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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是一种平民艺术，是年俗的一部分，没有年俗就没有年画。我们讨论年画的前提，是谈年俗。我

希望人人都应该知道，年画是老祖先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离不开的生活方式。我给大家讲讲这里

面的故事。

六十岁以上的老先生们都会记得年画与年的事情。“一进腊月就是年”，从清代以来，年是从阴历十

二月就开始了。全世界唯有中国使用元旦来表示新年第一天，辛亥革命以后把公历一月第一天叫“新

年”，也叫“元旦”，其实是很可笑的，因为完全没有故事和内涵了。我们原来是要到农历正月初一，才

叫元旦的。很多年轻人在公历1月1日那天说“新年快乐”，我并没有什么触动。真的到了除夕夜、正月初

一，我却会不由自主地思考反省今年我所做的事。

“年”和“节”是两个概念

我们现在对“年”和“节”这两个概念模糊不清，一概称之为“节”，现在都说上“春晚”，没提我

们要“过年”。但是又很奇怪，几位靓丽的帅哥美女主持人又是向大家说：大家过年好！我们给大家拜年

啦！这时为什么不说“春节好”呢？

因为你血脉里面有个“年”的情结在流淌着，是跟西历无关的。

中国过年的年期是从腊月到正月十五，从喝腊八粥开始，人们就开始忙着扫尘、请香、祭灶、办年

货、封印、写春联……除夕这天，家家户户都要贴上春联、门神，地方官要在那天家家户户巡查，必要时

还要动用财政救济款给穷困人家贴好。到半夜放完鞭炮后，就要请神、祭祖、守岁，清晨小孩子们则拿着

本子去抄对联。“年”的氛围就是在这些活动中慢慢变得红火起来的。

年画是一本百科全书

我三岁开始就跟着大人去逛年画市场，后来，更是把一年零花钱都攥着去买喜欢的年画。年画里的神

像很多，农业文明的国家，粮食的生长离不开阳光、雨露、雷电等，所有一切都是大自然馈赠的。它跟西

方后来的一神教不同，它宁可信万神之能，也不信万能之神。有供奉土地的土地神，有粮仓上供奉的仓

神，有井台上供奉的龙王，有牲畜棚上供奉的牛王、马王，有祈福的福禄寿三星，有辟邪的钟馗，有管理

生活的灶王……对此我是有敬畏之心的。

在我的童年里，各种各样的年画合起来就是一本百科全书，既有神明、传说故事，又有人间生活万花

筒的色彩。你想看大上海吗？年画里就有刻外滩的景象，大洋楼、外国人牵着狗、老爷车。就像现在的年

轻人玩电脑一样，我们在年画里接收外界信息。

年画市场没有受到经济社会不利风气的影响，所有的年画里面，感情都是积极向上的，不宣扬追逐

名利、金钱的观念，而是教育孩子如何做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或是忠孝、仁爱、信

义、和平等等。我小时候第一次买年画就是二十四孝图，现在仍然历历在目。当然并不是要现在的孩子仍

然学习“赤膊”喂蚊子，“卧冰”求鲤子，而是要培养孩子孝敬父母的观念。这些就是年画背后的信仰

里，有关道德情操、人性高尚的故事。年画引导我们什么呢？天主宰着生死，地孕育着万物生长，人依赖

天地规律而生存，所有一切都是天地和祖先所赐，所以要学会感恩，感天谢地，敬拜祖先，天地人三方合

一是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如果没有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哪来国富民强，哪有国泰民安。这是五

千年农业文明的主题。

过年时不要什么都加“快乐”，是要“大吉”，中国年的前半时期是很严肃的主题，敬天祭祖，之

后才辞旧迎新，进入喜庆欢乐。

过年不仅仅是“狂欢”

很多媒体采访我的时候常会问，城市里过春节为什么就这么没有年味呢？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

没有丰富的内涵。只有把年的内涵讲清楚了，我们才能讨论年画。“年”是什么，是“驱邪禳福”，喜

庆、吉祥、平安、团圆、长寿、富贵……这些都是年的意蕴，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和期盼，而这建立

在敬拜天地、敬拜祖先的基础上。中国的农业文明是一个苦难民族写成的历史，每一年都有灾，每一年都

期盼着美好。农业文明所有的节日都有跟天地、祖先交流的环节，“感恩”之后才是“快乐”。比如，过

年为什么要舞狮子呢？为什么会有“点睛”这一步呢？狮子最后为什么要温驯地趴下来呢？不管再穷都要

想办法过个好年，这不是穷欢乐，而是期盼。“娱神”之后才是“娱人”。

很多年轻人不了解这层含义，所有节日都在“狂欢”，这是一种极度消费的象征。不是所有的节日

都是狂欢节，还有人世间悲欢离合的情感以及趋吉避凶的愿望。也并非要让人回到忆苦思甜的年，但是，

社会要引导现代的人把过年、年画以及其它的元素逐渐联系起来，适应它，再创新、改造它，适应时代的

变化。   

此文为作者在佛山市图书馆组织的专题讲座录音摘录。

作者简介：乌丙安，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申报世界

非遗评审委员会评委。

年画《老鼠娶亲》的无穷想象

我童年时过年，有时候起床，鞋却在柜子底下，大人们就会告诉我，那是老鼠娶亲拿去当

轿子用了。所以“老鼠嫁女”的年画特别能引起共鸣。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吹吹打打热热闹

闹，旁边却画有一只紧盯着的大狸猫，准备把这个结婚队伍全吃掉。

                                                                      ——乌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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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木版年画是佛山的一张文化名片

应该纳入政府文化发展规划之中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近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有人曾经用四句话来形容我国的非遗保护

工作，哪四句话呢？就是“起步很晚、发展很快、成绩很大、问题很多”。这些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可

谓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颇为声势浩大的文化事业。但是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尽管

经过我们的不断努力，我们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变，但从整体上看，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的生存状态并没有改善了多少。有些项目仍然处于濒危的边缘，如我们今天要研讨的佛山木版年

画。

据我不完全的了解，在我国诸多的木版年画中，佛山木板年画的生存状况是属于比较困难的，说处

于濒危并非危言耸听。为什么在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佛山地区，曾为中国四大木板年画之一的佛山木版

年画会如此衰落？这是值得深思和重视的。

有人对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比较悲观，认为时代发展了，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必然

要丧失掉，甚至认为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不过是把这些要死亡的东西的“死刑”改为“缓刑”。我没有这

样悲观，我相信只要我们真正地重视和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遗产保护下来，并融入

到现代的社会中去。须知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们民族、国家、未来都太重要了。它不仅仅是

历史的记忆，更是民族的血脉。不能想象，如果佛山没有陶瓷、没有木版年画、没有祖庙，她还会有那样

大的魅力吗？现在已经到了佛山木板年画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刻，此时此刻我们来到这里商讨对策，探究

使木版年画得到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不管结果如何，都必然会记载在佛山的文化史册上。

佛山木版年画面临的生存困境是由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一体化造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是

农耕文明的产物，今天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到今天，在

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这些年来我们为

非遗保护做了大量工作，但也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更何况这些

年来“重申报，轻保护”的情况普遍存在，许多保护措施并没有落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宣传上。要以

更大的力度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佛山木板年画，必须从三个层面上做好工作，才能解决问题。

第一个层面是政府的层面，我们国家的非遗保护是政府主导的，社会参与，国家主导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一大特色。保护佛山木版年画，政府也要从政策、资金、机制上发挥出主导的作用来。我们

已经有了《非遗法》，能不能在《非遗法》的框架下，制定具体的保护条列。每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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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嫁女”的民间传说是传统民俗文化中影响较大的题目之一，也是中国民间极具童话色彩的故

事，是中国儿童过年时期最美好的回忆。“老鼠嫁女”，亦称鼠娶亲、鼠纳妇、老鼠娶亲等，是在过年期

间（日子不一，初一、初三、初五等）举行的祀鼠活动，其版本情节不一、风俗不同。在江南一带认为老

鼠害人不吉利，所以要把它嫁出去，以确保来年平安吉祥。有些地方则认为老鼠是家神，方便老鼠嫁女就

是这种崇拜的具体行为。老鼠娶亲的吉日良辰，人们要放一些食物在床下、灶间，算是送给鼠的礼物，以

祈求来年五谷丰登。

囊括各种神像师祖、历史典故、小说传奇、仕女娃娃、戏曲人物、吉祥图案、花卉虫鸟、时样节景，

世俗生活无所不包的年画，根据此传说创作的《老鼠娶亲》会如何表现“老鼠娶亲”这个故事呢？

图片(一)说明：《楚南滩镇新刻老鼠娶亲全本》，滩头年画，李咸陆印制，传说鲁迅收藏的就是该年

画图样。一队尖腮细腿、活灵活现的老鼠从画的左边走来。队伍的前面，有打锣鼓开路的、有骑马的、有

举牌的、吹喇叭的，有些年画的牌子上写着“状元”、“及第”， 一如人间官老爷出巡的威严阵仗，警

示着闲杂人等速速回避。队伍的中间是一乘小轿子，里面坐着戴着凤冠的鼠新娘，由四只小鼠抬着走，新

郎边骑着马边含情脉脉地回视新娘的轿辇。送亲的老鼠前呼

后拥，吹吹打打，煞有介事，热闹得不亦乐乎。最让人注目

的是这条长长迎亲队伍的最前方，那只神态慵懒的猫横卧

着，庞大的身躯犹如一座大山，成为这支迎亲队伍前行的

“难题”。这支队伍也学会了人间的办法，煞费苦心地派出

两只老鼠抱着鸡、拎着鱼恭敬地向它行礼。大猫两眼发亮，

不知道是在打鸡和鱼的主意还是这支队伍的主意？年画寓意

深长，妙趣横生。

图片(二)说明：绵竹年画《老鼠嫁女》，陈兴才印

绘。一伙老鼠扛旗打伞，敲锣打鼓吹喇叭，抬着花轿迎亲。

正当鼠辈们大摇大摆招摇过市之时，等候已久的一头大花猫

已经迫不及待地扑上来享受美食。前面鸣锣开道的一对鼠兄

鼠弟，一只被猫咬在嘴上，另一只已被猫的利爪抓住。此

时，坐在花轿里的“新娘”自知末日来临，泪流满面。而队

伍的最后边，头戴清朝的官帽、手摇折扇的“新郎”，得意

洋洋地骑在癞蛤蟆背上，双目注视着面前的大金箱，显出一

副贪婪的样子，全然不知前面等待自己的悲惨命运。

可以说，《老鼠娶亲》是我国民间流传最广的节俗年

画之一，主要流行于河北、山东、湖南、江苏、四川、山

西、广东、福建等地。《老鼠嫁女》构图形式也多种多样，

一张名为《老鼠嫁女鞋当轿》年画中以一只大鞋代替花轿，

让“鼠新娘”头戴盖头红，羞涩地坐在偷来的“鞋”花轿

里，这一构思贴近老鼠的偷窃习性，使画面更加诙谐风趣。

这些不假修饰、朴素大方的年画，散发着浓郁的泥土芳香，

具有一种强烈的原始生命力。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中专

门描述了滩头年画《老鼠娶亲》，并将该画视为珍品收藏

着。年画是一种象征和标志，即便遮着风雪，老百姓暖色的

心事，也能被一览无余。《老鼠娶亲》年画就像一幅风俗

画，给人带来的是无穷的想像和隽永的回味，蕴藏着丰富而

又深刻的民俗风情内涵。

图片(一)

图片(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