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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版画作品和版画集，能留存至今的，已相当稀罕。
然而，在“闻” 与“见”中，起码还能感悟到民国版画的整体架构，也能感悟到时代、社会与生活的
不少哲理。
     在民国时期的艺术中，如以美术、摄影、音乐和舞蹈等艺术的“大类” 分，版画则属美术范畴。
如把“美术”细分的话，油画、雕塑、国画则为“ 正统”，版画好像始终排不上位置。
虽然它的地位不登大雅，但是它在美术领域中却占据着一个很特殊的地位，完全可以说它是一种“边
缘艺术”。
     如果要追溯这一“边缘艺术”老祖宗的话，又要回到中国。
关于这点，对版画艺术颇有研究的鲁迅、郑振铎和叶灵凤诸先生都有过一系列“考证” 式的权威结论
。
         鲁迅曾在《近代木刻选集(一)》的《小引》中说：    中国古人所发明，而现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风
水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他们就应用在枪炮和航海上，给本师吃了许多亏。
还有一件小公案，因为没有害，倒几乎忘却了。
那便是木刻。
    虽然还没有十分的确证，但欧洲的木刻，已经很有几个人都说是从中国学去的，其时是十四世纪，
即一三二O年顷。
那先驱者，大约是印着极粗的木版图画的纸牌；这类纸牌，我们至今在乡下还可看见。
然而这博徒的道具，却走进欧洲大陆，成了他们文明和利器的印刷术的祖师了。
     郑振铎在《中国版画史图录》的自序中说： 我国版画之兴，远在世界诸国之先。
欧洲之版画，为德荷二国所创，始施于博戏之纸牌上，并用以印刷圣经图像，时约在西历一千四百十
年左右( 当我国永乐初)。
日本之浮世绘版画则盛于江户时代(当我国万历至同治间) 。
独我国则于晚唐已见流行。
迄万历、崇祯之际而光芒万丈。
 叶灵凤曾在《欧洲木刻史序论》中说： 最早使用木刻为印刷工具的是我们中国。
我们最迟在公元七世纪与八世纪之间就已经发明了木板印刷术，用木板雕刻图像和文字来印刷。
这比起欧洲，要早了七八百年。
因此兴德在这部《木刻史序论》里，虽然特别声明他研究和范围只以欧洲十五世纪为限，但当他谈到
木刻传入欧洲的由来，以及木刻的起源，仍不能不提到我们中国。
     这些“权威”的结论，令今天的读者“自豪”，确实可在洋人面前耍一下“威风”：“这又是我们
发明的，我们是老祖宗!”其实，这个“老祖宗 ”当时已达欧洲近代版画的境界，而欧洲的版画还处
在“胚胎萌芽期”。
然而“老祖宗”一到欧洲，就使欧洲的版画变得更为青春倩丽、容光焕发，脱去了布衣，换上了华服
。
这一切变化，又令木刻版画“老祖宗”的故乡刮目相看了。
于是，便又有了木刻“回家”之说，“回家”之后也便有了“复兴 ”的发端。
而要讲到“发端”，就必须要与“老祖宗”续脉，否则也就没有了“底气”。
而担此大任者，就是郑振铎和鲁迅先生，毕其功者应该说是郑振铎先生。
随后，《中国版画史图录》、《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相继问世。
虽然当时的印数极少，但只要见到的人都会为它的富丽精工而大吃一惊。
有了这一“底气”，郑振铎先生则高举起这面“续脉”旗帜，鲁迅则举起了另外一面外国版画的大旗
，并以朝花社的名义，在中国首次出版了五本国外的木刻版画和黑白画集。
说得更准确些，那是鲁迅与郑振铎一起走在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最前列。
不过，也别忘了还有一个叶灵风，对于他，在以前是被完全忽略的，虽然他还未敢“挤进”这行列，
但他对木刻版画的在行，必然使他站在了这一运动的“边缘”，虽未“领头喊口号”，也是在摇旗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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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已经过去的六七十年历史，早已勾画出了这样一幅图画，猜想这幅图画是会越来越完整与清晰
的。
     重新回到“家”的木刻版画，无论从构图、刀法还是内容诸方面，都已换上了“新装”，特别是从
本质上改变了自己的面貌，原先是画者是一人，刻者是一人，印者又是另一人的版画刻制法已经因过
时而被淘汰，代之以画 者、刻者、印者统一于一人的创作法，被称之为“创作版画”。
这是从“匠意”一下子跨越到“创意”的阶段，可以说是个大飞跃。
由于这一飞跃，才使版画名正言顺地跻身于艺术行列，并在美术的范畴内，牢牢地占据了“边缘艺术
”之一席。
     然而，“老祖宗”曾经有过的荣耀，并非在“回家”之后一下子就能在续脉的同时有所“复兴”的
，用“老祖宗”的方法已经不能完成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任务。
正因为这样，在运动的“萌芽期”，几乎所有的“动作”都是在“重砌炉灶”，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
鲁迅先生请内山嘉吉授教的木刻讲习会。
而“炉灶”的样板图，就是各种介绍进国门的外国版画作品。
一旦有了图样，木刻青年便一窝蜂地“依样画葫芦”，初期作品的模仿痕迹十分浓重，这也是任何艺
术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途，是无法绕过的。
再加上绝大多数木刻作者的技艺实在太差，作品的质量也非常低。
作为“导师”的鲁迅先生，一再地从旁告诫青年们要尽快跨过这一时期，要有自己的个性，要有基本
功，要有“中国昧”，否则就会连“老祖宗”也会丢掉的。
话虽说得苦口婆心，但是身处政治与生活重重迫压之下的年轻人，哪有时间去考虑这些大问题?而首要
考虑的是把肚子填饱，把日子过下去，躲避那些险恶的不测⋯⋯这也便造成了“萌芽期”的艰难险阻
和可歌可泣!     如今，留存的民国时期版画作品或版画集，之所以珍贵，除了它是一种难得的“边缘艺
术”品种外，更多的是应从它画幅背后去体会腥风血雨和艰难困苦，去体会艺术参与生活的真正含义
。
同时，也能从中体会到版画的“ 艺术美”，有时甚至还能发现，参与性与艺术美居然能结合得如此完
美。
虽然，这样的作品在民国版画中不多，但它却充满着美好的理想和对未来的憧憬，达到了艺术的“最
高境界”。
很遗憾的是，鲁迅在世时这样的作品实在少得可怜。
     从留存至今的民国时期的版画集看，大体可以分成两流：其一是从外国 “引进”、重新翻印的版画
集，最早选印的应该是鲁迅以朝花社名义出版的《近代木刻选集(一)》；其二是中国本土版画作者所
创作的版画集，最值得一提的是广州现代版画会出版的《现代版画》和《木刻界》，其中尤以创作的
木刻藏书票为先河。
还有一个分支是介乎于这两者的，那就是木刻版画技法与论著的版本，除了极少几本达到了一定的水
准外，大多数趋于类同，缺乏新意。
但是，在这类书籍极其贫乏的时日，仍然十分“抢手”。
从现今能见到的书目资料看，这两流汇集的版本数量较大，主要是集中在1937年至19 45年间。
可见，在社会大变动中，版画艺术反而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确实有其规律可循。
这些版本有自费印刷出版的，有出版机构正规出版的，也有自刻、自印、自发的，印数一般都很少，
这也是造成留存至今的版本孤绝稀罕的真正原因。
    正因为少，所以更要凭借感悟去理解。
理解久了，也便会萌生要写这样一本书的愿望，现在书已经出版，它在为读者提供“感悟”路径的同
时，也在为笔者自己筑起了一座“感悟”的路标。
     愿这路标，一个个地排列下去，直至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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