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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受疫情影响，邰江

平、邰伟伟父子俩的年画销售

下滑了一半，但邰伟伟也没闲

着。在展开奇思妙想之余，他采

购了一批梨木，复刻了 15 块老

版，套色版 4 套。邰伟伟认为，

传统是根，创新是叶，没有根，

叶子长不出来。

其实，当下传统年画的冷

清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在日常

生活中，木门几乎没有了，精装

修的房间里罕有年画身影，全

国传统年画的受众消费市场大

幅减少，传统年画大多用于教

学和收藏。曾几何时，凤翔木版

年画一家年产量数百万张的热

闹景象，以及销往陕、甘、宁、

青、川、豫等地的辉煌经历，已

成历史。

辉煌和冷清，邰江平、邰伟

伟父子俩都见过，也都深有体

会，但他们没有放下刻刀，他们

选择了坚持。如今，南小里村有

“凤翔木版年画传习所”，邰江

平、邰伟伟父子俩承担教习任

务，目前这里已成为西安美术学

院版画系教学实践基地。2020

年 11 月，邰江平与西安航空职

业技术学院达成合

作，准备和美术系、

动漫系的学生们

一起动脑筋，设

计时尚的生活衍

生品，把创新后

的图案UV 打

印出来。

在南小

里 村，“ 守

艺 ”与 传

承的故事

还 在 继

续……

一日读懂七千年
张晓燕

在 古 代，活 跃 在 人 们 视 野
中的大多是文人、名士、商人。
王 羲 之 说，天 朗 气 清，惠 风 和
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
盛，所以游目畅怀，足以极视听
之娱。如今，交通工具越来越便
利，去欣赏各地的风景成了人
们心之所向。

有人说，旅游有 33 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因为想去的地方有故
事。对于外地游客而言，宝鸡就是

一个到处都充满故事的城市，俯
仰皆典故，遍地是历史。数千年
前，炎帝在此发明医药，制耒耜种
五谷，制作陶器，开辟集市。我们
的祖先就在宝鸡这块土地上繁衍
生息。我们有秦人子孙的粗犷豁
达、坚忍不拔、开拓进取，有周人
后裔的家国情怀、礼仪规范、价值
标准，这些如同血脉一般延续数
千年，在关中千里沃土之上滋养
着宝鸡人的品性，这也是中国人

共同的品性。宝鸡古称陈仓，誉称
“炎帝故里、青铜器之乡”，目前
正在建设关中平原城市群副中心
城市。那么，做一次寻根探宝的旅
行，目的地非宝鸡莫属。

上月 19 日，在 2020 中 国 优
秀旅游品牌推广峰会上，有七千
多年文明史的宝鸡获得“中国
最美旅游休闲度假城市”荣誉
称号，法门文化景区获评“中国

自驾旅游和房车露营最佳目的
地”，麟游县获评“中国生态康养
旅游最佳目的地”。每到年终，就
有各种各样关于宝鸡旅游的桂
冠接踵而来，展现着宝鸡如璀璨
珍宝一般的魅力。“看中国，来
宝鸡”不仅是宝鸡一张响亮的名
片，更是对国内外游客一种神秘
的吸引力。

2021 年已经露出秀美的容
颜，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家乡，

静下心来感受秦岭太白山的雄浑
和壮美、欣赏青铜器的雍容和典
雅、看秦时明月周代遗址，或放
马关山，或品尝风味独到的西府
美食，或用适宜养生
的温泉水沐浴，临清
风，对 朗 月，登 山 泛
水，意 酣 歌，一 日 读
懂七千年，来一场饱
含文化历史的、不一
样的旅行！

父子俩守住

本报记者 张琼

一门艺
“我和父亲都做木版年画，一张年画，不仅刻在梨木板上，

也印在我们的家族记忆中。”凤翔县田家庄镇南小里村人、凤翔

木版年画传承人邰伟伟说。

1月5日，我们来到南小里村，38岁的邰伟伟正伏在一张

4尺见方的桌子上刻板，刻的是《穆桂英挂帅》。受疫情影响，近

期年画销售和研学活动减少，邰伟伟在着手复刻父辈留下的老

版，他近两岁的儿子踮起脚，趴在桌边看他手上的刻刀在来回

翻转。

邰伟伟的父亲叫邰江平，

是凤翔木版年画传承人之一。

2011 年，邰江平因病卧床，无法

再制作年画。

在此之前，邰江平一直在

刻印凤翔木版年画。1953 年，

邰江平出生于版画世家南小里

村邰家，小时候跟随祖父学艺，

5 岁能独立填色，14 岁开始独

立刻板印画，是南小里村有名

的手艺人。

邰江平在很小的年纪便能

掌握年画制作技能，与邰家浓厚

的艺术氛围有关。《凤翔县志》

载：“明正德二年，南小里村邰

氏家族中有 8 户人家从事木版

年画。至明末清初，该村有十多

户人家开办作坊印制年画……

1936 年，‘世兴局’一家年内印

刷 420 多万张。”这里的“世兴

局”正是出自邰家。在父辈指导

影响下，邰江平继承了“世兴局”

清丽典雅的风格，年画作品丰满

传神，艳而不俗。1983 年，邰江

平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举办了

凤翔木版年画展览，此后多次参

加省内外年画大展并获奖。

维持生计之余，邰江平耗

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恢复古版

制作。1981 年，邰江平和当时

南小里村的十三家艺人共同加

入凤怡年画研究会，并担任会

长，从事木版年画抢救工作。咋

样抢救？他们把从艺人家中

收集到的古版集中起来，结

合已存资料，对已毁古版重

新刻制。到 1984 年底，他

们共复刻“世兴局”古版样

300 余套。

在古版恢复中，邰

江平追求真实再现古

版风格，摒弃合流、媚

俗、随意更改的画法，

竭力保留原味。

2003 年左右，木版年画市场急

转直下，胶印年画冲击传统年画。到

了 2005 年，市场上基本看不到木版

年画了。邰江平患病的 2011 年，儿子

邰伟伟放弃在深圳不错的工作前景，

选择回到南小里村，接过父亲手上的

一块块木版和一张张年画。

“80 后”的邰伟伟同样在木版年

画氛围里浸染成长，6 岁跟着父亲

做年画、打下手，9岁时学印年画。“我

至今记得当时年画的批发价，一张只

有一分钱。”邰伟伟坦言，其实在深

圳工作比在老家做年画轻松，挣钱也

快，但父亲的期望让自己觉得有责任

把这门手艺传承下来。邰伟伟说：“尤

其是父亲生病后，我细细看他留下的

版子，门画、十美画、风俗画、戏剧故

事画等，那是真美，门道也很深，我决

定好好研究它们。”

同样是做年画，父子俩的思路并

不一样，邰伟伟更看重创新，注重年画

元素和当下生活的融合。1月 5日，邰

伟伟展示了一块和河北衡水一企业合

作设计的文创毛巾，毛巾一端印着凤

翔木版年画经典图案《戟磬有鱼》，

这样的设计，旨在让人在日常生活

中，关注到凤翔木版年画元素。还

有一幅年画《秦俑图》，画面人物

仿照秦代士兵的形象来制作，

士兵头发头巾上的图案，借鉴

了青铜器、陶器等文物上的纹

饰，白色眼睛下面有一条鱼，

体现了创作者的创新思维。

“这是我最近做的Q

版四大天王图稿，取名

‘风调雨顺’。”邰伟伟画

的四大天王，与传统年

画上的形象不同，他

画的四大天王表情各

异，大大的脑袋配上

圆润短小的四肢，

给人一种很威严又

“萌萌哒”的感觉。

邰伟伟认为，让年

轻人喜欢并关注

凤翔木版年画，

是自己努力的

方向之一。

父亲着力恢复年画古版   

儿子传承手艺玩创意

年画里的热闹与冷清

西府

守艺人  

邰江平（左）给儿子邰伟伟传授技艺

杂
谈

凤翔木版年画《戟磬有鱼》

邰伟伟的创意年画《秦俑图》

年画《鱼乐图》展现生活乐趣

凤翔木版年画寓意美好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