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32 0 2 3 .. 1 21 2 .. 0 20 2 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 141414 论说
C O M M E N T

责任编辑／黄俊娴／0571-85311398

青岛年画这一地域性的文化品牌，经

过近百年的发展，从解放前的木版年画到

现在的“胶南年画”，能够弘扬传统，拓展题

材，内容鲜活，造型严谨，以贴近民生的叙

事方式，记录着生活的变迁，反映了时代的

心音，为乡村文化振兴做出了贡献。

一、青岛年画的发端

清末至民国时期，平度市宗家庄有字号

的年画店有30多家，其中“新盛元”“天增盛”

“公兴义”“公盛义”“公顺义”等几家名气较

大。“宗家庄年画在抗战以前传入了青岛。

率先来青岛的是‘天增盛’。”“天增盛”青岛

店位于台东镇大名路21号，由宗家庄的宗

学魁开办。“天增盛”青岛店开办后，台东镇

和沧口已有多家纸店专门经营年画和色

纸。宗家庄的木版年画与青岛早期华人社

会不可分割。但在现代城市的青岛，石印和

胶印年画的发展更为典型。1925年，黄县人

张柏祥在奉天路（后更名为辽宁路）188号创

办的祥瑞印务馆（后改为祥瑞行印务部、祥

瑞行美术印书馆），应该是最早的美术印刷

所之一。祥瑞行开始专印火柴商标，后渐次

拓展印刷业务，成为以石印和胶印为主的彩

印厂，主要承印商标、月份牌、广告画、年画

等，市场销售情况比较好的有《胖娃娃》《年

年有余》《鲤鱼跳龙门》等。

1949年，文化部成立后，发布了《关于

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全国范围内掀起

了年画创作的热潮，包括宗家庄传统木版年

画在内，年画创作呈现出了空前的繁荣。在

青岛，曾投身现代印刷业的张锡之、房绍青

和张镇照等人，在这一时期成为连接新、旧

时代的年画创作者。他们开始把旧时的擦

笔水彩年画技法应用到新时代的年画创作

中来。这些作品当中，“新年画”的影响作用

也在生发着，作品更加突出了“劳动人民”的

属性。再到后来，许多年画中原有的传统和

民间趣味渐次消遁。以工农兵形象为主题

的“新年画”，开始成为新的创作方向。

二、青岛年画的兴起

1977年全国民间年画工作会议召开。

在这次会议之后，山东多地开始举办年画

创作培训班，引起了山东各地对年画的重

视，也推动了山东年画的发展。其中，在杨

文德、陈明等四位学员的带动下，胶南文化

馆兴起了年画创作的热潮，胶南也衍化为

年画创作的新兴阵地。

胶南有“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的美

名。“胶南年画”在传承山东潍县木版年画

艺术语言的基础上，吸收了月份牌年画、民

间剪纸及工笔画艺术手法，形成了富有地

域文化特质的绘画风格。1989年，“山东胶

南民间美术作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

办，引起美术界关注。“胶南年画”随后在多

个国家展览展出。

“胶南年画”的发展离不开杨文德、陈

明和王彬三任胶南文化馆馆长，他们对胶

南年画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贡献。年画创

作者队伍涌现出一批强有力的新生力量，

如张振先、鞠秀宾、刘献珍、牛宗兰、逄本

伟、李增梅、刘文艳、庄向辉、崔增森、牛宗

娥、刘巧云、陈知保、田胜、杨丹、高桂桂、于

周超、沈秀笠、徐明斋、张树茂、傅斌科、安

蒙蒙等。2018年 6月，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开幕式上，徐明斋、纪伟伟、安蒙蒙创作的

三幅“胶南年画”作品入选，向全世界展现

了青岛年画的风采。同年7月，“胶南年画”

成为青岛市唯一入选“文化部海外中国文

化中心项目资源库精品项目”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胶南年画”三幅作品入选第十三

届全国美展，田胜的《二十四节气——阳春

六节》获提名奖，于周超的《赛龙舟》成为进

京作品，陈知保的《海港新曲》入展，胶南年

画在全国的美术沃土上争艳怒放。

三、青岛年画的艺术特点

胶南地区 20 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是以

渔民和农民构成为主，九十年代新区成立

后，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快，以渔民和农民构

成的社会主体，逐渐被新市民代替，现代化

进程的加速，促使文化艺术现代化加快，并

继续向现代性发展。其次创作者的年轻

化，知识结构的现代化，以及教育的现代

化，促使创作者在保留“胶南年画”传统的

基础上加快探索表现形式和文化符号的现

代性。今天“胶南年画”的创作主体由各行

各业绘画爱好者及美术教师组成，他们坚

持从当地民风民俗、节日庆典、农事活动中

提炼创作主题，以生动、鲜活、唯美的画风寻

求现实与理想的结合。题材源于民间，形象

质朴夸张，色彩纯朴而艳丽，构图饱满。人

物多为渔民和农民，外形简练夸张，表现劳

动者的勤劳形象，表情夸张富有趣味性，并

大胆借鉴现代造型、构成因素，吸取中国剪

纸、京剧、皮影、版画、中国画等姊妹艺术，逐

渐使艺术形象、构图、形式美感趋于现代。

1、内容鲜活——作品内容有表现今

的、古的、天上的、人间的、物质的、精神的，

内容鲜活丰富、积极向上，多是一派欢乐祥

和、鸢飞鱼跃的喜庆景象。收红果的娃娃，

在螳螂们的注视下，从枝头取下硕大的果

实，一个一个传递到篮筐，分享着丰收的喜

悦。清明时节，孩子们在海岸线上放起了

花花绿绿的风筝，有团花，有游鱼，把天空

装点成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灵山岛码头

上的鱼市，人流如织，渔家从海里打捞新鲜

的鱼虾蟹贝，刚刚上岸就被抢购一空。

2、构图饱满——《年集》十米长卷作品

里，密密麻麻近千个人物，作者把人和事、

景和物，集中表现在画面上，有卖菜的、卖

年画的、卖对联的、卖小吃的，琳琅满目的

年货，熙熙攘攘的人群，分外热闹。作品

《渔家盛世红》，采用局部组合法，把多视角

的渔民房屋、满车满船的螃蟹、屋顶晾晒的

鲅鱼有机地组合到画面中，渔民们从四个

方向朝着画面中心集中，盛世渔家，安乐丰

年，欢聚一堂。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现代民

间绘画（胶南年画）精品集》中，从 20世纪

70年代底开始到2020年，入选的346幅作

品中，大部分都趋向构图饱满。

3、造型大胆——作品在人物、动物等

形象上，不过多考虑实际比例关系和透视

关系，不求形似求神似。《麦子熟了》作品

里，田野里到处是忙碌的身影，一个个人物

夸张变形，或矮或高、或胖或瘦，根据画面

需要进行人物大胆变形，身上画上花纹及

装饰纹理，有的连人的皮肤上也有图案花

草。《芒种》作品里，在鱼跃鸭飞的池塘边，

稻田里的耕牛、成群的羊儿、远处的龙舟，

大胆夸张的造型，惹人喜爱。

4、色彩纯粹——作品多使用较纯的原

色，同时吸收国内外一些现代绘画流派的

色彩特点，因而画面新鲜而又有整体感。

作品《秋收硕果进农家》，鲜艳的黄色弥漫

了整个画面，每个玉米的色彩还有其微妙

的不同，加上农家院中身着红装的姑娘和

小狗小猫小鸡的五颜六色，使画面色彩既

统一又丰富，既鲜艳又不俗气。《金秋美》，

大地尽染金黄，置身其中如伫立在金色的

海洋里，麦浪滚滚，一望无垠。

5、形式现代——创作者的年轻化、知

识结构的现代化以及教育的现代化，促使创

作者在保留“胶南年画”传统的基础上加快

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和文化符号的现代性，这

种变化用新年画的形式表现出来。近年来，

以“胶南年画”为代表的青岛年画创作尺寸

越来越大，在形式上讲究色彩构成、虚实对

比和装饰意味，体现了农民画作者审美水平

的提高。有的和版画结合，有的和木雕结

合，有的和剪纸结合。把民间文艺的多种形

式进行融合，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现代形式美

感。在《丹青颂歌——青岛市党的主题美术

作品展》中，年画入选作品18件，其中最大

的年画作品《上合峰会》宽4米、高2米，其他

如《筑梦山乡情更浓》《人间烟火气》《弄潮》

都是高2米、宽1米的大作品，在技法上、形

式上、材料上都进行了创新，给人耳目一新

的装饰感和视觉冲击力。

总之，青岛年画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

从解放前的木版年画发展到如今的青岛年

画，不仅仅是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弘扬，同时

也反映出了时代的心音，为乡村文化振兴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系青岛市文联协会部副部长，青

岛市美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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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形式“爆发期”，回归书的本质。

近日，2023“最美的书”评选结果在上海揭

晓，与会多位设计师和业界人士不约而同

提到，从“最美的书”评选来看，国内图书设

计进入平稳发展期，更注重“美”与“用”之

间的尺度平衡，更强调阅读舒适感，让设计

为“书卷气”加分，凸显纸质书的价值。

经过海内外顶尖书籍设计师组成的

评委会多轮评选，今年，来自全国 11 个省

市的24家出版单位的25种图书荣获“最美

的书”称号。“最美的书”评选由上海市新闻

出版局主办，自 2003 年创立以来举办 20
届，471 件设计作品入选。据统计，中国

“最美的书”已连续 19 年向“世界最美的

书”报送446种图书，23件作品先后获奖，2
件作品获得金奖。是否可以这样说呢？通

过每一届“最美的书”的评选，每一本“最美

的书”的入选，为今后设计出版更多更美书

籍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有道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书籍

当然也得重视设计。没有经过精心设计的

纸质图书，不仅会降低图书本身的质量，而

且也是对作者和读者的不尊重。如此，那

么怎样设计出来的图书才是“最美的书”

呢？从历届的评选情况尤其是从本届评选

的结果看，对标“世界最美的书”评选要求，

“最美的书”理应以整体的视角来重视书籍

的设计，具体则应秉承四大原则：一者要体

现结合性，强调书籍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

合。也就是说，书籍设计不能为了单纯追

求美感而脱离书籍的内容，要摒弃“形式至

上”的陋念，在强化现实关怀中，保持形式

与内容的适配度。否则，设计便自成为空

中楼阁、无根浮萍；二者增强功能性，强调

书籍设计对书籍本身功能的提升。它要求

设计者在把握书籍要旨的基础上，通过精

心、精致、精美的设计，既显现文化的厚重

感又透露出现代气息，对书籍起到举一反

三、画龙点睛、推波助澜的作用；三是凸现

和谐性，强调设计风格与适宜手感的和谐

统一。书籍是供人翻阅的，因而不论设计

风格怎么变，它都必须考虑与“适宜手感”

的和谐，诸如要“使读者阅读轻松”“拿起来

不笨重、轻巧”“能够自然地摊开”“留白适

宜，间距得当”等。不然的话，只讲究设计

之美而忽略了书籍阅读的舒适度与体验

感，就是舍本逐末；四是彰显技创性，强调

善于运用设计重要元素的一些技术手段。

要通过运用新技术，去表达更符合书籍设

计内容特性的工艺美、创新美和材质美。

要通过完成书籍形态创造，使技术美在整

个书籍创造流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书籍形态，就是书籍所呈现给读者的形

状神态、形状姿态。书籍只有实现外形美和

内在美的珠联璧合，才能产生形神皆备的艺

术魅力。莫要小觑一本“最美的书”，它的诞

生一方面凝结着设计者与书籍（作者）的共

情——因为只有全面、深入、透彻地读懂和

领会书籍的主题、内容、特色，才能涌现设计

灵感，进而找到感情的共情点、表达的契合

点；另一方面也凝结着设计者与读者的共

鸣，读者对书籍的评价反馈，对于设计者当

是最亲切最可靠的依据，因为设计说到底就

是为读者服务的，设计能否让读者感到舒

服、亲切，尤其能否“把细节藏在需要细心观

察之处，让阅读更沉浸，得到美的享受”，对

于设计者这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参照系，或者

说，读者满意与否恰是对设计者改进、提升

书籍设计质量和水平最有力的鞭策。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如果说，本届

“最美的书”获奖作品中不乏大量中国元素

的应用与中国主题的表达，洋溢中国风格、

蕴含中国精神的作品赢得了海内外评委一

致认可的话，那么，这也就很好地回应了设

计“最美的书”的初衷——致力于向世界展

示中国设计，推动中国优秀图书设计作品走

出去，帮助中国优秀图书设计师站上国际舞

台。就此而论说，这不也是我们向世界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题中应有之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