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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仙镇木版年画历史悠久，是河南省剪纸刻绘非遗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现状，挖掘其背后的丰富传

统文化，拓宽销售渠道，扩大影响力等方式指出未来发展的方向，不仅对保护传承这一传统技艺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河南省其他

类型非遗项目的保护、开发利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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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及发展
  尹炳哲  卓义萍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一、朱仙镇木版年画历史溯源

开封市朱仙镇始建于战国时期，原名聚仙镇，具有悠久的

历史。历史上有名的信陵君窃符救赵故事的主人公朱亥就出生于

此。朱亥故乡之人感念他的英勇事迹，将聚仙镇改名为朱仙镇。

明清时期，朱仙镇因贾鲁河的开通而走向鼎盛，成为“南

船北车”的转运处和货物集散地，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并跻

身“中国四大名镇”之列。朱仙镇因运河的便利得到了发展

的机会，但同样因为运河，朱仙镇开始走向弱势。清雍正元年

（公元1723年），黄河决口于中牟十里店，顺贾鲁河南下，

漫溢朱仙镇，镇内房屋多被毁坏。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黄河

多次决口，贾鲁河也因年久失修，河床逐渐淤塞。道光二十三

年（公元1843年），黄河再次决口，贾鲁河完全淤塞，舟楫

不通。

20世纪初，平汉、陇海两条铁路相继建成，朱仙镇又失

去陆路交通优势，物美价廉的月份牌年画和石印年画夺去了木

版年画的大部分市场，再加上连年战争，经济萧条，人民购买

力低下，这诸多因素使朱仙镇木版年画失去了昔日的盛景，逐

渐走向衰败。

二、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传承现状

一般来说，朱仙镇木版年画有两种传承方式：一种是师

徒传承式。先找掌柜，再由掌柜指定给某个门神老师儿（门神

老师儿是朱仙镇年画行业对所有年画师傅的统称，简称老师

儿）。另一种是父子传承，叫“门里出身”。“门里出身”的

子弟自幼在作坊里耳濡目染，无形中就受到了影响，这种潜移

默化的熏陶对他们专业兴趣和技艺敏感性地培养具有非常大的

作用，因此有“门里出身，强似三分”“祖传匠人技艺高”的

说法。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朱仙镇木版年画的

衰落，以上两种传承方式都存在着难以为继的困境。

首先，师徒传承条件已不复存在，无法继续。朱仙镇年

画繁荣发展的年代，镇上各种规模的门店都有。一方面，门店

多，需要更多的从业者在，因此门店可以吸纳大量学徒。另一

方面，由于生意需要，掌柜对年画成品的要求比较高，此时期

无论是雕版、调色、印刷工艺都比较讲究，传统正宗的技术容

易传承并发展下去。然而，现在由于朱仙镇木版年画行业凋

敝，镇上年画一条街上仅有四五家年画店铺，该行业已经不需

要那么多从业者，故吸引力大大降低，师徒传承的传统基本上

中断。

其次，关于父子传承，“门里出身”。虽然，天成老店尹国

全师傅的两个孩子还在继续从事木版年画制作工作，朱仙镇周边

及开封市还有几家年画店是子承父业开的分店，但不难发现，目

前正在营业的年画店较少，真正有技术并且还在进行制作的年画

艺人的已经不多，仅凭这些人把这一传统技艺传授给下一代已经

不能形成庞大的传承人队伍。受当今时代社会文化，尤其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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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影响，年轻一代不愿继承祖业也不难理解。

从朱仙镇走访下来，我们发现，目前镇上年画店主都岁数

普遍偏大，基本上看到不年轻人。包括年画在内的任何一项传

统手艺，要想学习掌握，都需要长时间的学习，锻炼。

事实上，朱仙镇木版年画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那时起无论是国家还是省市各级政府

都给予其高度重视，从人力物力方面给予了多重支撑。

一方面，根据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这些年来，在朱仙

镇以及开封地区选拔了多位年画传承人，并给予传承人相应的

荣誉待遇及学习提升机会。在国家层面开展传承人选拔的同

时，河南省及各市级政府也认定了一批年画传承人。另一方

面，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省市层面，都相应的对传承人有各

种补助。这些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的程度上为年画的传承保存了 

火种。

但是，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传承人的选拔方面，目前也存

在着一些弊端。比如说受到经济利益的影响，一些本来不从事

年画创作的乡镇领导干部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也能获得传承人

的称号。一些高级别的退休领导，更是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

获得传承人的称号，实现名利双收。而那些连普通话都说不好

的老一辈年画师傅，他们本该有更大的平台完整展示这一传统

技艺，有更多的机会详细讲述年画江湖的兴衰故事，却被忽视

甚至埋没了。

三、朱仙镇木板年画的未来之路

进入新时代，为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提出

并强调“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习总

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对传

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此，近年国家出台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

战略的意见》等重要文件。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作

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及

普通大众关注。为进一步做好非遗保护工作，近两年国家又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等重要政策文件，我

国非遗保护发展进入新阶段。

之所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称谓，是因为某些传统技艺已

经不能适应当代中国广大消费者的需求，这些技艺面临被边缘化

甚至被淘汰的危险。保护、发展非遗文化，激活它们的生命力，

使之再次广泛融入当代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是关键。与其他非物质

文化遗产一样，朱仙镇的木版年画也存在着活态化发展的问题。

为解决此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做好传承人选拔工作

1.严格选拔制度

目前来看，朱仙镇已经选出几位传承人（郭泰运已经去

世），但是，如上文所说的，这些传承人是否都是实至名归，

他们是不是这个行业的中流砥柱，需要进行考察。为了避免出

现浑水摸鱼现象，今后在选拔传承人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实

行同行评测的方式。某位传承人是否有真功夫，真本事，评定

过程中需要现场展示实操技能。在选择评委时，也要考虑从这

个行业的从业者中选取。尽管国内各地区木版年画流派较多，

各个地区年画的制作流程及风格各不相同，但是作为行内人，

一些基本功还是相通的，所以评委也应该考虑从各地年画从业

者中选取。

2.实施退出机制

对于已有传承人，也该制定一定的考核规则。一直以来，

我们对专家的评定标准都是在一定时期内制作的代表作的数

量。年画行业不能如此，更应该重视他一段时间内制作普通产

品数量。毕竟，我们选择传承人是为了让这项技艺传承下去，

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年画的魅力。如果在这一考核过程中，发现

其不能胜任传承人称号，那么就要实行退出机制。

3.加强传承人教育工作

这里的教育工作，重点不是艺术素质的培养提升，而是

使命意识的增强。走访朱仙镇，我们看到，显存门店规模都不

大，无论是继承人选拔，还是年画销售都存在比较激烈的竞争

现象。不难发现，各店之间不够和谐。其实这是小农思想的表

现。为了推动朱仙镇年画复兴，改变这些人的意识迫在眉睫。

在选择培训内容时，应重点讲解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重视，使他们明白文化振兴，文化自信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引导教育他们要有一定的历史担当，要有各家联合起来做大做强 

年画产业的格局。当然，这样的培训应该是定期举行的。

（二）大力挖掘朱仙镇木板年画所蕴含的人文精神

1.和合精神

朱仙镇木版年画中有一幅“和合二仙”图，图中两个童子

相向而舞，一人手持荷花，一人双手捧盒子，面温目善，一副

和谐之像。“和合二仙”的原型来自民间故事，一对好兄弟张

胜和李和同时爱上仇玉儿，阴差阳错，李和先与仇玉儿成亲。

为了成全这两个人的婚姻，张胜去寺庙做了和尚，在得知张胜

是因为自己出家后，李和很快陷入了友情孝道思想斗争中。最

终李和也舍家离妻，来到同一寺庙出家。李和为表达自己的心

思，从荷塘中摘了一束荷叶与荷花双手举起来见张胜。张胜听

说李和摘花来见也双手捧一盒斋饭来迎。兄弟二人相见，自持

礼物会心地笑了。两人相见而舞，手舞足蹈，皆大欢喜。张胜

和李和的故事广泛流传，感动了一些文人与画家，他们的故事

被文人编纂成书，被画家绘成一对手舞足蹈的好友，成为民间

友情的榜样，并逐渐发展成为民间家庭和睦，兄弟友好，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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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和顺的偶像，慢慢地被民间崇拜为和合二仙。

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对和合二仙的崇拜，也反映出我国

人民崇尚和睦的精神。对于以家庭为单位的人来说，它代表着

兄弟友好，夫妻和顺，邻里和睦。从个人、家庭延伸到国家，

就是与邻为善，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文化文明交流互鉴，就

是创造文明新形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中国古语中

也有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说法，说得都是一个道理。海纳百

川，有容乃大，今天我们强调文化自信，更应该从各种物质文

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挖掘出适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东

西，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朱仙镇木版年画中类似于“和合

二仙”这样的作品理应得到重视。

2.创新精神

民间有“黄配紫难看死”的说法，但是朱仙镇年画上色

中却大量使用黄色与紫色，比如非常出名的镇宅钟馗年画，他

头戴黑帽，面呈紫色，眼白黄色，身披黄紫相间绿袍，眉毛、

胡须上都有着紫色，形象有力地塑造了一位怒发冲冠、杀气腾

腾、威武勇毅的驱邪镇宅大神形象。朱仙镇年画从业者这种大

胆打破常规，别出心裁的颜色使用最终创造出别有一番图像效

果的做法是我们先民富有创造精神的体现，值得我们包括艺术

创作从业者在内的众多人的学习。

（三）不断拓宽销售渠道，扩大年画影响力

根据我们的调研，目前朱仙镇年画一条街上的几家年画

店都有自己的销路。但是，我们调查发现，即便是为数不多的

几家店铺，他们的后人也并不都以经营年画为唯一谋生手段。

问题的关键在于，朱仙镇年画一条街上的销售规模，难以支撑

年轻一辈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上文提到的，为什么国家那么重

视，投入那么多人财物力，朱仙镇木版年画仍然存在着后继无

人的尴尬境界的原因。只有不断开拓销售渠道，扩大产品销

量，才是这项传统技艺能够传承下去的决定因素。为此，我觉

得我们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政府加大木版年画采购力度

加大政府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采购力度虽然属于治标不治

本的办法，但是它对于朱仙镇木版年画的长远发展有着现实的

意义。就如同政府部门每年投入大量精力帮助贫困地区农民销

售特产一样，可考虑给各级政府制定一定的任务指标，每年采

购一定数量的木版年画。虽然我们不可能像扶贫产品一样在本

省内甚至全国范围内搞展厅，但可以在扶贫产品展厅中装饰朱

仙镇木版年画，这样可以维持年画从业者的基本生活。当然，

年画一条街上的店铺，也应该适应时代的发展，改变年画包

装、粘贴形式，有意识地突出年画的欣赏、收藏价值。

2.拓宽网上销售渠道

进入二十一世纪，大量00后，01后成为了互联网原生居

民，他们更易接受新事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看到了这一

点，从业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利用网络销售传播非物质文化遗

产这几年正成为一种潮流。现在我们在淘宝上输入朱仙镇木版

年画这几个字，已经能搜到几家网店，比如开封博物馆文创中

心、一品文化馆、朱仙镇木板年画博物馆、梁公馆、豫盛荣木

版年画博物馆等专门售卖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店铺。总体来看，

销量不高，但是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木版年画的魅力，无处

不在的电商销售渠道一定会对年画的销售起到作用。

我们也观察到，除了在各种电商平台开设店铺，一些老字

号的门店还开通了自己的网站，这些网站中不仅有店铺的传承

介绍，木版年画作品展示，也开辟有销售专区。这种方式对于

专门研究木版年画的人来说是极为方便的。

3.加强与游戏公司、文创机构的合作

如同现在很多组织与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推出各种

的文创产品一样，朱仙镇木板年画不可避免要走向这条道路。

朱仙镇木版年画特色特出，辨识度很高，如果能以木版年画中

的人物为原型，创造动漫人物、创造出各种表情包，甚至创造

出独具特色的衣帽等，这样都能使朱仙镇木版年画得到发展。

问题的关键是，传统木板年画传承人、从业者是否能在这一过

程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要知道，朱仙镇的木版年画从业

者即便到今天也没有太强的产权保护意识。虽然他们能被游戏

公司、文创机构聘请过去，作为美术顾问，但是一旦这些组织

掌握了一些核心技术与知识，这些顾问的利益是否能得到保障

呢？因此，有必要加强朱仙镇木版年画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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