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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木版年画艺术风格探析
许宪生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艺术系，福建 漳州 ３６３０００）

［摘　要］闽台木版年画起源于中原，随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文化交流的扩大传播到闽南、再由闽南
传播到台湾。在题材与形式上，泉、漳两地的木版年画与其民俗文化联系紧密且种类繁多，以表现

民俗活动、历史传说、戏曲故事等为主；台湾木版年画与闽南木版年画类似而略有创新。就艺术特

色与风格而言，闽南木版年画注重凸显以大红、朱红为底套印的形式美，采用水印为主的多版套色

技法，版线粗犷，富有装饰性；而台湾木版年画既有泉、漳两地木版年画的元素，又有其海洋文化张

扬个性和多元融合的特点，皆以水印多版套色为主，线条圆转多姿、曲动柔和。传统传承方式的落

后和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了闽台木版年画在近代的衰落，以新的传承模式来对闽台木版年画

进行保护和开发，是其再现活力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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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清初，闽台民俗文化交流活跃，大批闽南人
移居台湾，闽南民间木版年画作为与民俗生活、宗教

信仰紧密相联的物品也随之大量传入台湾，与台湾

民众的生活、文化和情感融为一体。闽台木版年画

以其突出的地域色彩和独特的民间艺术特色而备受

人们喜爱，其形式丰富多彩，风格别具特色，是我国

民间年画艺术宝库中一份珍贵的文化财富。近年

来，随着海峡两岸民间艺术交流频繁，闽台民间美术

的研究与传承显得越来越重要。目前对闽台民间美

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传承与保护上，对其艺术

风格的分析多侧重于表面特征的描述，而对其风格

形成之历史文化背景的考察则较少。本文试从清代

闽台民间木版年画的历史源流、文化渊源、传承关系

等历史文化背景角度入手，分析探讨闽台木版年画

风格的形成及流变。

　　一、闽台木版年画的起源

福建泉州、漳州民间木版年画业始于宋代，兴于

明代永乐年间，其鼎盛期贯穿整个清代。据史料记

载，北宋灭亡后，大量年画艺人随宋室南迁，逐渐形

成年画两大发展区域，南方以浙江为中心，逐渐向福

建、广东、江苏沿海一带发展，北方则以河南、山东、

天津等地最为兴盛。随着闽南地区于唐代之后经济

社会的迅速发展，与中原腹地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

由中原地区传入的木版年画艺术很快扎根于闽南民

众生活的沃土中并得到了发展。而且，宋代福建的

刻版印刷作坊已比较发达，同时期民间雕版印刷技

术的广泛应用，也为民间木版年画的广泛传播奠定

了坚实基础。作为闽南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独立的

民间艺术形式，闽南木版年画以描写和反映世俗民

风为显著特征。清代是我国木版年画的鼎盛时期，

各地木版年画创作，风格迥异，千姿百态。福建泉

州、漳州以其年画作坊多、规模大、销量大、样式多而

著称。至清末民初时期，泉州年画作坊仍达２０家之
多，有三兴、重美、道兴、福记等，大多集中于道口街

一带；漳州年画作坊亦有１２家之多，分布在旧桥、台
湾路、香港路、联仔街等街区，其中以历史悠久的

“颜锦堂”年画作坊最为出名。闽南木版年画不仅

畅销于福建、广东两地，而且还大量销往台湾地区以

及东南亚各国。据资料考证，每次台商来泉、漳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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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都以数百“刀”成交，若是门画则以“对”计算，

成交额都在数千对以上。［１］木版年画市场的繁荣可

见一斑。清代的闽南木版年画艺术日臻成熟，年画

业日益繁盛：一是题材与形式逐渐丰富，印刷技艺不

断提高，年画风格逐渐定型；二是年画需求量大增，

年画作坊增多，年画商品畅销海内外。闽南木版年

画业的兴盛，一方面是因为它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

具有深厚的人文气息；另一方面还与闽南所处的优

越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关———唐宋之

后的泉州港、明代中叶的漳州月港和清代的厦门港

相继兴起，客观上推动了闽南经济、社会、文化的繁

荣，也促进了包括木版年画在内的民间美术的发展。

在移民时期，两岸文化关系与文化创意产业的

交流，主要表现为大陆文化向台湾的单向传播。清

代以后，大量闽南人迁入台湾，造成了台湾与闽南在

方言、民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相似。相通的语言、

相似的民俗习惯和相同的宗教信仰，使深受中原文

化影响的闽南木版年画一经传入台湾便为广大民众

所接受并得到广泛传播。清代台湾年画作坊大多在

台南市，集中于赤莰楼附近的新美街（古称“米”

街），年画商品自制自售。其赖以生存并迅速发展

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闽、台文化存在着共同的审

美情趣，这种情趣是海峡两岸民众审美心理的历史

积淀和相互融合的结果；二是民间木版年画作为一

种与习俗形式相依存的商品，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

望，是台湾民众对乡土故国的一种情感寄托；而清代

闽南木版年画的繁荣及在台湾的广泛传播，又为清

末台湾木版年画的发展与风格形成进一步奠定了

基础。

　　二、闽台木版年画的题材与形式

泉州、漳州是我国历史悠久的著名文化古城，也

是同时期全国民间木版年画最多的产地之一。经过

历代民间艺人的创造和各种民俗活动的熏染，闽台

木版年画的内容和题材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泉州

是对外航运的大港口，民俗活动相当丰富，据《闽

书》记载：“泉中上元后数日，大赛神像，装扮故事，

盛饰珠宝，钟鼓震鸣，一同若狂。”［２］（Ｐ２０８）足见当时民

俗活动的盛景。另外，泉、漳民间几乎月月有挂灯笼

的风俗，尤以年画装饰的纸灯最多，百姓按月份时节

张挂，以显民俗时节的气氛，故其木版年画创作十分

注重表现具有文化内涵的各种民俗活动。漳州年画

业在清代形成兴旺局面，以颜氏家族为代表的漳州

木版年画在清末时画样达１５０多种，成为点缀节日、
祈福消灾、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间美术形式。

泉州、漳州木版年画从其功能、题材及形式来

看，大致可分为四大类：一是以门神为主的神灵佛道

题材，包括武神、文神、福神、幼神等；二是以表现民

俗风情为主的中堂画年画题材，包括戏曲人物、神话

传说、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等；三是以喜庆吉祥为主

的年画装饰题材，包括以福寿平安、保生大帝、添丁

进财为主的年画，也包括用于装饰花灯的图样以及

过节张贴窗门的福禄寿喜、春牛图等；四是以祭祀为

主的宗教活动题材，包括专门用于敬天、驱灾、保平

安的纸马图样和专供寺庙贴的门画以及冥纸、签诗

等。从现有画册和资料看，漳州木版年画的题材和

品种要比泉州木版年画丰富，除了与泉州相同的门

神、中堂画、年画、灯画、连环画、纸马、门画外，漳州

年画还有门顶画、装饰画、装饰花样、刻纸、挂钱等，

另有一种表现飞禽走兽、麒麟献瑞、博古图案等的门

画专供寺庙贴用。就形式而言，闽南木版年画多根

据适用的地方、场所、尺寸等条件来制作和张贴，如

大门贴门神、门顶画，大厅贴中堂画，屋宇贴连环画、

装饰画、年画，米缸、箱柜上贴斗方画等，显示了民间

艺人在地方民俗文化中创造出的形式美。

与泉州、漳州年画相比，台湾的年画题材种类并

不多，大致可分为门神、年画、功德纸、挂钱、刻纸马

等几种，其中门神有神荼、秦琼、敬德及加冠进禄的

内容等；年画有鸿门宴、徐母骂曹、八仙庆寿、天官赐

福等；功德纸有七娘夫人、云龙等；刻纸有状元游街、

乘马而来等。纸马则是适应闽台民俗刻印的内容，

如有妈祖、保生大帝、太极图等，都是泉州和漳州商

人贩卖过去的。［３］（Ｐ３６７）还有一些表现吉祥内容的镂

空雕刻小画，专供装饰神坛或糊灯之用。由于闽台

各地在祖先祭祀、民间信仰、婚丧礼仪、节日风俗上

十分接近，使得闽、台木版年画的实用功能、审美趣

味和艺术特点有许多相似之处。随着岁月的流逝，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地域文化发生了变化，台湾木版

年画虽然还保留着闽南年画表现的题材和形式，但

已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水仙、牡丹衬托的“福”字

年画等，显示出与闽南年画题材不同的内容和新意。

　　三、闽台木版年画的艺术特色与

风格

　　明清时期各地区相对封闭，技艺上缺少交流，因
此形成了区域内年画造型、色彩的程式化。各地民

间木版年画在题材取舍上大体相同。但由于各地民

俗文化的差异，人们的审美观与性格气质不同，加之

制作程序有别，故各地木版年画风格迥异。如河北

武强、河南朱仙镇、陕西凤翔等地的木版年画都属于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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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放古朴的北方风格，苏州桃花坞的木版年画则是

以表现细微、优美和精巧见长的江南风格，四川绵竹

的木版年画是以用色浓烈、造型华丽表现出其天真、

质扑的西南风格，山东潍坊的木版年画属于造型夸

张又不失稳重与大方粗犷的风格，天津杨柳青年画

则属于以线条秀丽、色彩鲜艳且刻印精致取胜的秀

美风格。泉州、漳州地处福建南部，背山面海，历史

上中原百姓因战乱多次南迁，伴随着移民和军队入

闽，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风俗习惯也随之传入，

由中原传入的民间木版年画在闽南地区得到迅速传

播。历代闽南民间艺人们在学习、临摹由中原传入

的民间木版年画过程中，运用独特的审美眼光和精

湛的工艺技术，逐渐形成了既有北方木版年画的粗

犷雄厚和江南木版年画的秀美雅丽，又兼有闽南本

土古朴神秘特点的东南沿海木版年画风格。

泉州、漳州木版年画的印刷均靠艺人的印制经

验完成。泉州年画制作基本上是采用水印及多版套

色技法，漳州木版年画则是采用水印、粉印相结合的

多版套色技法。泉州、漳州木版年画的一大特点是

注重突出在红色纸上套印的形式美，印制时先在朱

红、大红色纸上套印黄、绿二色，或加粉红作脸，或加

粉蓝染衣，而后印制墨线。所以，年画的墨线特别清

晰分明，且有底色和木味，给人一种舒适和富丽堂

皇、韵味十足的感觉（见图１）。这种表现手法是民
间艺人的审美习惯和地方民俗文化生活影响的结

果。与泉州木版年画相比，漳州木版年画在有色底

版上套印的形式更多，除了大红、朱红外，还用淡红

或黑色为底色的样纸来印制套色木版年画［１］，大红

纸用来印文神画及一般门画和门顶画，朱红纸用来

印武神画，以本色纸印幼神画（见图２），黑色纸多用
来印制冥事活动所需的各种画。闽南地区还常用水

性和半粉质相结合的颜料印在有底色的闽西纸上，

使画面苍厚中含清润，淋漓间现遒劲。另外，福建闽

南因产银，故泉州、漳州的木版年画常用银做底

色，使画面更显辉煌灿烂。［４］在同时期木版年画中，

这种工艺制法在全国绝无仅有。

泉州、漳州木版年画根植于中原传统，在闽南文

化环境的演变过程中，以其独特工艺逐渐确立了其

艺术特色和年画风格：构图饱满，完整富丽，装饰性

强，造型夸张，讲究拙趣、古朴，追求平面的美感及装

饰效果；线条曲中求畅、圆转多姿、互相贯气，粗细变

化较大，具有较强的韵律感和节奏感；色彩鲜艳厚

重、绚丽丰富，画面肌理苍劲斑驳。

台湾木版年画与闽南年画有着密切的关系。据

考，台湾最初的年画是以泉州人王墙从福建泉州带

图１　泉州木版年画《狮衔剑》

图２　漳州木版年画《春招财子》

入台湾的门神画和其他年画作为画样加以刻印

的。［２］（Ｐ２０９）台湾木版年画在保留闽南年画风格的同

时，红色纸上套印的年画已不多见，表现出台湾木版

年画自身的特点。台湾木版年画套色皆以水印多版

套色为主，也揉进了漳州年画的画样、风格和技法。

虽然有些画样是闽南木版年画的重刻本，如神荼郁

垒（见图３）、鸿门宴、徐母骂曹、保生大帝、狮头等，
但在翻版刻制、套印的同时，年画的造型、图案和色

彩均有所变化。此外，尽管台湾木版年画作品的花

样不多，但有些题材内容在其他年画产地中却很少

见。［３］（Ｐ２０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闽南木

版年画特有的在红底套印风格的画面在台湾木版年

画中也鲜有看到，而中黄底套印的“七娘夫人”、纸

本色套印的“保生大帝”等样式的年画较多。由此

可见，台湾木版年画的花样、形式、套印技法已逐渐

表现出其自身的艺术特点，台湾木版年画的创作是

以替代的方式完成的，在风格演变形式方面极善

“拿来”和改造；而闽南木版年画的风格演变则为扩

展型，其样式一旦创造出来，就作为一种固定的蓝本

世代相传并不断丰富其种类。总之，台湾木版年画

既有泉、漳木版年画元素，又有海洋文化张扬性较强

和多元文化的特点，年画套色皆以水印多版套色为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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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线条圆转多姿、曲动柔和。

图３　台湾木版年画《神荼郁垒》

　　四、闽台木版年画的衰落与前景

闽台木版年画与全国各地年画一样，随着时代

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也经历了发展、兴盛与衰落的

过程。闽南木版年画在发展历程中沿袭了一套约定

俗成的传统经营模式，形成了独特的制作技艺与年

画风格。台湾木版年画在其从闽南传入到发展、兴

盛的２００多年间，传承闽南年画制作技艺，融入多元
文化及地方审美情趣，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师徒

传授、父子传承的民间传承模式，决定了闽台木版年

画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

民间审美心理的影响，从而产生风格流变，这也是以

中原文化为依托的闽南民间木版年画艺术的典型特

征。民国初年，闽台木版年画在维持了一段短暂的

繁荣后，由于清末民初彩色月份牌年画、民国时郑曼

陀擦笔水彩月份牌年画的出现，以及西方各种制版

技术的普及和印刷技术的传入，闽南木版年画开始

走向衰落，其大多数木版年画作坊在抗日战争期间

先后破产。之后，由于时代变迁，在经历了“文化大

革命”的浩劫、现代经济和多元文化对民俗活动的

冲击后，传统的闽南木版年画制作至今已是凤毛麟

角，面临断代失传的危险。漳州木版年画在颜氏家

族后人的悉心保护下，至今仍存有数百块明清年代

的年画雕版和数千块字版，泉州木版年画的雕版在

内地已失传和灭迹，在台湾还幸存少数传统木版年

画工艺的传人，保存着许多在泉州、漳州已经失传的

珍贵的年画与刻版文物，这为两岸民间美术包括木

版年画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参照。

随着国家经济的腾飞及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

视，近年来，闽台木版年画珍贵的文化价值已受到国

内外专家学者、政府文化部门的关注，建立民间木版

年画的保护机制，对传承、研究和开发这一非物质文

化遗产非常重要。许多国内研究机构以及台湾、香

港、新加坡等地的艺术博物馆、书画出版商曾多次来

漳要求购买民间木版年画。作为优秀的传统民间绘

画艺术，漳州木版年画文化内涵丰富，其产业性发展

前景还是可观的。我们应该利用现代影像、录音和

数字化手段将漳州木版年画传承人的工艺印制过

程、泉州木版年画资料，以及台湾现有的木版年画工

艺和民俗活动等资源，编辑成影视类闽台木版年画

史，或制作成音像制品、多媒体制品，结合实物展示，

以促进这一艺术形式的传承和发展。这样，既可供

公众欣赏珍贵的年画作品、了解两岸民间年画渊源

及艺术特色与风格，又可为专家学者研究民俗学、闽

南风情、戏曲等提供珍贵资料。以新的传承模式来

对闽台木版年画进行保护和开发，应是闽台民间木

版年画再现活力的努力方向。

　　五、结语

闽台木版年画起源于中原，随经济社会的发展

和文化交流的扩大，传播到闽南地区、再由闽南传播

到台湾。闽南木版年画在传承深厚的中原文化底蕴

的同时，也不断从闽南民间艺术中吸取养分，逐渐具

有了较强的程式化特征。而作为闽南文化延伸的台

湾木版年画，在逐渐本土化的衍变过程中融入了更

多的市俗气息和多元文化元素，这种特征是台湾木

版年画“拿来”与“改造”艺术之根本，也是台湾历史

文化环境因素所致。总体上，闽台木版年画艺术发

展的特点是以泉州、漳州向台湾外输为主，而以相互

交流与融合为基础。闽台木版年画根植于传统的艺

术沃土，并与闽南的经济文化、民风民俗相互影响，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统木

版年画的艺术宝库，它所表现出的闽台民俗风情、文

化内涵与艺术风格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艺术价

值和民俗文化价值。我们应高度重视闽台木版年画

艺术的保护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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