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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凤翔木版年画的挖掘与开发
朱雁兵

( 宝鸡文理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摘 要】陕西凤翔木板年画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突出的艺术特色而富

有盛名，2006 年被文化部公布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西风

世兴画局》记载，始于唐、宋，盛于明、清。早在明正德二年( 1507) 前，

邰氏家族已有八户从事生产，距今已五百多年，二十代历史，它不但是

纯粹的民间美术，百年来一直植根于中国西北民间，而且也是研究西

北地区农村社会生活文化风貌的珍贵资料。但是由于文革十年浩劫

的冲击，凤翔年画濒临灭绝的境地。加上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后继

乏人等因素，凤翔木板年画的发展需要我们大力的挖掘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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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凤翔木版年画研究的现状述评
凤翔木版年画曾经是陕西乃至西北地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

艺术形式，但一直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
代之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到来，民间美术的恢复与发展得
到重视，凤翔木版年画受到了具有学术眼光的专家学者的注意，陆
续有学者对凤翔木版年画的艺术特色和艺术价值作了探讨，有的
民间艺人也撰写了文章。星海的《凤翔木版年画史话》，邰怡的
《凤翔木版年画见闻记》。

2000 年以后，介绍凤翔民间美术的著作出版，如张硕平编著
的《关中西府凤翔民间文化》( 2004 年) ，鲁续《神州一绝———凤翔
民间工艺揽胜》( 2005 年) ，2008 年邰高娣的《凤翔年画》一书出
版，这是第一本关于凤翔木版年画的专门著作，书中以作者的视点
对凤翔木版年画的历史、工艺和艺术特色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和
探索。

近几年，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关于民间年画的
保护逐渐为学者们所关注，并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如冯敏《论中
国木版年画濒危的原因与保护对策》( 2008 年) ，代倩《民间木版年
画的传承、开发与保护》，邰高娣《凤翔年画的保护与发展》( 2009
年) 等。

陕西凤翔木版年画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突出的艺术特色而负有
盛名，2006 年被文化部公布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陕西
凤翔木版年画作为全国较具规模和影响的年画产地，曾在一定的
历史时期，盛及西北，据陕西凤翔县南肖里村世兴画局家谱记载，
该族年画生产始于唐，宋，盛于明，清，大明正德二年前( 公元 1507
年) ，原有万顺画局，荣兴画局，西风世兴画局。就西风世兴画局一
家年产 600 万张，远销陕，甘，宁，青，豫及川北地区，深受西北民众
喜爱，成为西北地区年画产销量著名的老字号。陕西凤翔木版年
画较国内其它各地年画粗犷，夸张，局部粗细搭配，构图饱满，门画
造型威猛，风俗画构图贴进生活情趣，色彩大红大绿，对比强烈，套
金套银富丽堂皇，手脸部分手工填染显得生动逼真，由于地处西北
受外部美术影响很少，基本上保持了原古版年画的艺术风格。

随着社会的发展，凤翔木板年画也和各地年画一样，走过了一
段较长的不平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对传统年画进行了改革，创作
了一批新年画，为年画的发展做了一次较长时间较大规模的尝试。

近年来，宝鸡市凤翔县抢抓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有力机
遇，把开发振兴民间工艺品产业作为引导全县农民增收致富的主
导产业，出台了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意见，提出了
“专业化设计、工厂化生产、商品化经营、市场化运作”的民间工艺
品发展思路。目前，年画产品远销日、美、德、法、澳、新加坡等十几
个国家，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赞扬。但

是，在技艺传承和商品化销售过程中，凤翔年画遇到较大瓶颈，历
史文革原因、规模小、生产组织涣散、后继乏人、品牌意识薄弱、产
品市场价格低。

2 凤翔木版年画的挖掘与开发的主要内容
( 1) 主要对凤翔木版年画进行调查、分析、整理研究，为保护

关陇地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贡献。
我们组织美术理论专业师生，对凤翔木版年画传承人进行走

访调研，收集第一手资料，最后整理撰写论文，出版著作和论文集，
为保护关陇地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贡献。

( 2) 对凤翔木版年画的产品进行品牌策划，树立凤翔年画的
品牌形象。

请专业设计策划团队，对凤翔木版年画产品进行设计和包装，
请西安美术学院或宝鸡文理学院产品设计和产品包装专业师生参
与，进行产品设计和包装，以及品牌策划，树立凤翔年画的品牌
形象。

( 3) 对凤翔木版年画进行挖掘和开发，研发新产品，提高凤翔
木版年画产品的市场价值。

以凤翔木版年画传承人为主导，高校师生参与，对年画产品进
行创新，走出去大力宣传，提高凤翔木版年画产品的市场价值。

( 4) 健全机制，整合资源，科技抢救，培养传承人，促进产销。
请科研团队，进行资源的整合，建立完善健全的机制，利用高

科技对残缺损毁的古版进行修复，利用高校资源，如宝鸡文理学院
拥有关陇民间美术研究所和民间美术展览馆及科研队伍，促进产
销，发展一些当地农村年轻人以及在校大学生的参与。

3 凤翔木版年画的挖掘与开发的目的及意义
( 1) 目的: ①我们可以深入挖掘关陇民间美术资源，有利于关

陇民间美术的传承。②使当地年轻人及大学生充分发挥所学专业
知识将其运用到关陇民间美术产品的开发实践中去。③培养我们
的创新实践能力，充分挖掘民间传统文化并将其转化为理论知识
传授给接班人，使年轻人明白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且为将来
踏上社会进行创新创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 2) 意义: ①通过对凤翔木版年画的研究不仅加深教师对专
业知识的理解而且增强教师科研实践的能力，对教学工作有指导
意义。对学生有利于增强对民间美术的认识及保护意识，强化创
新创业能力训练，培养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创新人
才。②通过对凤翔木版年画的研究有利于整理民间工艺美术资
料，整合民间美术资源，为保护关陇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做出贡献。③使凤翔木版年画得到长远的发展，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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