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家园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
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王宗

喜气临门红色妍，家家户户贴
春联。

2025年的春节，是第一个世界
“非遗”版春节。值此盛日，作为春
节传统习俗中最具代表性的春联还
是有必要说道说道的。

春联起源于桃符，与驱邪有关，
是周代悬挂在大门两边的长方形桃
木板。据《后汉书·礼仪志》所载：桃
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降鬼
大神神荼、郁垒的名字。清代《燕京
时岁记》记载：“春联者，即桃符也。”

我国的第一副春联诞生于五代
十国时期。在当时的宫廷里，有人
在桃符上题写联语。《宋史·蜀世家》
载：后蜀主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
木板，“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
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直到宋代早期，春联仍称桃
符。王安石的诗中就有“千门万户
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之句。宋
中晚期，桃符由桃木板改为纸张，称
为春贴纸或春联。

可见，贴写春联这一习俗起于
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
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
的提高，逐渐演化成了中华民族共
同体重要的表征。

春联，以对仗工整、简洁形象的
文字描绘美好形象，抒发美好愿
望。每逢大年三十，无论是大都市
还是小县城，无论是高原还是平川，
无论是农村还是牧区，地不分南北，
人不分族群，家家户户都要精选春
联贴于门、墙之上，辞旧迎新，增加
喜庆的节日气氛。

这一刻，妥妥的中华一家亲。
这一刻，年味儿在春联里流淌。
春联里的年味儿，不仅仅在于

贴，更在于人们琢磨与拟写的过
程。父亲说，他小时候，年味儿是从
各家书写的春联里飘出来的。那
时，村里识文断字的人少，于是人们
常常借助别人之笔写出自己对未来
美好生活的向往，春联也带着别样
的乡土气息。

行走在乡村里，随便来到一家门
前，都会看到大门上贴着“春回大地
风光好，福满人间喜事多”。推开屋
门，房顶的柱子上一定高挂“抬头见
喜”，“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则贴
在“灶王爷”台桌两侧，厨房外的对联
最是实在——“明年做饭不用愁，白
面馒头天天有”。最为有趣的是，有
些家的猪牛羊圈的墙上也春联熠熠
——“打开猪圈门，出来一大群”“风
调又雨顺，牛羊必成群”，鸡窝边上的
春联更为写意——“公鸡打鸣早，母
鸡下蛋勤”，横批——“鸡肥蛋大”。

这些朴实、有趣的春联，在八九
十年代的乡村里，寄托着家家户户
的心愿，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期盼，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

老人们说，小时候的年味儿是从
一张张书写的春联里散发出来的。

的确如此。
小年的早炮刚响过，父亲就督

促弟弟和我，按照五联、七联、横批
的标准将红纸折成长短不一的形
状，然后用小刀小心翼翼地裁剪成
各式的对联模板。找个蛇皮袋，把
这一沓又一沓的空白对联纸装进
去，飞一般地跑向三爷爷家。三爷
爷那时是村里毛笔字写得最好的先
生，为了赶上第一波墨香，得赶早。

大年三十，母亲早早起来熬好浆
糊，在太阳升起来后，父亲领着弟弟和
我，开始贴春联。用不了多久，红彤彤
的春联将院里院外装饰的格外喜庆。

如今，看到更多的是印刷出来
的春联，虽然字体或清秀或俊逸，但
很不耐看，缺少灵气和个性化语言，
让人提不起精气神儿。

可喜的是，2024 年 12 月，“春
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
会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春节申遗的成功，证明了另一
个事实：春节不仅是中国的，而且
也是世界的。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随着世界
各国文化交流的发展，春联不仅是
中华民族过年的标配，且传入越南、
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这些国家
至今还保留着贴春联的风俗。

经过千百年来的演变，时至今
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说
法，被春节和春联打得稀碎。据不
完全统计，近20个国家和地区将春
节作为法定节假日，春节民俗活动
已走进近 20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
全球文化盛事。

桃符变春联桃符变春联
新年纳余庆新年纳余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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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技艺传统技艺·· 融合故融合故事事 看看 听听

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
2024年，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节的文化底蕴更加深厚，今
年的春节显得更有意义。

蛇年将至，举国欢庆。像以往一样，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
人们就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蒸炸煮、大扫除、购年货……

这其中，那一幅幅寓意喜庆吉祥的年画成为家家户户的新年
必备品，家里贴上了年画，年味儿才够足。

河套年画，以其浓淡相宜的色彩、饱满的构图、灵动的形象，
成为过年期间的爆品。

过年贴年画，就
像过年贴春联一样，
是 过 去 家 家 户 户 必
不可少的装饰。

寄 托 着 美 好 祝
愿 ，内 容 丰 富 、活 灵
活现、妙趣横生的年
画，也是许多人挥之
不去的记忆。

年画要在过年前
将屋子彻底打扫完之
后 才 贴 。《鲤 鱼 跳 龙
门》《招财进宝》《灵猴
献寿》《松鹤同春》等
一幅幅寓意美好的年
画贴在屋里洁白的墙
壁上，便增添了许多
喜庆的气氛。

特 别 是 类 似 于
《红 楼 梦》《沙 家 浜》

《智取威虎山》等像连环画一样讲
述完整故事的年画，更是当年人
们争相购买的对象。

年画不仅是房间的点缀，还
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它的许多题
材来自于民间故事、神话传说、风
俗习惯，还有的来自于小说、电
影、新闻报道等。

欣赏年画，除了领略画面本
身的美感，还能从中学习历史文
化知识，了解人文地理、人物传
记、科学技术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用手
工绘制的纸质年画逐渐被电脑设
计、数码印制、批量生产的新式年
画所取代，传统年画也逐渐淡出
了人们的视线。但是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年画的制作
技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年
画，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有着悠久
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承载
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美好记忆。在
新时代的农村，年画仍然是人们
过年的必备品。尽管它的材质和
内容发生了变化，但是人们讴歌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泰民安，
弘扬真善美、反对假恶丑，赞美美
好生活的心愿始终如一。

传承弘扬好这项非物质文化
遗产，让其在新时代更好地发挥
积极作用，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有关部门要做好年画的历史
渊源、沿袭传承、内容种类、画法
技艺等方面的收集整理工作，通
过多种渠道扩大年画的影响力，
在场地、资金、技术等方面为年画
传承创新提供便利。

年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也要做到与时俱进，从内
容、形式、技法等方面不断创新，
运用现代科技提升产品质量，使
产品与时代发展接轨，满足新时
代人们的装饰需要和审美要求。
同时要通过参加展览、展会等形
式，不断提高产品知名度，通过办
班、收徒等方式，引导并培养更多
的人加入到年画制作中来，让这
项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
瑰丽的光彩。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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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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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

一年一度的春节是中国人最为
隆重的传统节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这首写春节的诗，总会让人感受
到春节热闹喜庆、祥和团圆的场景。

腊月二十三祭灶后，家家户户开
始为过年而忙碌起来：炸丸子、蒸年
糕、炖肉、灌香肠，香味弥漫在每一个
角落。接着就是彻底的大扫除，把屋
子打扫得一尘不染，贴上喜庆的春
联、福字，挂上寓意美好的年画，整个
家瞬间就有了年的味道。买新衣服
是孩子们最期待的，穿上新衣服，才
有过年的感觉。放鞭炮也是过年的
重头戏，“噼里啪啦”的声响，热闹非
凡，年味儿就在这烟火气里。除夕

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团圆饭，
看着春晚，热热闹闹守岁到凌晨。大
年初一开始，走亲访友拜年，长辈给
晚辈发红包，传递新年的祝福。

墙上所贴的年画，家家户户虽不
同，但是寓意的美好却是一样的，代
表着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愿景。

《胖娃娃》年画曾经风靡一时，怀
抱鲤鱼，寓意年年有余；《金童玉女》
年画寓意人丁兴旺；《神仙》年画颇受
老年人喜爱；《寿星送福》年画寓意福
寿安康；《财神送宝》年画寓意收入增
加；《仕女》年画自带仙气儿，寓意吉
祥如意……这些看着就让人心生欢
喜的年画几乎家家都贴过，其中，《门
神》年画最常见，两位门神金盔金甲
威风凛凛，寓意平安顺意，驱邪避灾。

喜迎新春 年画增彩

年画起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
盛行于明清，是中国特有的民间美术
形式，宋代称为纸画，明代称为画帖，
清代称作画片、画张、卫画等，直到清
道光二十九年 (1849 年)，李光庭的
《乡言解颐》一书中始见年画一词，此
后便沿用下来。

从明代起，天津杨柳青、山东潍
坊杨家埠和苏州桃花坞逐渐兴起，成
为最重要的年画创作基地。

“由于各地年画产生的文化背景
不同，因而在表现手法、形式风格等
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河套年画巴
彦淖尔市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潘存
燕说，“杨柳青年画临近京城，深受宋
元院画的影响，注重写实，描绘细腻，
画面精细绚丽，颇具皇家气象；桃花
坞年画出自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擅长
描绘盛大的场景，叙述完整的故事情
节，追求重彩异色，呈江南富态；杨家
埠年画产生于齐鲁大地，又受四川古
文化的影响，作品风格质朴简洁，乡
土气息浓郁。”

今年43岁的潘存燕是土生土长
的巴彦淖尔市人，她自小受家风传
承，从小便爱绘画。

“我的姥爷是个画匠，甘肃人，年
轻的时候从甘肃一路逃荒到巴彦淖
尔市。”潘存燕说，“那个年代，手艺人

很吃香，周边十里八乡都找我的姥爷
画墙围，彩绘红躺柜、碗柜、棺材等，
题材以花鸟、山水为主。”

潘存燕的舅舅和妈妈是她姥爷
的得力助手，每当姥爷接了大活，一个
人忙不过来时，就会带着她的舅舅和
妈妈一块儿去干活。只有四五岁的潘
存燕被妈妈带着，坐在小板凳上看着
大人们干活，一看就是一天，一颗绘画
种子就这么种在了她小小的心里。她
无师自通，拿起画笔便可画出一朵漂
亮的花朵，受到大人们的夸赞。

古韵千年 代代传承

2002年，20岁的潘存燕在绘画
方面已经磨炼了好多年，她逐渐发现
传统的河套年画表现形式单一，造型
呆板，决定走出巴彦淖尔市拜师学
艺，让河套年画丰富起来。

她先是在天津杨柳青从最基础
的画工做起，学习了一年。之后，又
拜师两位佛绘老师，学习敦煌壁画的
画法。

多处拜师学艺的经历，让潘存燕
在河套年画的画法上更加得心应手，
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在天津杨柳青一年的学习，让
我的绘画技法有了脱胎换骨的转变，
承家族画法，我以前的画法粗犷立
体，在多方学习后，我在河套年画中
融进了细腻柔和的笔触，使得画面呈
现出一种简而不陋、精巧秀美的质
感。”潘存燕说，这样的画风使得河套
年画在市场上更加受欢迎，人们纷纷
找她订制孩子圆锁生日宴、老人寿宴

等喜宴上的画作。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贴在墙上的年画不再受欢
迎，潘存燕把年画做成了挂历、台历
等形式，同时又开发了多种文创产
品，把年画画在了钥匙扣、冰箱贴等
文创产品上，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客户
的需求，产品供不应求。

每年春节前，都是潘存燕最忙的
时候，她带着社区里的 10多位画工
每天忙到深夜，赶制着不同形式、不
同内容的年画，累并快乐着。

“年画是中国的，年画是民俗
的，年画是童年的印象，年画是故乡
的梦境，年画是祖宗先辈留给后人
的文化遗产。先人希望好事成双，
希望神虎镇宅，希望百福临门，希望
天下太平……他们把所期冀的一切
表现在年画里，我们要把这项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留住美好的
记忆。”潘存燕说。

拜师学艺 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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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连年有余》。

年画《蛇运亨通》。

年画《五子拱寿》。

年画《龙行天下》。

年画年画《《福娃玉女福娃玉女》。》。年画年画《《福娃金童福娃金童》。》。年画年画《《过大年过大年》。》。

年画《瑞雪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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