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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逄春阶

6月26日下午，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化馆，
记者见到了四位胶南年画创作者——— 陈明、徐
明斋、庄向辉、田胜，饶有兴致地听老中青三
代画家讲述胶南年画的故事，别有滋味。

胶南年画弥漫着的泥土芳香、海风韵味、
烟火气息、时代烙印、现代风格……给人以独
特视觉享受。我脑海里涨满了天马行空的大胆
想象，不禁感叹，大美在民间，高手在民间。

年轻人画画的热情被点燃了
胶南年画源于胶南县。为便于叙述，先对

行政区域的变迁作个交代。青岛西海岸新区地
域在历史上曾分属胶州、诸城，1946年成立胶
南县，1956年裁藏马县入胶南，隶属昌潍专
区。1958年胶南县划归青岛市，1961年复归昌潍
地区，1979年1月再划归青岛市。1990年12月18
日，胶南撤县设市，2012年胶南市、黄岛区合
并，设立新的青岛市黄岛区。2014年6月3日，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青岛西海岸新区，范围
包括青岛市黄岛区全部行政区域。1989年，这
里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
乡”。

“胶南年画”已经成为专属名词。68岁的
陈明是胶南年画的领军人物，主要创始人之
一。陈明说：“我喜欢年画，我们出生后第一
眼看到的画就是年画，又看着年画长大，对年
画感情深厚，不学自会，就像生在海边的人会
打鱼一样。”

陈明1968年入伍，在北海舰队直属政治部
宣传科，恰好董希文（巨幅油画《开国大典》
作者）的学生高泉也在舰队当兵，陈明就跟着
高泉学西画，打下了很好的绘画基础。

1979年前，昌潍地区管辖的潍县是全国三
大木板年画产地之一，昌潍地区有一个庞大的
年画创作群体，年画是整个地区的文化“主打
产品”，胶南自然也在其中。

1971年，陈明退伍，后成为胶南文化馆美
术组负责人。“胶南县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赵
清溪，很重视年画创作，1972年上半年他提
出：‘你们要办个班啊！’我骑自行车跑遍了
全县除灵山岛外的30多个公社，选拔基层有一
定绘画基础的美术爱好者，在当年9月举办了第
一次大型美术基础知识和创作学习班，当时也
不叫年画班，教着一帮人学画画就是了。王德
是画年画出身，他教勾线，我就教素描。从这
一年起，县（市）文化部门年年都办两期以上
美术创作培训班，并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
办法，共培训暨辅导创作业余美术人员两千多
人次。我记得学习班办完以后，又留下几个人
创作了一部分作品，专门搞了一次展览。正好
是十一国庆节，在文化馆图书室，下面看报
纸，顶上展览作品。当时的县委书记迟敬德带
着全体常委参观，有滋有味地点评。平时县里
的领导也经常过问。”陈明说。

年轻人画画的热情被点燃了！许多业余美
术爱好者，在忙碌的农活间隙与陈明和文化馆
的美术干部们共同探讨绘画技巧。“有几个农
村青年常在一起画画，其中一个女青年结婚
了，婆婆安排了农活，其他几个伙伴就主动去
帮着干，干完后再一起画画。全县工人、农
民、教师、学生形成了学绘画的热潮。1976
年，胶南已是昌潍地区14个县市区中年画创作
的主力县，1977年昌潍地区组织全区画家集中
在潍坊创作年画，胶南由我带队，李蓓等画家
创作的《小药圃》等作品广受好评，入选晋京
展、巡回展。那阵子，又拍电影，又出画集印
年画，很红火。”陈明说。

1977年，陈明创作第一幅年画《人欢鱼
跃》，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接着
年画《如饥似渴》发表在1978年第一期《美
术》封面。

划归青岛，靠啥出头？搞年画
1979年1月，胶南县划归青岛市管辖，12个

区市文化馆业务相同，但美术专业干部和地域
特点各有所长。

“当时的陆中立馆长起了很大作用，他找
到青岛艺术馆馆长陈国贵（潘天寿的最后一批
弟子）：‘你看我们胶南文化馆到底什么能出
头？’陈国贵对我们的培训有些接触，他说：
‘你们胶南，别的方面跟青岛各县市区比，差
距太大，但是年画这块，他们都比不过你
们！’”陈明笑着说，“陆中立回来后，就决
定主打年画。跟县领导汇报后，领导很重视，
专门从财政上立了两千块钱的项目，作为活动
经费。那时候，两千块钱，可是很了不得的事
儿呢！我们的工资才30多块钱。”

“胶南年画”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叫起来
的？陈明回忆，从1982年开始酝酿，推敲来推
敲去，还是觉得以行政地域来命名，就叫“胶
南年画”，1985年才正式定下来。

“1985年6月，胶南成立了全省第一家胶南
年画学会，第一任会长陆中立，杨文德和我是
副会长。就这样，很像样地把‘胶南年画’的
名片打出去了。1986年，我们胶南被（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定为年画基地。”陈明说。

“胶南年画”成了全市的牵挂。每次举办
学习班时，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都亲临学习班
讲话。举办画展或有关胶南年画重要活动时，
县（市）委书记、县（市）长等负责人都应邀
参加。还多次组织基础较好的业余作者到北
京、济南、成都、潍坊、青岛等地参观美展，
开阔视野，提高绘画水平。

上世纪80年代，与国内普遍兴起的年画市
场相一致，胶南年画也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期，
年画的题材着重展现农民的日常，表现形式极
其具象：电视机、自行车、火车，服装、刺绣

等等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纷纷入画，当然少
不了的是农民、渔民那迷人、开心的笑脸……

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化馆馆员、青岛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胶南年画代表性传承人田胜
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曾经有一位前辈年画
创作者，一张胶南年画一次就印制了500万张，
面向全国发行。那时每逢年节，家家户户都贴
年画，而彼时年画更突出的是其实用价值。

他们不知道谁是马蒂斯
胶南年画走到了1988年，陈明他们觉得，

“胶南年画”在当地已经成为响当当的品牌，
但是还得从学术层面上有个权威说法。“第一
个想法，先是到北京搞。我们开始先联系的是
崇文区文化馆，当时崇文文化馆是全国先进文
化馆，联系得差不多了，但总觉得还缺点什
么。最后就联系文化部社文局，决定在中国美
术馆展览。你想，一个县到中国美术馆搞展
览，想都不敢想啊。好事多磨，折腾来折腾
去，我记得，展览前言是李肇星亲自修改
的。”陈明说。

1989年1月11日至22日，《山东胶南民间美
术作品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的
一百余名作者的250幅年画、剪纸作品，引起首
都美术界各级领导和专家的重视。中国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大师
刘开渠为展览题名，美术界的专家邵大箴、姜
维朴、杨先让、李寸松、马克，漫画家丁聪、
油画家高泉等看了，眼前一亮，觉得跟他们教
学的东西不一样，反映当地的农民生活、渔民
生活，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学院派专家们都有
一种新鲜感。当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都播
出了，新华社发了通稿。

文化部出国展览中心联系出国展览，文化
馆重新组织人搞创作。1991年4月5日，胶南年
画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展出。这是我
国首次在阿根廷举办民间年画展，共展出70多
幅年画作品。阿根廷全国文艺基金会主席奥斯
寺·斯瓦拉参观画展后说：“我是第一次看到这
么漂亮、这么富有中国民间特色的艺术作品。
人民美好的愿望和丰收后的喜悦心情，在画面
上都得到充分的表达。”

随后，又有200多幅胶南年画分别到乌拉
圭、厄瓜多尔、加拿大等国展出，受到广泛好
评，许多作品被外国友人收藏。

“我们展览的时候，一个外国画家看了
说，这个像马蒂斯。当时是陆中立局长去的，
他说；‘我们这些人，不知道谁是马蒂斯，就
是画了自己的认识，画了自己的生活，画了自
己的感觉。’胶南年画很具有现代性，很具有
国际性。后来山东电视台国际部把100多幅胶南
年画作品拿到加拿大展览，还拍了一部专题
片。再后来到新加坡等国展览。”陈明道。

胶南年画近半个世纪经历了不断迈进、超
越的过程。从最初胶南的“胶南年画”，到改
革开放初期青岛的“胶南年画”、山东的“胶
南年画”，再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的“胶
南年画”、世界的“胶南年画”。

一幅幅作品是几代人心血所凝！透着地气
与灵气，涟漪一般，扩散于四面八方。政府给
力，画家出力，加之雄厚的群众基础，胶南年
画就有了底气。

胶南年画一点点地成长着
胶南的基层作者开始创作的年画，由于受

地域习俗和作者文化素质的限制，在表现形式
上有的受潍县木板年画影响，有的吸收了工笔
国画、上海月份牌年画及其他画种的一些艺术
特点，基本上处于一种模仿状态。而陈明和辅
导创作活动的文化馆美术干部们，大部分受西
方美术教育体系的教育或影响，以严格写实方
法入门，强调“真”“像”，与民间绘画作者

所掌握的技法截然不同。
陈明说：“1985年以后，通过对一些业余

作者不同的身份、生活经历和创作特点进行认
真分析，找到了一些民间年画自身发展的规
律。这些业余年画作者比较年轻，大部分具有
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
快，富有想象力，表现力比较强。他们从事不
同职业，生活丰富多彩，有很好的创作基础，
但普遍缺乏写实的基本功。因此，我们在辅导
创作的时候，首先强调选用画作者最熟悉、最
喜欢、最能‘上画’的题材，发挥自己特长进
行创作，辅导教师在不违背作者意愿的基础上
进行指导。经座谈讨论后，作者根据自己的兴
趣和爱好画成若干小草图，从中挑选出作者和
辅导教师都比较满意的，再相互提一些建议，
由作者选出其中最喜欢、构思构图较好、又有
把握画好的一幅画成大稿。小草图和大色稿完
成后，再相互研究，最后画成正稿。在这个过
程中，作者既要学习别人的长处，又要注意保
持自己作品的特色。不管谁提的建议，只有在
作者理解并接受的情况下，才可以改动画面，
绝对不准把别人的意见或表现手法强加于作
者。这样，经过几个反复，一幅画才正式完
成。”

经过陈明等人的悉心指导，创作人员长期
不懈努力，胶南年画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
格。

“刘汉进自己是印刷厂小老板，1985年参
加了15天年画创作班，画了一张《绣锦旗》。
他说为了这张画，工厂基本上停工了，15天不
去挣钱了。”陈明笑着说。

采访陈明，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笑容，笑
得灿烂，笑得开心，笑得让人放心、暖心。特
别是说到自己的弟子们获奖的时候，他能笑出
眼泪。

陈明有格局，有情怀。他让我想起了丹纳
在《艺术哲学》中说的话，产生好作品需要两
个条件：一个是艺术家自发的、独特的情感必
须非常强烈，能毫无顾忌地表现出来，不用怕
批评；二是周围要有人同情，有近似的思想在
外界时时刻刻帮助你，使艺术家心中的渺茫观
念得到养料，受到鼓舞，能孵化、成熟、繁
殖。“人的心灵好比一个干草扎成的火把，要
发生作用，必须他本身先燃烧，而周围还得有
别的火种也在燃烧。两者接触之下，火势才更
旺，而突然增长的热度才能引起遍地大火。”

没钻象牙塔，一直在泥土里
陈明与胶南年画已经融为一体。陈明说：

“从事了一辈子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只是尽心
尽力做事而已。我觉得一个‘群文’工作者，
应做到上可在京城和国家领导人或名家平静交
谈，下可在农村坑头和农民作者热烈交心。文
化艺术普及，专业协会、院校不大做这事儿，
他们也许不屑于做。但是这块得有人做，持续
不断地做。”

陈明讲了一个细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
天，他到山村看一农民作者，那家人的炕上席
子破了几个窟窿，还粘了地瓜皮。那作者有点
不好意思，陈明二话没说，脱了鞋上炕盘腿而
坐……

我说走出象牙塔，嗅到的是泥土的芳香。
陈明说：“我们压根就没钻过象牙塔，一直在
泥土里！”

美术在民间，智慧在民间，大师就在我们
身边。数不胜数的群众文化工作者，就是扎根
大地的“大师”。他们的劳作，超过了某些追
逐名利的名家，他们不讨好潮流，不讨好市
场，没有被市场所裹挟，埋头真实地反映生
活。他们小心翼翼地培护着健康文化的根脉，
他们是文化艺术的种子，在基层的土壤里生根
开花绽放异彩。

听陈明解读胶南年画，是一种享受，他没

有半点故弄玄虚，都是实话实说。
陈明说，胶南年画使用较纯的原色，同时

吸收国内外一些现代绘画流派的某些色彩特
点，因而画面新鲜又有整体感。如农家姑娘李
增梅的年画《菜园》，又大又嫩的卷心菜，有
规律地排列在画面上。鲜艳的菜色统治了整个
画面，但每颗菜的色彩还有其微妙的不同，加
上菜园中身着红装的姑娘和小花小草及小鸟的
五颜六色，使画面色彩既统一又丰富，既鲜艳
又不俗气。胶南年画在绘画工具和颜色材料使
用上遂心所欲，不拘常规。青年女工王纹在创
作年画《转团圆》的时候，画中一群娃娃的脸
蛋用笔怎么也画不出自己想象中的效果，她偶
然从自己平日面部化妆中得到启发，就把用在
脸上的化妆颜色按化妆的方法用手抹在画中娃
娃的脸上，取得了与众不同的好效果。

胶南年画在造型上，不求形似求神似。不
管画面中的人或景物是否合乎实际比例关系、
透视是否正确，只要人们觉得顺眼、好看就
行。尤其是动物，都画得很漂亮，常见的如
鸡、鹅、牛、羊、猪、狗等，身上画上花及装
饰图案。动物的眼神及面部表情常常赋予人格
化夸张，或高或矮、或长或短，都根据画面需
要而定，而不必受实际形状的限制，从而大
胆、自由、无拘无束地反应作者内心的追求。
牛宗兰创作的《群牛图》就是这类作品的代
表。

胶南年画运用简洁、饱满、装饰的构图，
跳跃、统一的色调，稚拙、朴实、夸张的造
型，创造出地方特色鲜明、具像抽象共存的独
特艺术风格。胶南年画《如饥似渴》在《美
术》杂志封面上发表后，先后在《美术》杂志
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就有五篇。

有“土味”也有“洋味”

陈明见证了胶南年画的萌芽、发展和鼎
盛。时代在变，胶南年画的实用功能也逐渐弱
化。随着年画市场的萎缩，年画创作者渐渐地
不再迎合市场需求，开始转向纯艺术创作。从
某种程度而言，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也推动
了年画向更深层次发展。

胶南年画的作者们，开始尝试转型。
徐明斋没想到自己的作品《春风》能亮相

青岛峰会。但能被选中，绝不是偶然的。《春
风》这幅作品，描绘的是，在阳春三月，大地
如茵，阳光明媚，一群青年男女和小朋友结伴
迎着和煦春风，踏着春天的脚步，尽情地放飞
欢乐。整幅作品背景用冷色调，风筝和人物用
暖色调，衬托主体，突出主题。风筝造型融合
中国传统经典吉祥造型，中国龙、狮、蝴蝶、
春燕等，作品表达出我们美好的生活。

徐明斋可谓胶南年画的画痴。他原来是地
毯厂的设计人员，曾经到青岛纺织工学院进修
过。徐明斋把地毯设计上的一些特点运用到年
画上。他说：“地毯图案跟年画有关联性，地
毯图案设计基调是吉祥、喜庆的，跟年画主题
一致。地毯色彩鲜艳，构图大胆，运用到年画
中，显得工整、秀丽，构图也更饱满。”

陈明补充说：“明斋的探索，很有意思。
地毯设计的装饰性和块面颜色的要求，跟一般
绘画不太一样，他把这些东西加进去，内容就
更丰富了。过去的年画，线条是很重要的表现
形式。而明斋的年画，线在上面并不是最重要
的，倒是色彩的铺排，有种层次感。”

53岁的徐明斋，从事胶南年画创作30多
年，特别注意新人的传承培养，进入新世纪以
来，他自己开办了青岛市黄岛区明斋画院，每
年培养学生小画家上百人。

而女画家庄向辉，把民间剪纸这种形式吸
收到她的年画中，逐渐形成她的风格。陈明
说：“庄向辉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学画，一
开始给人感觉是画得密密麻麻的，像老嫲嫲纳
鞋底，刺绣的一样。有位专家评价她的画，耐
看，每一笔从这里到那里，引申了看，有看
头。”

庄向辉说：“1990年我到文化馆学习画
画，那时候什么也不想，也不从构图上、色彩
上想，自己想什么就画成什么。我看到剪纸很
好，我想如果把剪纸放在年画中，一定也不
错。尝试画的第一幅画是《放飞》，在2005年
全国农民画展览上获得了银奖。一般剪纸都用
红色的，我用了各种颜色，两个小孩和天空放
着的很多风筝，都用了不同色彩。后来又画了
《花季少女》，在2012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
的展览上获得了优秀奖。我就问专家，我这幅
画好在哪里？专家说：‘你画的这幅画很特
别，不是千篇一律的那种，融入剪纸这种形

式，让人眼前一亮。’专家的话一下子点透了
我，就是要独特。以后画年画，就采用剪纸的
技法，跟别人不一样。”

庄向辉把胶南年画制作成挂历和台历，扩
大影响。有一幅画，在2004年还印成了中国邮
政的邮票。

将剪纸艺术、水墨画法，甚至西方油画技
巧与木板年画技艺巧妙融合，使得画作既有地
道的“土味”，也有“洋味”。这种运用简
单、丰满、装饰的构图，跳跃统一的色调，稚
拙、朴实、夸张的造型，创造出具有鲜明地方
特色、具像与抽象共存的独特艺术风格，是很
多胶南年画的共性。

陈明还举例说，农村姑娘牛增娥画的《扎
糊棚》，采用局部组合的方法，把多视觉的四
面墙壁加屋顶棚全部有机地组合到画面中，一
家男女老少从四个方向朝着画面中心集中，福
禄满堂，人寿年丰，喜庆有余，欢聚一堂。加
之采用了一些民间剪纸的表现手法，使整个画
面丰富多彩，主次分明，是胶南年画中的一幅
佳作。

胶南年画中各种海的姿态，给我留下深刻
印象。传统的画，海水是空白，而胶南年画作
者们眼中的海是灵动的，飘逸的，以海为背
景，画出了“掣鲸鱼于碧海”的气势。胶南年
画的海是诗意的海，是融天的丰满的海，是让
脑海激荡的海，是“海大海大”的海！

胶南年画的启示
胶南当年作为一个新县，论人文古迹，远

的不说，近的比不上诸城、胶州、日照；论民
间艺术，茂腔、剪纸等已被兄弟县市打出旗
号。大家都在创作年画，但胶南年画坚持下
来，创出了影响，做成了品牌。他们的成果证
明，地域文化品牌是可以培育、铸造的。

胶南年画的生机，首先来自政府的支持。
此前的不详说，仅就今年上半年，政府就搭起
多个平台：一是密集举办胶南年画展，达到月
均一次；二是到北京等地参加展览；三是举办
培训班。据了解，从6月29日开始，青岛西海岸
新区现代民间绘画（胶南年画）创作培训班，
参训学员60余人，为期16天。

胶南年画的发展，还来自一批痴迷的追求
者。以陈明为代表的年画作者群，甘于寂寞，
默默坚守，一以贯之。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
不放弃对胶南年画的追求。

在年轻人中，38岁的田胜是一个代表，他
是青岛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胶南年画”
代表性传承人。田胜出生在张家楼镇山家村，
从小接触胶南年画。在他们村子里，画年画的
人很多。

6月27日上午，田胜陪我参观了“张家楼籍
胶南年画作品回乡展”，共展出张家楼镇20位
本土年画艺术家作品近30幅。田胜说，加上
他，他们村就有刘汉进、逄曾伟、逄本伟、葛
秀福、王桂香6位入选。

田胜介绍起胶南年画如数家珍，兴奋处如
同介绍自家祖传之宝般两眼闪烁着光芒。大到
对各个地域的民俗及生活，小到一张网的走势
及鱼鳞片，都有着独到的见解与细致的观察。

我被田胜的介绍迷住了，我被胶南年画迷
住了！

胶南年画顽强的生命力，还来自于紧跟时
代步伐，与时俱进，与需俱进。1972年、1986
年、1992年、2004年、2015年……看着美术馆里
不同年代的胶南年画，从内容到形式的嬗变，
非常明显，静观一幅幅画作，你能明显地感受
到时代前进的脚步声。

继承传统是对的，但只知模仿古人，千画
一味、甚至千篇一律，缺少创新、缺少时代气
息、缺少地域特点的所谓美术创作、美术教习
等等现象比比皆是，这样的现象，应该怎么
看？值得人们深思。政府对类似胶南年画这样
的艺术创作应该予以倡导，大力扶持。

今年年初，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主席、山东省文联主席潘鲁生来此调
研，对胶南年画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胶南
年画传承了民间木版年画的风格，同时吸收了
其他民间绘画和工笔绘画等造型方法。既讲究
严谨的构图形式，又注重题材内容的表现，他
们长期在生活中积累的生活素材，形成了富有
地方特色的民间绘画样式。目前胶南年画已形
成了反映现实的乡村生产、生活、民俗等一系
列作品。通过贴近民生的叙事方式，记录着社
会的变迁，通过艺术创新的民间绘画符号，倡
导正能量的生活理念，形成了乡风文明建设的
重要载体。

采访短暂，但有不少感叹，党委政府重
视，领导有要求、作者有追求、群众有需求，
半个世纪，一以贯之。胶南年画的牌子能不亮
吗？这是扎根基层的群文工作者与民间作者共
同创造出的崭新文化品牌，下接地气，上接天
气，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

我多次报道过艺术家们的文化下乡活动，
艺术家们下基层很受欢迎，但是往往时间太
短，频次太少，有的活动甚至流于形式，有水
过地皮湿的遗憾，无法满足基层百姓的文化需
求。胶南年画的经验启示我们，政府应当多做
播撒种子、培育扶持基层文化人才，让文化艺
术在大众的土壤里生长繁荣的工作。

■ 人文齐鲁 璀璨山东

6月9日晚，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灯光焰火艺术表演《有朋自远方来》，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璀璨绽放。第二章“齐风鲁韵”中中，青岛西海岸新区“胶南年画”

闪亮呈现，三幅作品分别为：徐明斋的《春风》、纪伟伟的《春华秋实》和安蒙蒙的《小满苦菜秀》。这是总导演张艺艺谋和他的团队特意精选的。

胶南年画：大美在民间

年画家们在研讨的场面(右三为陈明)

青岛峰会上亮相的“胶南年画”——— 《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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