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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木板年画传承与创新》

内容概要

“有钱没钱，买画过年。”潍坊年画生于农村，长于土地，它传达着农民质朴淳厚的审美趣味，也寄
寓着农家祈福纳祥的生活愿望。每一幅年华都讲述着一个故事，每一幅年画都寄托着一个心愿。它是
艺术，也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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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介绍得稍微详细些，但一涉及观点就直接引用别的作品。／全部看完，感觉介绍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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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潍坊年画很出名吗？潍县年画和天津杨柳青和苏州桃花坞是中国三大年画。#都没听说过。这是很
正常的。我也是刚知道。#那就是不出名了。现在的人你说油画可能知道，年画就不知道的。年画属
于版画的一种，版画为什么出现，因为印刷的出现。为什么要发明印刷，因为需要批量生产，就需要
印刷。现在没有一个人不认识打印机了，想要什么东西就打印出来，文字可以图像也可以。以前没有
打印机和印刷机，只能刻版印刷。最常用的当然是木板。但是现在你用木板印东西，太麻烦了，刻个
木头要多久啊，还刻不好，买个打印机想怎么都行。所以版画也就没落了。#那为什么还要说年画？
每个人都喜欢收集。有些人喜欢收集年画，但光收集纸片还不够，要把木版也收集了才行。纸片可能
会掉色或者破损，收集木版就更完善一点。收集了很多以后，就出版成书。一是回本，收集很费钱的
，二是记录下来，因为原版木版如果被毁掉或者烧掉（六七十年代经常有这种事）就没了，出版下来
还能找回来，三是推广，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收集归收集，好不好看？这就是主观审美情趣差异
了。版画你也知道的，色彩单调，线条简单。但这个没有办法，你要印一大块黑容易，要头发丝的黑
就难了。而且一种色彩就需要做一块色版印一遍，每多一种色彩产量就至少下降十分之一，所以色彩
又不能多，也就几种颜色。现在的打印能有多少种颜色，至少二百五十六，这根本没法比。但单调也
是它的特色，你受到限制，你自然会在限制的范围内想尽办法，所以它的线条和色彩都是经过千锤百
炼的。这就是为什么还是有人喜欢，而且需要收集，因为可以从中学习到某些艺术技巧。#做版画很
难吗？版画就无非几个步骤，小学生都会。拿一块木头，刻点东西出来，然后拿张纸，把木涂上颜色
，印到纸上。说到这点，油画就更简单了，挤点颜料，拿张笔，蘸上料，刷刷刷地画就行了。但这个
不能叫会画画吧。正因为难，就没什么干，越没人干，就越凋零，然后就灭亡了。#油画不见得有消
失啊？油画至少丰富啊，还有其它画种，都很丰富。版画在哪都不吃香了。版画系就是学技巧，现在
没人会去刻版制版了，画好打印不就行了。不过版画也可以很丰富，甚至可以比印刷的还厉害，木版
水印就是一种，不过那要求很高更难，一般人还做不了。除非是往那个方向走，不然普通的版画肯定
斗不过印刷。#不见得吧。除非是一个没有电的地方，你拿木头能赢打印机。不过现在打印机都能用
电池了，这你就打不过了吧。#现在有了打印机，也没人贴年画啊。年画都是谁在用啊，都是农民，
城市人不兴这东西，顶多就是贴个福字。家里贴海报的就有，一大堆明星海报。#也有挂国画或者书
法的啊。有啊，所以这就是年画的阶级性。年画不登大雅之堂，只是农民阶级的东西，不像国画那样
，那是文人画，搞艺术的王族和官员等上级阶层，就只画国画和写书法，看不起这些年画。在题材上
，国画也是一些高雅为主的东西，而年画则是一些喜庆意头为主的东西。#那为什么就不升级呢？不
需要啊，这些东西农民就喜欢。农民挂一个大娃娃，或者挂一条大鲤鱼，或者贴一些宗教像，一看就
明白，你让它们家里贴个桂林山水或者大红牡丹，连你都会觉得格格不入，还不如贴个金元宝实在。
城里人不是不喜欢钱，贪官都不会这么贴，这就是城里人城府深的表现。虽说文人不掺和年画生产，
但年画生产商却不同，年画里借鉴了许多国画等其它艺术的精华，比如人像的画法，怎么才画得更漂
亮，以及一些宗教画里的形象，反正不管侵不侵权，只要有销路，就不怕抄。#就没人管吗？谁管，
那时候又没有法律保护，你能印，别人也能印，比的就是谁的更漂亮一点。通常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价
格战，然后导致所有人都水平下降，然后这种艺术就自动消失了。不过潍坊年画并没有，那时候各家
都各有题材和销路，互相不冲突不侵蚀，这样大家都有饭吃，年华啊行销全国各地。#后来为什么就
不行了？一个是工业化和现代印刷技术起来了，印个报纸都是大机器隆隆隆地在刷，二是清末至新中
国之间几十年时间里国内动荡，艺术不可能有发展，人才一段层，就不可能恢复的了。当然现在也有
，国家也在努力保护各种民间艺术，但都是小打小闹了，年画也就是像其它民间艺术一样濒临绝种。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年画传承人，和几个儿子一起做潍县年画的救治和复兴工作，挖掘和收集古物，重
新做年画，开画馆，出书，能救多少救多少。我们也很庆幸有人在做这些工作，因为无利可图，纯粹
是兴趣和责任感了。#如果我想收集和继续研究年画呢？这本书可以作为概论吧，作为画册远远不足
。画册也有，不过都很贵，如果嫌贵就上网看看图吧，免费但凌乱。继续研究就和研究版画一样，用
版画那一套就行。#三大年画哪个更强？三个都强，各有特色。天津杨柳青近北京，受首都影响大，
画面更精细。苏州桃花坞，经济发达，艺术成熟，画幅更大。山东潍县，农村地方，粗犷夸张。有兴
趣的可以找另外两个地方的来看。#年画有哪些学习的地方？现在过年无论城乡都还会贴年画，不过
都是机器印刷品了，其中的一些形象例如童子财仙等等都是参照从前年画来做的，只是色彩更丰富多
彩一点。壁画现在也没人在画了，不过古代壁画还有人在研究，就是采用里面的东西，例如线条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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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等等。还是看个人喜欢吧，反正形式是死的，内容是活的，你想用年画来画现代题材也是可以的
，任君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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