泥、一脚水地艰难行进着，从麦田边，从水沟上，从小胡同里，扶着小
树，扶着断墙，深一脚浅一脚，每一脚都很艰难，每一脚都很坚定。
队伍排得很长，陪同的省民协夏挽群主席、市县领导刘晓廷、刘国连、刘平、古松等，和工作人员一
起，有的在前面领路，有的跟在后边，大家都只顾看路，没有太多的话说。
　　我们一边艰难地行走，冯先生一边风趣地对我们说：“那次去武强考察木版年画也是这样的天气
，也是这样的泥路。
”他身边的弟子们笑着说：“看来现在要想发现点儿文化遗产，就非得走点儿这样的路不可。
”　　在农民韩建峰的家里，冯先生看得非常仔细，既看画，又看老印版，最后还看了刷印过程。
他边看边问，还不时拿出相机亲自拍照，有的画反复看，看过一遍回头又看，足足看了两个小时。
如果不是郑州那边晚上有公务活动催着要走，冯先生肯定还要多看一阵。
　　冯先生对滑县木版年画的评价很高，高得出乎我的预料。
他对着各级领导和媒体兴致勃勃地发表了感受，从木版年画的内容到制作技艺到画的风格进行了全面
地分析，与杨柳青年画、桃花坞年画、特别是朱仙镇年画进行了对比，足足谈了七分钟。
他说：“滑县木版年画是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一个惊人发现。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历史冲刷，滑县还保存着这么丰厚的文化遗产，还有这么活态的印刷，这是罕见的
。
从内容到技艺、刻版、文画结合到手工活体印刷，整个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豫北地区重要的民间文
化发现。
”次日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大河报》、河南电视台、安阳电视台等媒体纷纷予以报道，滑县木版年
画一鸣惊人。
　　（二）　　从农民韩建峰第一次抱着年画和画板到我办公室算起，直到冯骥才先生莅临滑县的几
个月时间内，我一直以为在滑县只有韩建锋家里才有画版，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我除了韩建峰家
之外其他人家还有很多老画版。
但是，冯骥才先生来滑县之后，我感到既然滑县是一个重要的年画产地，那么这个年画产地到底有多
大范围，有多少户还藏有老画版，必须弄清楚。
否则，将会造成历史性的遗憾。
我作为文化局长，必须把滑县木版年画的全貌弄清楚，将来向社会公布的滑县木版年画一定要是滑县
木版年画的全貌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这是我的责任。
于是，我把视野迅速扩大到韩建峰家之外的其他农户、李方屯之外的其他村庄以至于滑县全境，采取
官方的、民间的等多种渠道去搜索。
果然，不久我就听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说是在前李方屯村，除了韩建峰家之外，还有很多人家
藏有大量老画版。
然而同时，我从很多渠道也听到了很多复杂的议论，村里有很多老艺人和一些家里存有老画版的人想
见到我，但是他们有顾虑。
这使我感觉到前李方屯村情况的复杂。
费尽周折之后，终于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在一位知情人的指引下，我找到了与前二村同属于一个自然
村的前一村的老支书，他在电话里把与韩建峰家仅一街之隔的前二村村民韩丙民介绍给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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