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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的门神是神荼和郁垒。《山海经》里有这么一则

故事，东海之中有一座度朔山，又名桃都山，山上有一棵大

桃树蟠曲三千里，其东北面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门，各种鬼怪

们由此进进出出，有两位神人神荼和郁垒日夜守护在此，对

于“恶害”的怪物，神人就会“执以苇索”喂老虎。由此，神荼和

郁垒成了最早的门神。汉代蔡邕《独断》就有了对相关的新

年习俗的记载：“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悬苇茭，画虎于

门。”

年画，是我国古代民间传统艺

术。扎根于百姓生活土壤的年画，

在艺术之林里有如山花般灿烂而勃

发的生命力。年画自诞生之初，就

和百姓的美好祝愿息息相关。据许

慎《说文解字》：“年，谷熟也。”

年画的

雕刻神人的形象颇有难度，人们通常用两块桃

木板分别书写神荼和郁垒的名字来代替。而因为故

事中二神在大桃树下捉鬼，桃木被视为有辟邪功能

的仙木，所以这样的桃木版又被称为“桃符”。李

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桃之精生在鬼门, 制

百鬼, 故今作桃人梗著门以压邪, 此仙木也。”“桃

人梗”也就是神荼、郁垒二神了。

到了后来，随着明代小说《西游

记》的流行，里面有关秦叔宝和尉迟

恭镇守宫门的典故流传开来，从此这

两位现实中存在的武将逐渐代替了神

荼和郁垒，成为最流行的门神。门神

的形象众多，各地作坊还生产了《封

神演义》赵公明、燃灯仙人，《东周

列国志》孙膑、庞涓，《东汉演义》

姚期、马武等门神系列。在抗日战争

时期，美术工作者们创作了“抗战门

神”“保家卫国”等新形象年画。

总把“新桃”换旧符

神荼 郁垒

杨家埠年画

潍坊市博物馆藏

年画主要在民间流传，史书和

画论中几乎难觅踪影，因而名字在

很长的时间里都不统一。宋代孟元

老 《 东 京 梦 华 录 》 中 叫 “ 纸 画

儿”，明代刘若愚《酌中志》称

“画贴”；清代初年，北京地区把

从天津卫传来的年画叫“卫画”，

杭州一带称为“欢乐图”，苏州的

《清顾禄》写的是“画张”，四川

绵竹叫“斗方”。直到清道光二十

“年画”才出现不到两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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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刀将军

佛山年画

佛山市博物馆藏

门神

杨柳青年画

天津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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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禾收割后也就到了年尽岁终，辞旧

迎新的百姓对来年寄予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的期望，为了驱邪禳灾，在新

年之际，人们在门户上贴守护神的形

象，祈祷卫士们能斩妖除魔，这也便

形成了最早的年画。

发展

九年（1849），李光庭《乡言解颐》

的“新年十事”里提出：“扫舍之

后，便贴年画，稚子戏耳。”明确了

年画的性质和要素。

后来，民国《京话日报》主张大

家“绘进步年画”，并刊登了一系列

“改良年画”，自此，“年画”二字

见于报刊上，名字也就逐渐确定下来

了。

1

1  蔡邕《独断》曰：“神荼、郁垒二神，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曲三千里，卑技东北有

鬼门，万鬼所出入也，神荼、郁垒二神居其门主阅领诸鬼，其恶害之鬼，执以苇索，食虎。故十

二月岁竟，常以先腊之夜逐除之也。乃画荼、垒并悬索于门户，以御凶也。”



唐代还出现了另一驱邪镇鬼的神祇——钟馗。据传唐

玄宗病中梦见有一个小鬼偷窃了自己的玉笛和杨贵妃的紫

香囊，一个相貌奇异、着蓝衣帽、袒一臂、穿靴子的壮士

将小鬼擒住并吞掉了，向皇帝自报名姓“终南山下阿福泉

进士钟馗是也”。唐玄宗醒来后，命吴道子绘成钟馗捉鬼

图。渐渐地，百姓们开始在新年之际“挂钟馗，钉桃符”

了。 

宋元时期，市民经济繁荣，雕版印刷事业

发达，大量小作坊刻印用于民俗活动的版画。

只需创作一份样稿，再用纸张扑出百余份，在

扑好的画样上接着描画，称之为“过稿”。如今高

密市的“扑灰年画”等仍沿用此法。在北宋中后

期，汴京雕版印刷空前发展，民间木版印制的

“纸马”大为盛行，手绘门神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年画的题材也日趋扩大，除了在门神画中

加入更多的神像以外，年画开始反映民间生活

的样貌，风俗、戏曲、娃娃、美女等题材一应

具备，为明清时期年画的繁荣发展打下基础。

纸马是印有神像的一种年画，人们用以焚

烧拜神，期望能上通天意，有诗句道“纸马通

消息，知音白雀还”。纸马最早出现于宋代，

佛经版画的发展为民间纸马艺术提供了传播手

段。纸马是最草根的木版年画艺术形式，面广

量大，规格不一。在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

图》中，还有一间“王家纸马”铺。

对格博古

杨柳青年画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藏

在宋代买“纸马”

大馗头

朱仙镇年画

开封市博物馆藏

榴开百子

高密扑灰年画

潍坊市博物馆藏

琴棋书画

杨柳青年画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藏

冠群英

杨柳青年画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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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沈括《梦溪笔谈》：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其卷首有唐人题记曰：“明皇开元讲武骊山，幸翠华还宫，上不怿，因痁作，将逾月，巫医殚伎，不能致良。忽一

夕，梦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绛犊鼻，屦一足，跣一足，悬一屦，握一大筠纸扇，窃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绕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鞹双

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上问大者曰：‘尔何人也？’奏云：‘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进士也。’乃诏画工吴道子，告之以梦曰：‘试为朕如梦

图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笔图讫以进，以瞠视久之，抚几曰：‘是卿与朕同梦耳，何肖若此哉。’道子进曰：‘陛下忧劳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痁得犯之，

果有触邪之物，以卫圣德。’因舞蹈上千万寿。上大悦，劳之百金。批曰:‘灵祇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

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



明代因社会经济发展，不仅手工业如造纸、制

墨等行业兴旺，还有戏曲、小说等版画插图百花齐

放。南京、苏州、徽州等地的木板刻印插图，直接

促进了苏州桃花坞年画的形成和发展。但明代能保

留下来的年画较少，目前所见的有明弘治元年《九

九消寒图》、隆庆元年《寿星图》、万历二十五年

《八仙祝寿图》等。

虽然明代的年画题材增多，但到了清代，

民间年画才真正犹如百科全书，时事新闻、风

景名胜、市井生活、历史名著等题材，包罗万

象、应有尽有。清代的年画事业极为繁荣，各

地出现了年画印制中心，北有天津杨柳青，南

有苏州桃花坞。百姓家里的年画体裁就有不下

二十种，千百个样儿的年画直接反映了人民群

众的美好愿望，丰富了百姓的日常生活。

“福禄寿”原为三颗星辰，人们为它们

赋予美好的愿望，将木星称为“福星”，将

文昌星（北斗的第六颗星）称为“禄星”，

将南极老人星称为“寿星”。三颗星辰在民

间传说中逐渐成为了神仙，在明代出现在了

迎新纳福的门神画中。寿星多为广额白须的

老人，脑门拱起如同寿桃；福神手持如意，

头戴官帽，蝙蝠随身；禄神则与升官发财有

关，也有记载称禄神是文曲星、送子张仙，

在馆内展出的《福禄寿》图里，禄神怀抱婴

儿，慈眉善目。

八仙庆寿

杨家埠年画

潍坊市博物馆藏

九九消寒图

武强年画

武强年画博物馆藏

新年多吉庆 合家乐安然

杨柳青年画

天津博物馆藏

抢当铺

杨柳青年画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

博物馆藏

燕子矶

杨柳青年画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藏

福禄寿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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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春节，诸神毕至，一张张印有神像的年画被请到家中，

护佑着中国人的年。早在汉代，门神画便已初具雏形。隋唐以

后，人们逐渐开始画神守门，期望能驱鬼镇宅。宋代始出现增

福、延寿、添丁、发财的门画。各路神仙，在一纸舞台上粉墨登

场，各司其职，护佑家家户户的平安。

摊开一张《全神》图，各路神仙，济济一堂。在过去过大年

时，各地都有祭祀天地三界全神的习俗。人们虽然未必了解三界

民间诸神，但为得到庇护，人们便将民间信仰的神灵悉数入画，

应有尽有。其实，民间审美离不开生活本身，年画大都是围绕着

“福、禄、寿、喜、财、平安、圆满”等主题创作而成，神仙的角

色造型与吉庆图案自由地结合，造出了一个热闹非凡的神仙世

界。

保家镇宅
护佑平安

《广雅·释诂》所云 ：

“门，守也。”千百年来，

各路门神手持法器，隔绝

了门外的凶恶、保卫了门

内的祥和。漫步在年画展

览 里 ， 你 是 否 能 认 出 神

荼、郁垒两位武将，说出

秦琼、尉迟恭的故事？

神荼郁垒

汉代以前，以桃梗削成偶人立于门前，故古有门前挂桃木、

栽桃树以驱邪的说法。相传在古代，苍茫的东海之中有一座度朔

山，山上有一棵巨大的桃树，它的枝杈向周围伸展，蜿蜒盘曲三

千里，指向东北的一个门口，万鬼都要由此出入。神荼、郁垒就

守在此处，一旦发现恶害之鬼，就用芦苇编成的绳索捆起来，扔

去喂虎。黄帝依此，教人把神荼、郁垒的像刻成桃木人立在门

旁，在门上画虎、二神的像，用以抵御恶鬼。汉代蔡邕《独断》

就有了对相关的新年习俗的记载：“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

悬苇茭，画虎于门。”

斩⿁钟馗

除去神荼、郁垒，唐代又新增了钟馗作为专事捉鬼的神仙。传

说中，钟馗长得豹头环眼，铁面虬鬓，相貌奇丑，但却才华横溢，

平素为人刚直，不惧邪祟。因唐玄宗李隆基游骊山时病倒，晚上梦

见了钟馗捉小鬼，醒后便命令吴道子“如梦写之”，从此钟馗便在民

间流传开来。有题诗曰：“朱砂神判下天宫、手拿宝剑带七星，顶上

平悬一口印，真言五雷将邪轰，有人请到家中去，万辈平安福禄

增。 ”

大戳锤门神

武强年画

武强年画博物馆藏

钟馗

武强年画

武强年画博物馆藏

爱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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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神图

武强年画

武强年画博物馆藏

1  本节主要参考：《神像年画》殷伟、殷斐然，《中国神仙年画经典》沈泓，《年画掌故》陈彦红

1



秦琼敬德

将军门画自汉代即有。到了明朝，门画斩鬼之

神由神荼、郁垒一跃发展到十多位英雄人物，这种

多样化的变易趋势，多是受民间小说人物影响，多

来自章回故事和戏出情节。流传最广的武将有《说

唐演义》唐代守门大将秦琼（秦叔宝）、敬德（尉

迟恭），几乎中国所有门画产地都有以二将为角色

的门神画。另有传说称，唐太宗梦魇，以二将充当

守夜门卫，深受皇上亲睐，在民间，秦琼、敬德也

被尊崇为神，被赋予除恶忠良、刚正不阿的高尚品

德。

大鞭锏门神

武强年画

武强年画博物馆藏

降福施祥
进禄加官

赐福天官

在道教里，三官为天官、

地 官 和 水 官 。 《 帝 京 岁 时 纪

略 》 载 ： “ 天 官 赐 福 ， 地 官 救

罪，水官解厄。”在道教信徒的

观 念 中 ， 天 官 便 是 降 福 的 福

神 ， 因 而 人 们 常 说 “ 天 官 赐

福”。

护⼦张仙

张仙，传说中能赐予世人

儿 女 子 嗣 。 对 于 张 仙 是 何 许

人，有多种说法，通常认为张

仙是五代时的四川眉县人，名

叫张远霄。他在游青城时遇重

瞳仙翁，得到了“能辟疫病”的

竹弓、铁弹，开始修道求真，

时常挟弹为人家散灾难，因此

被称为张仙或者张四郎，即“送

子张仙”。

从前，早夭的婴儿草草下

葬，有时会被野狗吃掉。人们

便把新生儿死亡的罪过加在狗

身上。传说中，日食、月食都

是天狗在作怪。于是，为了不

让天狗钻进烟囱里吃小孩，人

们 就 请 张 仙 拉 弓 逐 打 凶 神 “ 天

狗”。有些同类题材的年画上还

题有诗句：张仙下天台，每日

把云开；箭射云中狗，子孙准

多来。

《张仙射天犬》的故事是民间传统

年画的重要题材。此年画通常贴于厨房

的烟囱旁。民间习惯凭借汉字“谐音双关”

的特殊功能，寓意美好事物。无论是张

仙挟弓持“弹”，还是“弹”打云中犬，“弹”

与“诞”同音。张仙能为老百姓送来子女的

“诞”生，又能“弹”射天狗保护儿童，具有

“送子、护子”双重功效，因而非常受欢

迎。在民间信仰中，禄神一度曾托名为

张仙，这样一来，“禄”的有关概念中也多

了“子”的形象。

天官赐福

佛山年画

佛山市博物馆藏

张仙射天犬

桃花坞年画

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藏

财源滚滚
喜气洋洋

送财门神

财神在民间信仰中是主管财运的神灵，中国民间普遍存在春节

前后迎送财神的习俗。财神有文武之分，文财神有殷纣宰相比干、

李诡祖、范蠡等，武财神有赵公明、关羽等，其中只有文财神李诡

祖和武财神关羽获得官方正式册封。民间造神具有随意性，神话传

说、戏文唱本、或是生前立功的伟人，都可封神。

五路进财

武强年画

武强年画博物馆藏

上图是一幅表现文武财神率其众神为人间进财降福的年画。正中

桌上摆着摇钱树和元宝，有文财神比干和武财神赵公明，还有招财使

者和利市仙官；前方是和合二仙与刘海；宝贝童子和进财使者推着满

车财宝，洋溢着一片喜庆气氛。

爱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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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市仙官

在道教和民间供奉的财神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武财神赵公明。赵公明在明代小说《封神演义》统帅“招宝

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四位神仙，故被百姓奉为财神。

利市仙官名姚少司，原名姚迩益。在《封神演义》中，姚少司为救师父赵公明，被哪吒一枪射死，死后

在封神榜上被封为“利市仙官”。利市，在俗语中有走运、吉利之意，又指买卖所得利润。因此，利市仙官最

为商人所虔诚供奉。新春开市，商家则将利市仙官图贴于门上，以期能迎祥纳福、引财聚宝。

刘海⾦蟾

我国民间流传着“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钱”的俗

语，传说刘海成仙后用计收服了修行多年的金蟾，在

戏金蟾的过程中斩其一足，于是成了三足金蟾。金蟾

吐出金钱，刘海走到哪里，就把钱撒到哪里，救济了

无数穷人，于是刘海又被视为散财的神仙。

在朱仙镇年画里，绘有仙童手持树叶与口吐铜钱

的金蟾嬉戏，民间流传三足金蟾是极为罕见的祥物，

如能遇之此年必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民间刘海

也常常被视为“财神”的化身，寓意财运亨通、富贵绵

长。

刘海戏金蟾

朱仙镇年画

开封市博物馆藏

和合⼆仙

和仙寒山、合仙拾得同是唐朝僧人，是一

对贫贱之交的好友，情同手足。闻名于世的苏

州寒山寺即因寒山而得名。寺中也供奉有二仙

木雕金身。寒山持荷，“荷”与“和”同音，取“和

谐”之意；拾得捧盒，“盒”与“合”同音，谐“合

好 ” 之 愿 。 清 初 ， 雍 正 皇 帝 正 式 封 寒 山 为 “ 和

圣”，拾得为“合圣”。

和合二圣有“欢天喜地”的别称，也是著名的

“喜神”。在民间。和合二仙图既常悬挂于民舍以

保佑全家和顺大吉。又常于婚礼时悬挂，象征

夫妻相爱，幸福美满。和合二仙

朱仙镇年画

开封市博物馆藏

平安喜乐
生活圆满

司命灶君

在诸神中，人们对那些与自己有切身关系的神仙敬奉最勤。例如对灶神祭祀最多，除小年隆重祭祀，平

日逢改善生活，亦必用筷子夹一点食物置于灶王像前。

灶神的信仰起源很早。人们相信灶神是玉帝派驻各家的监察大员，腊月二十三要升天向玉皇汇报自己的

一年的功过，如果把自己的过错汇报上去，玉皇就会降灾于己。因而家家户户都要祭灶送灶，将新请的灶神

供上灶台，给灶神喝酒、吃麦芽糖，以期他为自己美言几句，祈求新的一年如意顺遂。

福禄寿星

“福禄寿”原为三颗星辰，“三星高照”预示着幸福降临。人们为它

们赋予美好的愿望，将木星称为“福星”，将文昌星（北斗的第六颗

星）称为“禄星”，将南极老人星称为“寿星”。三颗星辰在民间传说中

逐渐成为了神仙，在明代出现在了迎新纳福的门神画中。寿星多为

广额白须的老人，脑门拱起如同寿桃；福神手持如意，头戴官帽，

蝙蝠随身；禄神则与升官发财有关，也有记载称禄神是文曲星、送

子张仙，在馆内展出的朱仙镇年画《福禄寿》图里，禄神怀抱婴

儿，慈眉善目。

福禄寿三星年画是中国古代流行年画，除了上述画面，另外还

有一种象征画法，画上蝙蝠、梅花鹿、寿桃，并常画以仙鹤相伴，

用它们的谐音来表达福、禄、寿三神的含义。

三星聚在一起的故事普遍流传于明代。《西游记》第二十六回

中提到：福禄寿三星雅居蓬莱仙山，孙悟空护唐僧取经，路过万寿

山，偷吃了五庄观的人生果，恼怒之下将树连根拔下。镇元大仙刁

难了师父，于是悟空驾云到蓬莱仙山求助福、禄、寿三星。如今福

禄寿三星聚在一起，反映了百姓追求圆满的心理。

福禄寿

朱仙镇年画

开封市博物馆藏

爱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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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王

武强年画

武强年画博物馆藏



年 画 中 不 乏 美 人 的 身 影 。 明 清 时

期，年画中的女性人物多为反映和睦美

满的家庭生活、相夫教子的理想模式；

近代，女人形象的改变也来自于社会风

气与时代精神对女性身份的认同。集中

展现了时代新风与新鲜事物。年画中的

女 性 形 象 ， 如 同 一 部 微 缩 的 社 会 景 观

史。美人入画，有着万千姿态。

美人入画

亦寿考

杨柳青年画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藏

最早的美人图

金代的“四美图”，又称《随朝窈

窕呈倾国之芳容》，开美人题材年画

之先河，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木版

年画。画幅的上方刻有横批标题，上

书“平阳姬家雕印”。“四美图”集四个

不同历史时期的美人于一图，包括西

汉赵飞燕、王昭君、东汉班姬与晋代

绿 珠 ， 背 景 为 玉 石 栏 杆 、 牡 丹 、 怪

石，边框饰有回纹，上额图案为鸾凤

穿花纹，下沿纹样为蔓草，整个画面

给人以华丽优美之感，其刻印水准也

达 高 超 之 境 界 。 装 饰 性 强 ， 繁 而 不

杂，别具风韵。

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

山西临汾年画

金代

现藏于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清代年画中的女性

到了清代，年画艺术达

到新的高度。这期间，女性

人物创作的大量涌现是特点

之一。在清初，为了稳定社

会，“成教化、助人伦”的思

想直接体现于年画上，女性

人物突出“繁衍生息”和“求和

求美”的特点。美人多与孩童

一起出现，如谐音《莲生贵

子》《榴开百子》《仕女戏

婴》等，是为富贵祥和的理

想家庭的象征。

仪态万方

至于清代全盛时期，年画艺术也

随着盛世而达顶峰状态。在吉祥为主

题的发展基础之上，木版年画以社会

生产为题材的图像也大量涌现，反映

女性在生产劳作中的参与。

同时，由于官府禁止诸多小说付

梓，刻工、印工转而从事年画生产，

引入了大量的通俗小说和唱本题材。

戏曲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休闲方式，

民间艺人也将戏曲艺术融入了年画绘

制当中。“戏出年画”里，女性人物粉

墨登场。

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桃花坞年画

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藏

而清末民初，国门被破、山河飘摇

之际，承载着新思想意识的“改良年画”出

世，晚清的女性形象有了改变。年画中

反映了动荡的政治格局和日新月异的进

步思想。女性人物加入了重大政治事件

中，拥有了“反帝反封建”的情感色彩。

天津杨柳青《女学堂演武》，女子

走向室外，操练兵器、学习武术；《女

子求学》里，女学生拿起书本向先生求

问。这些年画具有极强的时代特色，借

女性对封建制度的冲击反映了新的政治

观念。
女子求学

杨柳青年画

天津杨柳青木版画博物馆藏

《骑车仕女》则表现了画家对新潮事物的美好想象。女子身穿

旗袍，头戴瓜皮帽，悠然地骑着自行车。很显然，从款式上看，作

这幅画的艺人只听别人讲过自行车，而全然没有见过，追求新生活

的进步思想就这样随着一幅幅年画向各地传播。

骑车仕女

绵竹年画

绵竹年画博物馆藏

爱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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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考：袁宙飞《清代民间木版年画女性人物图像研究》



不同地区
年画中的女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地区的年画也有独

一份的美人肖像。仪态万方，自成一派。

杨柳青年画中的女性端庄优

雅，温婉典雅，画面总体呈现清

雅细腻的特点。人物具有理想化

的特征，有着“鼻如胆，瓜子脸，

樱桃小口蚂蚁眼，慢步走，勿乍

手，要笑千万莫张口”的范式。

此外，杨柳青年画注重对女

性面容的描绘，有着“细心粉脸，

眉眼巧画”的作画口诀。“细心粉

脸”，也就是在印完墨线稿后，扑

脸上的白色粉底，然后挑红晕染

面颊，烘染眉鼻，勾染脸型及五

官。“眉眼巧画”，强调了艺人对人

物传神的处理重在眉眼。这也便

是俗称的“开脸”技法，与女子化妆

步骤竟如出一辙。

天津杨柳青

仕女游春（局部）

杨柳青年画

天津博物馆藏

桃 花 坞 年 画 中 的 美 人 轻

柔、纤弱、娴静，具有江南小

调式的清新雅致。画面整体富

有文人画风格，工整、恬淡，

色彩柔和，喜用桃红，搭配低

饱和的橄榄绿、黄、淡墨构成

基本色调，使色彩柔美典雅。

姿态娴静端庄。有口诀“手如柔

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

如 瓠 犀 。 螓 首 娥 眉 ， 巧 笑 倩

兮，美目盼兮”，绘出一位温婉

佳人。

苏州桃花坞

桐下美人图

桃花坞年画

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藏

杨 家 埠 年 画 中 的 女 性

人 物 线 条 挺 拔 简 练 ， 刚 劲

有 力 ， 色 彩 对 比 强 烈 ， 善

用 纯 色 ， 主 要 以 红 、 蓝 、

黄 、 绿 紫 为 主 ， 粉 红 为

辅 。 在 人 物 塑 造 上 ， 体 现

饱 满 圆 润 、 健 康 富 足 之

感。

山东杨家埠

女学堂演对图

杨家埠年画

图源：网络

高密扑灰年画中的仕女，风

格素淡、潇洒，表现出的是肆意

的写意风格。从人物形象来看，

姑娘小媳妇都有着白皙的粉脸，

柳眉凤眼，质朴可人。自然平和

的表情，流畅细腻的线条，生动

活泼的画面使人过目难忘。

山东高密

三娘教子

高密扑灰年画

潍坊市博物馆藏

绵竹年画中的女性婀娜多

姿，呈现出“S型”的曲线美。有

成都竹枝词云：“蓬松云鬓美丰

姿，短短旗袍更入时。浓抹肥

脂 香 四 射 ， 惹 他 蜂 蝶 喜 追

随。”

绵竹年画的制作技法别具

一格，其制作多先以木刻板印

墨线，再敷以彩绘，几乎无色

版套印。可以“明展名挂”来总

结：“展”是指梯染，即借助色

彩同类色的深浅产生渐变，造

成了深、浅、明、暗的过渡，

增 加 了 画 面 的 节 奏 和 装 饰 趣

味。“挂”是指白粉线勾勒。这

种技法使画面精细、艳丽。

四川绵竹

执伞女子

绵竹年画

绵竹年画博物馆藏

月令牌中的女性

月份牌年画诞生于十九世纪中后

期，最初实际上就是外国商人为了推

销商品所做的广告宣传画。民国时期

的月份牌女郎一改前态，她们大胆地

直视观众，展示着精致的日常生活，

在西方技法的光影、透视理念等的塑

造下，她们展示出更为现代、立体、

鲜明的女性美，这样直观的视觉化的

效果吸引了更多顾客。

奉天太阳烟公司白马牌、足球牌香烟肖像广告画

广东省博物馆藏

爱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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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也在年画中被赋予

了 保 家 卫 国 的 内 涵 。 杭 稚

英、谢之光等11位画家在上

海 沦 为 “ 孤 岛 ” 期 间 创 作 了

《 木 兰 荣 归 图 》 ， 以 古 喻

今，借历史上的替父从军的

木兰表明国难之下爱国的热

心 。 同 时 期 唐 铭 生 的 作 品

《李霞卿环球飞行》里的艺

人 李 霞 卿 ， 也 曾 饰 演 过 “ 木

兰”的她，倡导妇女就业、航

空救国、开展国际援华抗战

活动，在海外作飞行表演募

捐。画家笔下的李霞卿自信

大方。

解放以后，新中国展开了

对“新年画”的提倡和号召：“在

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

新的、愉快的斗争生活和他们

英勇健康的形象。”年画贴近社

会生活的风貌，凸显出劳动女

性的落落大方、朴实健壮的形

象，女性在劳动场景里自信从

容，表现出积极昂扬、向上奋

进的精神。既有宣传意义，又

有激励人心的作用。

欢喜娃娃

过大年

记忆中的年画，总有娃娃健康

丰腴、圆润饱满的喜庆造型。早在

宋代的“婴戏图”中，娃娃就在图画

中 充 当 烘 托 陪 衬 的 角 色 ； 明 清 以

来，娃娃画逐渐成为用以祈福、求

子、求富等的吉祥年画。上百种的

娃娃图样，增添了喜庆的年味，也

装饰了儿时关于年的绮梦。

麒麟送子
        求子类

我国现存最早有关麒麟的记载见

于《诗经》：“麟之趾,振振公子，於

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於嗟麟

兮 。 麟 之 角 ， 振 振 公 族 ， 於 嗟 麟

兮。”麒麟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四灵”

之首，被称为“仁兽”，诗中既将美德

与 麒 麟 相 关 联 ， 又 赋 予 了 其 人 丁 兴

旺、生活幸福的寓意。传说中，麒麟

吐玉书而孔子生，因而麒麟送子是贤

士诞生的兆头，《麒麟送子》则应用

于“求子”类年画中。

儿 童 象 征 繁 衍 生 息 和 家 族 的 未

来，人们对子孙寄托了诸多美好的期

许，娃娃画自然也承载着绵延子嗣的

愿望。在年画里，吉祥物莲花、瓜等

都有生育的含义。比如，“莲”与娃娃

一起出现，有“莲生贵子”的谐音；藤

蔓绵长、瓜籽众多，有开枝散叶、子

孙满堂的联想。于吉祥物一旁绘上娃

娃，使得画面更加饱满生动，年画的

吉祥寓意也就进一步突出。

麒麟送子

武强年画

武强年画博物馆藏

在中华文化里与龙、凤齐名的麒麟，是神话中

的生物，民间认为有麒麟送生的儿童可以成才。武

强这一年画旨在祝祷新婚夫妇早生贵子。

莲生贵子

杨柳青年画

天津杨柳青

木版年画博物馆藏

瓜瓞绵长

杨柳青年画

天津杨柳青

木版年画博物馆藏

图源：张伟，严洁琼《晚清上海生活史》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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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抱鱼
        祈福类

娃娃与各种吉祥符号相结合，便

衍 生 出 不 少 吉 庆 寓 意 的 图 像 。 可 以

说，娃娃画的百种图样，就折射出百

姓对“五福”生生不息的追求与渴望。

“娃娃抱鱼”，可谓是最经典的年

画 题 材 之 一 了 ， “ 鱼 ” 不 仅 和 “ 余 ” 谐

音，还和“鱼跃龙门”的传说有关。据

说只有跃过龙门的鱼才能登天化龙，

因 此 鱼 也 寓 意 “ 科 举 及 第 、 金 榜 题

名”。

五子登科
        教子类

《三字经》里有这么一段：“人

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

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

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

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

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讲

的是燕山有位叫窦禹钧的人，心术不

正，为富不仁，因此激怒神明，被惩

罚命中无子。后来他大彻大悟，开始

修德，行善事，终于喜得五子。窦禹

钧教子有方，五子品学兼优，均三元

及第。三元，指科举制度中乡试、会

试、殿试的三个第一名，即解元、会

元、状元。接连在乡试、会试、殿试

考中第一名就是“三元及第”，又称“连

中三元”。五子登科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 常 见 的 故 事 题 材 ， 在 民 间 广 为 传

颂。

五子登科

朱仙镇年画

开封市博物馆藏

此画中的一对文官门神头戴乌纱帽，身穿五彩绣袍，两手各

抱一儿童，身边围绕着三个儿童，取材于五代十国时期范阳人窦

禹钧教五子读书成人，科考皆中榜的故事《三字经》中颂扬“窦

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此画寓意富贵、高登、添

喜、增寿、多子多福，取五子连科登第之意。

闹学顽戏

杨柳青年画

天津博物馆藏

娃娃的造型百搭，比如，

和蝙蝠相结合，便是“洪福（红

蝠）”；捧着寿桃，就是“祝寿

图”；和葫芦在一起，就是“福

禄”双全；骑着鸡来，是为“吉

星高照”……年画里，总有看不

完的可爱娃娃，听不完的吉祥

故事。

鱼龙变化

杨柳青年画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藏

摘葫芦

杨柳青年画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藏

禾花童子

佛山年画

佛山市博物馆藏

《禾花童子》是深受农村大众喜

爱的佛山传统木版门画，一般张贴在

房门之上。画中两童相对，一举长满

谷子的稻秆，一捧堆满金钱的宝盆，

寓意“粮食丰收，家财满屋”，反映

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爱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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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里的
谐音梗

借着⽊版⾥的⾦鸡、春⽜或奔马,我读懂了

民间⼀部厚重的喜庆辞典。送⼦的麒麟拉我

⼊伙，把我也当成了⼀个烘托节⽇的字符。
——王垄《年画⾥的村庄》

选⾃《星星·散⽂诗》，2015年第2期

年画中富含多种多样的“谐音梗”，劳动人民

擅长在生活中提取素材，用相似的形象、巧合的

数字及接近的读音，在年画里加以组合运用，达

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效果。年画借所谐之

音，为符号注入生动的巧思，富有韵味。

人们生活里总说“讨个好彩头”，谐音的美好寓意，

直接反映了百姓求吉祥、趋凶邪的朴素愿望。年画里

就有很多日常耳熟能详的“谐音梗”。

鱼

“鱼”谐音“余”，寓意连年有余，鲤鱼跃龙门也寓意

科举及第、金榜题名。

“鲤鱼跳龙门”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典故，常用来形容

那些一朝发迹或一举成名者的荣耀。见于《尔雅》：

“鳣，鲔也，出巩穴，三月则上渡龙门，得渡为龙，否

则点额而还。”《三秦记》有记载，河东有一座龙门

山，相传是大禹治水的时候，为疏通黄河凿山，而凿

得为门的形状，因而得名。两岸高且陡，每年三月，

都有上千条鲤鱼从百川汇集龙门之下，逆流而上，只

有百折不挠的鲤鱼才能跃过龙门、终成神龙，后世以

“鲤鱼跳龙门”比喻金榜题名。

鱼龙变化即出此典。图中娃娃身旁红莲盛开，身

后衬碧叶、莲蓬，他捉住了一条大红鲤鱼，鱼嘴吐出

的水中又有一条黄鲤鱼，黄鲤鱼吐出的祥云之中有一

神龙，寓意鱼跃龙门后，就能成为腾云驾雾的神龙。

流行的“谐音梗”

鱼龙变化

杨柳青年画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藏

“月”谐音“跃”。此年画意为“三鱼争跃”，用了“鲤鱼跃龙门”的典

故，以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争取美好的生活。

三鱼争月

武强年画

武强年画博物馆藏

鸡

“鸡”谐音“吉”，公鸡艳丽雄健、行动敏捷，自古以来被人们赋予

高尚的品格，传说中鸡有“五德”，寓意吉祥、功名，可辟邪镇宅、

驱瘟。

在古代传说中，金鸡居于桃都山的大桃树上，在天快亮前打

鸣，告知鬼怪们准时归来，否则，“金鸡飞下，食诸恶鬼”。“上有金

鸡，下有二神”，在早期，金鸡和神荼、郁垒都是门神的代表。

在年画中，由啼叫的公鸡和盛开的牡丹组成“功名

富贵”。公鸡的“公”与功名的“功”谐音，鸡啼为鸣，

“鸣”与“名”谐音，意为“功名”；牡丹花象征富贵荣华。

鸡鸣好运来，富贵花常开，寓意了仕途顺畅、过上丰

衣足食生活的美好愿景。功名富贵

杨家埠年画

图源网络

鸡王镇宅 金鸡报晓

桃花坞年画

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藏

爱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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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猴”

侯是中国古代的爵位之一，年画中的猴子作为

吉祥物，与蜂、蜂窝、枫、马等事物组合，表达百

姓期望加官封侯的心愿。

猴子抢桃  封侯挂印

杨家埠年画

潍坊市博物馆藏

猴子是人类的近亲，此以猴为题材的年画上下为

一组，上绘《猴子抢桃》，画面中一老者推着满满一

车桃子，在山路上被多只猴子团团围住，有的站在老

者头上，有的撕扯老者衣服，更多的猴子在抢车上的

桃子，实属一群“泼猴”了。

下绘一猴子正在戳马蜂窝，配以松树和山茶花，

“蜂、猴”与“封侯”谐音，挂在松枝上的蜂窝形似官印，

整幅画寓意“封侯挂印”，以形象生动的民间情调表达了

对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的祝愿。

画中的松树上有雀鸟，而牵着鹿的猴子正在戳马

蜂窝，整幅画“雀”“鹿”“蜂”“猴”谐音“爵禄封侯”，是借

用动物的名称，表达升官发财的愿望。

雀鹿封侯

武强年画

武强年画博物馆藏

“猫蝶”

“猫蝶”谐音“耄耋”。《礼记·曲礼》说：

“八十九十曰耄。”人们根据这解释，把“耄

耋”两字连用代称八十岁、九十岁，又作“耄

耋之年”，后来也用“耄耋”泛指年寿高，故而

曹操《对酒》说：“人耄耋皆得以寿终。”猫

蝶嬉戏，即是表达对老人长寿的美好祝愿。

猫能克鼠，鼠患害蚕，因而猫还被寄托了

“蚕业兴旺”的希望。

组合的“谐音梗”

多重的“谐音梗”

年画中的吉祥事物往往有

包含了各种组合，形成多重美

好谐音和祥瑞寓意，寄寓人们

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不妨一起来观察这对美人

条门画，看看你能数出多少种

吉祥的元素？

猫蝶富贵 蚕花茂盛

桃花坞年画

图源网络

双喜即日到

杨家埠年画

潍坊市博物馆藏

揭晓谜底

这对美人条门画，右侧画中有五只蝙蝠，谐音“五福”，五福代表五种吉祥的祝福：寿比

南山、恭喜发财、健康安宁、品德高尚、善始善终。最大的蝙蝠嘴里衔着一串吉祥饰物，最上

边是铜钱，“钱”与“前”谐音，寓意福在眼前；往下是“寿”字和一个用绳子结成的盘长，

取“长”字意，与“寿”字一起代表“长寿”；儿童扛着的竿子上挑着牡丹花和桃子，牡丹象

征富贵，桃子象征长寿。左边一幅上画有两只喜鹊代表“双喜”，上面的大喜鹊衔着的装饰物

是一个磬和一个“囍”字，表示“喜庆”，儿童扛着的竿子上挂的石榴象征着多子。两位仙女

提着的花篮里盛的都是珠宝，象征着财富。这对门画里融汇了非常多的吉祥象征物。

爱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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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粤读

年画与卯兔

兔外形小巧玲珑，灵敏机智，在古代被

认为是一种祥瑞动物，“赤兔者瑞兽，王者

盛德则至。”

在年画里，兔一般和中秋有关。明代，

拜月时焚烧的“月光纸”，即木刻版水彩印制

的神像，是传统中秋祭月所用神像纸马，纸

上就绘有站立的玉兔，手持石杵捣药。

中秋节前几天，街市上都会卖一种专供

儿童用的“兔儿爷”。说是因为兔子也升上了

月宫陪伴嫦娥，也要敬重它。在中秋当天，

还有“祭兔爷”的习俗，人们供奉祭品和兔儿

爷，祈祷平安吉祥。

广寒宫太阴皇后星君

杨柳青年画

图源网络

双兔图

山西年画

图源网络

月光菩萨

朱仙镇年画

图源网络

儿童乐境

杨柳青年画

天津博物馆藏

庆赏元宵

杨柳青年画

天津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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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年画的 吆喝

支起画棚或往肩上挑一捆，小贩们就开始叫卖年画了。要招

徕顾客，他们就必须练就一副好嗓子。当“画咧，卖画”、“买的买

来捎的捎，都是好纸好颜料，东一张，西一张，贴在屋里亮堂堂”

的叫卖声响起，爽脆明亮、合辙押韵，人们就知道，年要来了。

商家卖画时，还会根据年画的内容编词儿卖唱。桃花坞年画

是会“说唱”的年画，比如卖《金鸡报晓》时的唱词是：“大公鸡，

半夜三更喔喔啼，黄鼠狼想吃鸡，垂口水，嗒嗒滴，偷鸡不到蚀把

米……”卖《老鼠娶亲》时，哼着山歌小调娓娓道来：“年三十夜里

闹嘈嘈，老鼠做亲真热闹。格只老鼠真灵巧，掮旗打伞摇了摇。”

在山东杨家埠，“年画唱卖”的艺人会敲着扁担伴奏，根

据时事政治、风土人情、节日庆典编一段话，信手拈来，

富有生活气息。卖《摇钱树》时，唱：“家中一棵摇钱树，

强其百万富；一天摇一摇，落下无其数；老小齐打扫，盛

钱的囤子高其屋。” 

武强人淳朴爽直，卖画时也喊得响亮：“左一张，右一

张，贴在墙上亮堂堂……”“色又鲜，纸又白，年画打从武强

来，五谷丰登万民乐，谁买年画谁发财！”

人们又看又听，为了讨个好口彩，大家也乐于买上一

卷年画。有的年画在搭好的画棚里卖，人们还会在门前聚

集，聊起年画的轶事趣闻。有人索性出起了谜语：

“扶墙走、扶墙站，光穿衣服不吃饭；”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

惊。”

谜底都是“年画”。 听到的人觉得乐了，也会情不自禁

地买上两张年画。

图源：赵成伟《老北京风情系列 旧时行业》

1  参考：方博《卖年画的吆喝声》，天津日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130/13/16588383_726401673.shtml

2  原文参考：为了不把画儿折了，卖画儿的特意用高粱秸做的排子，把画儿夹着，挑在肩头，边走边吆喝。年画内容以喜庆为主，例如“连生贵子”“牡丹芙蓉”

“吉庆有余”，等等，他们一般选择在街边、胡同里比较宽敞的地方临时摆摊卖货，卖画的把排子放下，把油布铺在地上，把一叠一叠的年画打开，让围观的人们观

看，有人要就拿出一张来放到一边去，然后把这叠重新叠好，放到一边，再打开下一叠，全翻完了再往回翻一每翻完一遍之后，给买画的人结一次账，数好了张数，

算好了钱，把年画卷好裹上一张包装纸，用纸绳捆好，递给顾客，这就算完成了一份交易。）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3  参考：《中国传统美术研究》

4  参考：《铁岭老字号轶事》，沈阳出版社，2019.08，第105页

金鸡报晓

桃花坞年画

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藏

年画的记忆
作家笔下的年画，更像是一张乡愁的邮票。买年

画、贴年画、赏年画，那种种欢乐往昔，倾注在四方

的年画里，诉诸于笔端的遐想里。只要贴年画的习俗

不变，这份爱和回忆将会永远传递下去。

年画被分派好位置后，各就各位就很容易了。

通常是⽗母⼀⼿盐着画的⼀⾓，⼀⼿拿着图钉张

贴，⽽我们坐在炕上帮他们看画与画之间对得齐不

齐。我们的眼⼒有时也会出问题，待画贴好了，从

炕上跳到地上再仔细⼀望，原来贴歪了。于是，⼤

家就在笑声中重来，这更让⼈感觉到年的滋味的浓

郁。

（迟子建著，《那个唱着说话的地方，浙江少

年儿童出版社，2017.03，第82页）

腊⽉⼩年，是要扫尘⼟的。母亲把笤帚接上⼀根

长长的⽊棍，头上系上⽑⼱，屋⼦和院落以及旮旯犄⾓

都要彻底清扫，桌⼦板凳、盆盆罐罐都要擦拭⼀新。然

后就是⽤四叔从学校拿回来的旧报纸糊墙、贴年画了。

贴年画⼀般是⽗亲的事，母亲在远处指挥，往左往右，

⾓低⾓⾼，年画要贴得周周正正，⼤⼤⽅⽅，就像⼀年

的⽇⼦。年画贴毕，已是⼣阳衔⼭，鸟⼉归林，炊烟浩

荡。⼀家⽼⼩环顾⼀周，顿觉⽼屋焕然⼀新，明亮润

贴，喜庆⽆⽐，⼼也开了⼀扇窗。

在我家⾥，贴的最多的是“红灯记”“西游记…西

厢记”“岳飞传”等⼀些成幅的年画。贴好年画后，爷

总要坐在炕上，眯起眼睛看⼀阵⼦，就像看见那些陈旧

的故事，家国的坎坷，以及⽇⼦的美好，他的唇⾓泛起

淡淡的微笑。

……

年三⼗，早起要贴对联、“福”字的。破旧漆⿊的

门扇上贴秦琼、尉迟敬德和“出⼊平安”，猪圈上是

“肥猪满圈”，鸡窝上是“⾦鸡满架”，粮仓垛上是

“五⾕丰登”，⽯磨上贴“福”宇等。最不能少的是，

家家户户门楣下都要挂上⼤红灯笼。暮⾊四合时，那些

灯笼在寒风⾥飘摇着，点燃农家⼈⽕⼀样的热情和希

望。若站在⾼处远望整个村庄，就会看见，云朵是天空

的年画，村庄是尘世的年画，温和⽽安静。

如今，年画⾛远了，只留下影影绰绰的记忆，就像

我们初来尘世的⼀些美好，再也找不到，不由⼼中泛起

⼏许怅然。

（经典文库编委会编，《远去的老调》，河海大学

出版社，2019.05，第56页）

第⼆天，⽗亲从供销社买回来⼀卷⼦年画，

花花绿绿的年画印着龙凤、鲤鱼、荷莲、捧着硕

⼤鲤鱼的福娃，还有四联⼀组的传统戏画，每⼀

幅画都是那么喜⽓洋洋、艳丽夺⽬。让我记忆犹

新、深深刻在脑海⾥的是“低标准三两粮”那年

的春节，⽗亲买回的年画中有⼀张是福娃⼿⾥举

着⼀只碗，碗底对着我们，画上写着：看谁舔得

⼲净。福娃那张笑脸，越看越像苦笑。那张反映

现实⽣活的年画如果保留到今天，那可太有意义

啦。那个时候吃完饭，每个⼈都把碗舔得锃亮。

可能从那个时候养成了习惯，⾄今吃完黏稠的⽟

⽶糙⼦粥，我也不⾃觉地把碗舔⼀遍。

年画贴到新糊了报纸的墙上，屋内⽴刻焕然

⼀新，让⼈眼前陡然⼀亮，⽆不显⽰着喜⽓洋

洋、欣欣向荣的节⽇景象。那个时候，年前⼏乎

家家户户都贴年画，困难家庭买旧报纸糊墙，家

境好⼀点⼉的买⽩纸糊墙，⽤花纸糊墙围⼦和顶

棚，那更是亮堂。

我们⼩孩⼦结队挨家逐户观赏，尤其对每家

的年画看得津津有味，⽐看⼩⼈书还过瘾。每到

⼀家，⼤⼈们就往我们兜⾥塞好吃的，有年糕、

脖脖、糖果、花⽣、⽠⼦、⽔果等，每个⼈兜⾥

都装得满满的，不仅饱了眼福，也饱了⼝福。⼩

屁孩们兴奋得⼤呼⼩叫，东家⾛西家串，甚是热

闹，把要过年的⽓氛烘托得越发浓了。

（ 范 亮 ， 《 那 年 那 月 》 ， 大 连 出 版 社 ，

2017.08，第13页）

年画里，绘的是丰富多彩的民间风貌，如杨家埠年画

歌谣唱的：“巧画士农工商，描绘财神菩萨，尽收天下大

事，兼图里巷所闻，不分南北风情，也画古今轶事。”可谓

是“丹青百幅千般景，都在新年壁上逢”。

年画里，还绘有新新世界里的摩登女郎、琳琅商品。

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说：“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

城来买画儿贴。时常闲了，大家都说，怎么也得到画儿上

去逛逛。”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大家都愿意花钱买上

几卷年画，神思遨游于九霄，仿佛人也在画中游过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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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神最初的形象是武门神，也就是我们常说

的武将门神、将军门神。武门神往往成对张贴

于庭院的⼊院⼤门或临街⼤门上。下⾯哪⼀对

是最古⽼的门神？

  C.福禄寿三星门神              D.和合⼆仙

A.四川地区      B.潍坊沿海⼀带

C.江南地区      D.华北地区

2.“年画⾥的中国”展览中有⼀对猫

门神《黄猫啣⿏ 逼⿏蚕猫》，张贴

在蚕房门上，既保佑蚕宝免遭⿏害，

⼜提醒⽣⼈见图⽌步，以免异味、冷

风、细菌、⽣⼈等对育蚕不利，反映

了哪个地域⽤蚕猫避⿏的农事⽣产习

俗？

 C.武强年画
《三鱼争⽉》

3.以下哪⼀幅年画没有玩谐⾳梗？

B.武强年画
《雀⿅封侯》

D.杨柳青年画
《双美⼈图》

4.“年画⾥的中国”展览中有⼀对闺

秀房门画，以⽯榴寓意多⼦多福，画

风⼯巧细腻。请问这是哪⼀种年画？

5 .天津杨柳青年画中有⼀幅《⼗不闲》娃

娃游乐图，呈现了年画娃娃吹拉弹唱的可

爱画⾯。“⼗不闲”是清代中期兴起的⼀

种曲艺表演形式，是由哪种曲艺形式演变

⽽来，并在天津的茶馆与戏园演出？

8.传统历画是与农事和节令密切相关的

⼀种年画。绘制内容将当年的节⽓信息

与物候变化相结合，辅以图画、诗⽂

等，构成⼀幅图⽂并茂的“挂历”。

“年画⾥的中国”展出了不同年画产地

的《九九消寒图》历画。请问《九九消

寒图》是民间为哪⼀个时节⽽贴绘的年

画？

6.“年画⾥的中国”展出了⼀幅桃花坞

年画《新增四海野⼈精后本》，呈现出

丰富的妖怪形象。当年⼈们从画店⾥购

买这种妖怪年画，其主要⽤途是什么

呢？

9 .以 下 哪 些 年 画 中 的 物 象 有 长 寿 的 寓 意

（可多选）？

A.⽼虎   B.猫咪   C.鹌鹑   D.蝴蝶   E.松树   

F.灵芝   G.⽯榴   H.喜鹊   I.仙桃    J.仙鹤    

K.鱼      L.鹌鹑

爱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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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一份来自年画的任务卡

7.“年画⾥的中国”展出了⼀幅民国时期

的故事年画《薛仁贵征东⼤破摩天岭》， 

讲述了周⽂、周武助薛仁贵⼤破摩天岭，

杀死红慢慢、箭伤猩猩胆的故事。请问薛

仁贵是哪⼀朝⼤将？

A.唐朝      B.宋朝      C.元朝      D.明朝

1.B  2.C  3.D  4.A  5.B  6.D  7.A  8.C  

9.BDEFIJ

A.⾼密扑灰年画

B.潍坊杨家埠年画

C.天津杨柳青年画

D.苏州桃花坞年画

A.⽴春

B.⽴冬

C.冬⾄

D.春节

A.昆曲  B.凤阳民歌  C.河北梆⼦  D.秦腔 A.贴在窗户上作窗花   B.祭祀

C.贴在房门上作门画   D.贴在灯上作灯画
A.秦琼 敬德                     B.神荼 郁垒

A.杨家埠年画
《新春⼤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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