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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木板年画与节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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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木板年画过年的张贴研究

每逢过年和谷雨节时期
,

当地百姓对年画的张贴也要讲究起来
,

贴什么画以及张贴的位置都是有祖辈流传下来的规矩
。

年画作为中国

的年文化代表之一
,

寄托了老百姓对
“

迎福纳祥
、

趋吉避凶
”

的美好

希望
,

借以张贴年画来表达老百姓对生命的崇拜之情
,

对来年的好收

成的祈愿
。

新年作为百姓们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
,

对于年画的选择和张贴也

是十分考究
,

按照祖辈流传下来的规矩进行张贴
,

过年时期除了要买

门神画和家宅六神
,

还要买窗扇
、

炕围
、

屋内张贴的年画
。

根据其主

题和题材内容分类
,

可分为以下几类 :

( 1) 门神画 : 就门神画张贴位置而言就有在头道门张贴的骑着

马的马人 画
,

二道门张贴的站人画
,

庭房门则张贴坐虎皮椅的座人

画
。

从门神画的大小还可分为全开的
、

三开的和小门神画
,

全开的四

对八 张大门神
,

包括殷封王的镇殿将军方相
、

方弼
,

人们臆想的神

茶
、

郁垒
,

还有人们熟知的秦琼和敬德
。

第二类是三开的门神
,

代表

作有 《坐虎秦琼 》 、 《坐虎敬德 》 和 《风调雨顺 》 等
。

第三类是小门

神
,

现在恢复了二十二个品种
,

也是广受欢迎的一类
。

( 2) 家宅六神画 : 民间俗称的家宅六神有天神
、

灶神
、

仓神
、

龙

王
、

槽马候
、

土地神
,

家宅六神就是保护家宅的六位神仙
,

每位神仙都

各司其职
。

就灶神画而言
,

画面上只有一位神的叫一 口灶
,

画面上有灶

神和灶神太太的叫双 口灶
,

最多还有是十三口灶的年画
。

就画面而言还

可分为红袍灶与黑袍灶
,

红袍灶是曾有官居五品 以上的人家张贴的
。

人

们在过年的时候张贴门神画有着驱邪避鬼的作用
,

也寄托了对未来生活

的期望
。

随着时代的发展
,

很多人对门神画的理解已经跳出了封建迷信

的范畴
,

作为一种沿袭传统庆新年的方式和习惯保留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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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木板年画谷雨画与春牛图

凤翔地处西北自然条件十分恶劣
,

当地农户的生产技术相对落

后
,

当时人们面 临着食不果腹和繁衍生息的问题
,

再加 上干旱
、

蝗

灾
、

瘟疫
、

战争等人为灾祸和自然灾害引起的食物短缺
,

当时的百姓

生活在贫穷和苦寒之中
,

不断的摧残着人们瘦小的心灵
,

人们的生存

压力 巨大
,

人们迫切 希望能够摆脱灾难和贫穷过上衣食无忧幸福安康

的日子
。

谷雨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之中的第六个节气
,

谷雨的到来意味

着还冷即将退去
,

气温迅速回升
,

同时也是耕耘播种的最佳时节此时

农作物是最需要水的时候
,

雨水是否充足将预示着是 否有个好的收

成
,

每到谷雨 时节农户要张贴谷雨画和春牛图
。

谷雨画有单鸡
、

双

鸡
、

张天师
、

符篆等
。

谷雨时节临近夏天
,

许多冬天蛰伏的毒虫都得

以复苏
,

这些就是百姓所畏惧的
“

五毒
” 。

百姓所指的
“

五毒
”

一般

是娱蚁
、

蛤蟆
、

蝎子
、

蛇和蜘蛛
,

后来演变为害虫的代表
,

过去的医

疗条件并不发达
,

这些害虫往往会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
,

为了保证繁

衍生息人们在谷雨时节张贴祛邪贩灾
、

令毒虫远避的谷雨画
。

春牛图

上印有二十四节气
,

如果当年的节令早
,

则画面 上的人走在牛的前

面
,

如果当年的节令来的晚
,

则人走在牛的后面
,

告诉人们要及时农

耕
,

对农事起着指导的作用
。

谷雨画和春牛图的画面上主要表现了西

北农民的农耕生产和百姓生活
,

既有具体的农耕 生产活动的场面描

画
,

也有对五谷丰登
,

人丁兴旺的美好祝愿
。

凤翔木板年画与习俗的关系

级历史文化名城
,

素有民间工艺美术之乡
、

青铜器之乡和西凤酒乡的

美誉
。

传说中的神农氏炎帝和后樱就诞生在此地
,

凤翔一直是西北地

区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中心
,

整个西北地区的大量神话传说
,

古典

名著在这里广为流传
。

秦腔戏高昂激越
、

强烈短促
,

富有夸张性
,

生

活气息浓厚
,

剧 目多取材于人们耳熟能详的古典名著
,

风格贴近当地

老百姓需求
,

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
。

秦腔戏受到了老百姓

的重视因此
“

戏文画
”

这种木板年画品种也就应运而生 了
,

其按主题

可分为单张的
,

屏条式连环故事形式的
,

有取材于三 国故事著名典故

《 回荆州》 ,

取材于封神演义的 《黄河阵》 ,

取材于大家耳熟能详的

神话传说 《二十四孝图》 、 《八仙过海》 等
。

技艺高超的艺人们选择

当时民间百姓深受喜爱的戏曲
,

描绘出感人的情节和优美的身姿
,

画

成底稿带 回作坊刻成年画
,

不仅叙述了戏曲的动人情节
,

还把戏曲舞

台上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
、

衣着打扮
、

场景道具都一一描绘了出来
,

大 量的戏曲故事和历史名著的题材经过艺人们的匠心营运得到 了升

华
,

转化
。

这种
“

戏文画
”

一诞生就深受老百姓的追捧
,

销量仅次于

神像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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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木板年画吉祥画

凤翔古称为雍
,

地处西北苦寒之地
,

自然条件十分 恶劣
,

农户

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力的低下导致农作物收成甚少
。

三面封闭的地理环

境
,

相对滞后的交通以致于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获取方式较为单

一
,

百姓们生计步履维艰
,

但儒
、

释
、

道三教的思想深深植入当地百

姓的脑中
,

人们对幸福美满生活的渴望寄托于未来和后代
,

期盼艰难

的处境有所好转
。

百姓们认 为凡事都要讲究意蕴
,

在表达情感上也比

较含蓄
,

因此 以祈福纳祥为主题的吉祥年画就营运而生 了
,

这类年画

多取材为民间的吉祥语
、

祝福语的谐音
,

有
“

吉庆有余
” 、 “

吉祥如

意
” 、 “

招财进宝
” 、 “

四季报喜
”

等数十个品种
。

代表作有 《戟罄

有余 》 画面上是个骑在鱼身上的胖娃娃手里拿着一个画戟
,

很多人都

喜欢小孩子的图像
,

在生活艰苦的年代也是一样
,

当看到一幅穿红衣

绿裤面带笑容的胖娃娃嬉戏玩耍的图像时总能勾起人们幸福的想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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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木板年画风俗画

在过去
,

民间艺人们的身份卑微
,

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

对

当地的风情民俗和百姓们的生活描绘的极具详细创作出了栩栩如生的
“

风俗画
” ,

这些取材于民间写实性极高的风俗画作有 《男十忙》 、

《 女十忙 》 、 《耕读渔樵 》 、 《小人图 》 等
。

代表性作 品有 《小人

画》 ,

跟祛邪镇宅的神像画
,

美好祝愿的吉祥画有所不 同的是八幅小

人 图让人们觉得讽刺意味明显
,

细细品味画面上那一张张阴险狡诈的

小人嘴脸让人 无不作呕
。

艺人们往往用自己简洁而又生动大胆的刻 画

了奸诈小人的种种嘴脸
,

反映 了凤翔当地百姓嫉恶如仇和朴素强烈的

是非观
。

凤翔木板年画不仅仅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
,

也是那个时代百姓生

活的真实写照
,

是民间艺术的瑰宝
,

但是现代科技给人们的欣赏和视

觉带来了新的亮点
,

同时也给传统的手工制作的民间工艺品带来了很

大冲击
。

所以应当牢抓
“

一带一路
”

建设的战略构想为丝绸之路沿线

地区的发展的推动这一历史机遇
,

使凤翔木板年画让更多人了解并走

进人们的生活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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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木板年画戏文画

凤翔地处于陕西关中平原
,

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
,

陕西首批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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