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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年味——百年小校场年画
传承与发展

展期： 月  日至 月底

地点：土山湾博物馆（蒲汇塘路  号）

海派风情——年画华章

展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地点：上海虹口海派文化中心二楼（武进路

   号  号楼今潮八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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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校场年画《寓沪西绅商点灯庆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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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中国民间艺术
年画是古老的中国民间艺术，和春联一样，起源

于门神画。晋代《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时俗：“贴画猫

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

待“诸神醒来”，它所依据的口头文学，便以神荼、郁

垒缚鬼等民间故事为主。至唐代时风开放，门神

走进世俗社会，出现了秦叔宝、尉迟敬德的形象。

有民间传说，唐太宗李世民生病时，梦里常听

到鬼哭狼嚎之声，以致夜不成眠。大将秦叔宝、尉

迟恭二人自告奋勇，全身披挂站立宫门两侧，此后

果然平安无事。李世民见两位大将日夜值更，十

分辛苦，遂命画工将他们的威武形象绘诸宫门之

上，称为“门神”。进入宋代后，生活艺术化成为大

众审美的自觉，各地民间艺人争相绘制门神画，形

成诸多特色鲜明的流派。木版年画是门神画的升

级或衍生，不再局限以对称形式张贴在大门上，而

向内部生活空间渗透。至明代，中国雕版印刷技

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书籍刻印技术之精已大大

超越前代。同时，各地书商对书籍插图空前重视，

篇幅大，刻工精，风格多样，以满足兴盛的图书市

场，于是套版彩色印刷也应运而生。这些条件为

年画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从艺术史角度来看，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中

一个较大的门类，它从早期的自然崇拜和神祇信仰

逐渐发展为驱邪纳祥、祈福禳灾和欢乐喜庆、美化

环境的节日风俗载体，表达了农耕社会背景下人民

群众的思想情感和美好愿景。年画的原点在民间，

天然地追求雅俗共赏的效果，在发展过程中又与其

他民间美术双向交融，成为极具生命力的画种。鲁

迅先生对中国年画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在晚年发起

并推动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也与他早期收藏、

研究年画的经历分不开。他在散文《狗 ·猫 ·鼠》中

忆及童年：“我的床前就贴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

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别的一张

《老鼠娶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

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

穿的都是红衫绿裤。”这里所说的花纸，就是年

画。鲁迅收藏的年画包括来自河南朱仙镇、山东

潍坊、河北武强、天津杨柳青等地的神像人物、文

武门神、吉祥纳福、故事教化、窗花装饰等。

十九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后，进入了波澜壮阔

的城市化进程。所谓中西文化的碰撞或交融，体

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但到了太平天国东征之际，在外来移民大举进入、

租界面积拓展、华洋杂处格局初成的背景下，从苏

州避乱来到上海的桃花坞年画师，聚集在老城厢

小校场一带，形成了年画绘制和销售基地（最多时

有六十余家店庄）。苏州画师与本土画师一起，通

过有效的商业化运作，使这一民间美术作品完成

了从农耕文明进入城市文明的杂糅、嬗变及转型

程序。小校场年画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年画创作

生产中的新兴力量，并迅速形成独特的海派风格，

推动中国传统木版年画进入最后一个高峰。

了解西风东渐的窗口
东风送暖，万象更新，为烘托节日气氛，上海

近期以春节年俗为主题的文化活动也很多，寄寓

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景。

“上海的年味——百年小校场年画传承与发

展”展看似锦上添花，其实背后还有一层纪念知名

作家、近现代上海城市史研究专家、海上文化遗珍

收藏家、上海图书馆原研究馆员张伟先生的寓

意。张伟先生的哲嗣张舒萌从先父收藏的近两百

件上海小校场年画中甄选了62件展陈，供观众欣

赏并想象一百年前上海小校场年画所呈现的市民

生活场景和精神风貌。藏品大致梳理了小校场年

画的发展脉络，比如麒麟送子、鹤鹿同春、八仙过

海、财神赐福、笑话奇谈等传统题材的年画，可视

作农耕文明的余晖，或桃花坞年画对上海的文化

投射；但更让人兴趣盎然的画面，承载了丰富的历

史文化信息，比如《豫园把戏图》，呈现了西园凋敝

后由民间力量重新构成的商业和文化景象；《西国

车利尼大马戏空中悬绳大战》，凝固了西方马戏团

登陆上海的瞬间，也是后来中国人借豫园打造海

派露天游乐场所的先声；《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

往吴淞》《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图》，记录了开埠

后上海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上海洋场胜景

图》《新出夷场十景图》《各行各业风情图》《民国开

市大吉》《时装仕女》等，生动表现了市民阶层对物

质文化生活急剧变化的敏感，展现了彼时的社会

风貌；再比如《铁公鸡曾国藩克复南京城》《台湾大

捷图》等，这种题材与传统年画表现的主题大相径

庭，似乎并不适宜张挂在普通家庭的厅堂。但正

因如此，说明广大市民在中国新闻业发轫地的上

海深受浸润熏陶，希望通过社会事件了解中国和

世界，观照自我。在形式上，除了独幅画，还出现

了类似四格漫画、连环画等样式，有了故事性和连

续性。

小校场年画与中国四大传统年画相比，它是

进行时态的，积极开放的，趋新骛奇的，成为市民

阶层了解西风东渐的一个窗口。所以，小校场年

画虽然只有三十年的黄金时期，却是上海近现代

史的一朵奇葩，在上海城市发展史和中国美术史、

市民生活史等领域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流传最广的艺术图像
诚如张伟生前多次对笔者所言：上海小校场年

画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崛起，自然产生了诸多和其他

各地传统年画不同的地方，在题材内容上，热衷于

表现城市景观和新鲜事物，而在绘画风格等方面，

则往往顺应社会情境的变迁和书画买家的好尚，更

倾向于谐俗的一面。关注世俗生活的特点，渐呈主

导地位，而城市化和商业性正是它的最大特色。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年画还是在中国农村流传

最为广泛的艺术图像，特别是在陕甘宁、晋察冀边

区，年画还承担起宣传教育及移风易俗的任务，骑马

扛枪的八路军战士年画成为庙会上最抢手的年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间艺人踏准时代节拍，门

神一会儿成了保家卫国的志愿军战士，一会儿成为

除四害、扫文盲的积极分子，一会儿又成了拖拉机手

和消灭血吸虫病的农村医生……让群众喜闻乐见

的特点一直为民间艺术家所坚守。同时，像李可

染、黄永玉、黄胄、靳尚谊等著名画家也积极参与了

新年画的创作。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年画还是人

民群众辞旧迎新最醒目的信息表达，最直接的愿望

传递。近些年来，年画又开始回归城乡生活空间，

但内容与图式已发生了有趣变化，即使在迎春祈福

的主题上，已突破个人意志的局限，表达了对国运

昌盛、民族团结、共同致富的愿望；表现手法上也引

入了动漫、二次元等艺术元素，甚至将变形金刚、机

器恐龙、人形机器人替代一站千年的门神，将传统

样式与科技感诙谐地、巧妙地勾连起来，融入了时

代的审美，为古老的画种注入了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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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存世最早的一张年画

清光绪三十四年（    年），沙俄时代的一位

军官柯兹洛夫大佐潜入我国甘肃黑水城（今内蒙

古额济纳旗）一古塔内盗掘西夏文物时，偷走了一

张年画。这张年画就是《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

容》，俗称《四美图》，年画上画着汉代的赵飞燕、王

昭君、班姬和晋代的绿珠四位美女。它是迄今为

止发现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年画，出自平阳（今临

汾）刻坊。画上盖有“平阳姬家雕郎”的店铺字样，

足见在当时年画生产已具规模。

年画俗称“喜画”，旧时人们在室内贴年画、
户上贴门神，以祝愿新年吉庆，驱凶迎祥。小校
场年画是上海本地的一种重要传统非遗文化。
今年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第一个年头，在民间，
年画就是年的象征，让我们一起赏年画、贴年
画，迎接乙巳蛇年。 ——编者

■ 小校场年画《中外通商》，印上了一年中的重要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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