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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上寓意喜庆吉祥的年画，是很多地
方的传统年俗。明亮鲜艳、喜气洋洋的年
画承载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祈愿，更代表
着人们对新年的期待和祝福。
  潍坊作为中国著名的年画之乡，历代
年画艺人不断传承发展年画艺术，凭借着
扎实的绘画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其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并以其独特的
魅力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和喜爱，几经岁
月，经久不衰。
  随着时代的发展，年画的内容也与时
俱进，注入了创新的思想和设计，使得潍
坊年画艺术更加富有时代感和个性化。
  原潍县西杨家埠村人刘明杰是杨家埠
最有影响的画师之一，也是一位领跑杨家
埠年画行业的高手。刘明杰（1857年-1911
年），家中兄弟三人，因为家贫，投奔西
杨家埠村姥娘家，和哥哥刘明伦在舅舅的
“南义和”店里干活。自小耳濡目染，聪
慧机敏的他，童年时期开始画年画。15岁
时独立创作《韩湘子出家》四幅连环年
画，显示了他超凡的艺术才能，其表现
力、创作力让人赞叹。
  清代同治以后，战乱不断，市场萧
条，年画业逐渐衰微，为了生存，杨家埠
的年画艺人只得远赴他乡卖画。舅舅过世
后，刘明杰在哥哥刘明伦的带领下，到烟
台、济南以及东北等地销售年画。走南闯
北的生涯，使刘明杰增加了见识，开阔了
眼界。
  刘明杰自己画稿，自己刻版，题材和
质量领先于同行，不到40岁，他就成为西
杨家埠村年画作品最多、创作内容最丰
富，在外地影响最大的农民画家。作品
中，各种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各类
花卉、鸟兽，动态各异，是杨家埠标新立
异、少有的富有创造性的年画艺人。刘明
杰的画稿新颖，内容不拘泥于传统，他利
用自己外出卖年画的经历和见闻，突破传
统模式，把地理、历史知识纳入年画，标
新立异地创作了《天下地理图》《天下帝
王图》《泰山行旅图》《四岳图》，以及
正篆字体的《千字文》《秤头歌》等年
画，首先把民间的交通旅游和地方普及
史、地方知识纳入年画之中。
  刘明杰还设计印刷了《炮打日本鬼》
《红灯照》《义和团》等政治讽刺年画，
开创了版画表现重大政治题材和反帝反封
建的先例。他刻版并由东大顺画店印刷的
《炮打日本鬼》，以甲午海战为素材，热
情赞扬了我国民众抵抗外敌入侵、保卫祖
国的英勇行动；《义和团》《红灯照》深
刻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行，大胆赞
颂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精神。这些作品
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深厚感情，激励了一代
又一代中国人坚守民族尊严、捍卫国家利
益的决心。
  刘明杰在销售年画时，还喜欢把年画

的内容编成押韵的顺口溜进行唱卖，这种
新颖的销售模式，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卖老虎年画时，他张口即来：“大老
虎，小老虎，买了家去贴满屋。大人看了
不生气，小孩看了他不哭。”在销售《红
灯照》年画时，他唱道：“打洋鼓，吹洋
号，领人马，扛抬炮，头里走的义和团，
后面跟着红灯照；打得好，打得妙，打败
了鬼子争功劳。”但是，这套年画触怒了
当时的潍县官府，原版被搜出劈毁，幸得
同村人保护，刘明杰才得以逃过劫难。在
售卖《摇钱树》的年画时，刘明杰就唱：
“家贴摇钱树，强其百万富。一天摇一
摇，落下无其数。老少齐打扫，盛钱的大
囤高出屋。”唱词立足年画内容，把人们
盼望富裕的愿望更具体化和鲜明化，诙谐
有趣的唱词引得人们纷纷抢购。
  清光绪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
打到金銮殿下，慈禧太后带上光绪一路逃
往西安。悲愤的刘明杰冒着杀头危险，一
夜间画出《慈禧太后逃长安》。画中慈禧
骑着毛驴，后面跟着光绪皇帝和一群宫女
太监，把当朝天子光绪和慈禧太后西逃的
狼狈相表现得淋漓尽致。此画刚刚销售，
即引起官府查究。刘明杰连夜逃往外地，
官府找不到人，才不了了之。
  作为年画中给门神加金线、金装饰和
把灶王爷白脸改为粉脸的创始者，刘明杰
在技法上的思索和创新，让杨家埠年画走
得更远。在年画的印制中，他首先把灶王
爷等人物像上加上浅粉色脸，突破了年画
人物表情的平白刻板，使人物更加立体、
生动，这引起外地客商的抢购和本地年画
艺人的模仿。为了突出门神的神圣和威
严，刘明杰还尝试了在门神的印制中，勾
绘金线，加入金粉装饰，这些革新使传统
年画更加精美，符合了一些大城市消费者
的需求。
  “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光绪
末年，在以刘明杰为首的一批新老艺人的
创新影响下，杨家埠木版年画达到了极盛
时期，仅西杨家埠村就有画店100余家、
画工500多人，年用纸高达2万多令（印画
约5000万份）。
  年画因为只有在进入腊月到春节期间
售卖，平日没有生意，刘明杰空闲时，又
干起了糊纸扇的买卖。他把年画的绘画技
艺用到扇面上，设计刻制了“孔雀开屏”
扇面，每年到天津、东北等地糊扇子卖。
1911年夏天，他到辽宁营口卖扇时，寄居
在一座破庙里，于农历六月廿四，因突遇
暴雨，房倒遇难。
  因为年画讲究年年换新，一般不留文
图，市场好的，来年继续印制，失去销路
的年画就把木质画版刮掉销毁，另刻新
样，所以，刘明杰的年画大多失传，仅在
文史资料的故纸堆里，偶尔寻觅到他一掠
而过的身影。

年画艺人刘明杰
□朱建霞

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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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侯的年味是甜的，像一枚糖果，甜
在心上，却舍不得放进嘴里，衔到了嘴里，
却又舍不得咽下，整个春节，都是甜的。
  一进腊月，母亲就告诫我们：“离年近
了，不要再说一些不吉利的言语！”这种沿
袭的习俗更像是一种古老的禁忌，看母亲说
得郑重又严肃，我们立刻变得虔诚而小心。
年，从那一刻起，就算进入倒计时了。
  而真正的忙年，却得捱过腊月廿三，小
年一过，吃了糖瓜，辞过灶王爷，那种感觉
好像烙饼一样啪嗒一下就翻了面。先前是在
一天一天地盼望着过年，忽然就觉得不再是
盼望了，而是年像汹涌澎湃的钱塘潮一样一
浪赶一浪地紧逼了过来，让人紧张又惶恐。
  蒸馒头、摊煎饼、做豆腐、扫舍、祭
祖、置办年货……许多的事挤挤搡搡地拥过
来，搞得头都有些大了。那个年代，一切都
需要自己动手，耗时又费力，但是生活的参
与感更强烈一些。
  就连小孩子也不会置身事外，只要有了
劳动的能力，都会找到自己的“营生”。我
记得我最爱做的事情是烙猪头，那时平日里
吃肉少，年节里一些单位都时兴拿猪头当福
利，有时单位不分，父亲也会想方设法去搞
一个，所以，每年的猪头成了年货里的重中
之重。
  猪头拿回来，摆在小饭桌上，刮了毛的
样子好似经过了美颜，眼睛闭合，嘴巴微
张，倒是有些憨态可掬，只是上面还有一些
残余的猪毛需要去除。去猪毛的方法很多，
可用黄香，也可用沥青拔除，可惜这些我们
都没有，只好用土办法——— 烙铁烙。烧红的
烙铁按在猪头炫白的皮肤上，青烟腾起，留
下一道道黄的印痕，猪毛的焦糊味在屋子里
弥漫着，可那残余的猪毛好像总也除不净，
倒是那猪头面不改色，一直像是微微地
笑着。
  最热衷的是做豆腐，虽然繁琐而苦累，
但正因为工序繁琐，才激起我们的兴趣与好
奇，况且，还有一年一度的豆腐脑可饱口
福。推磨一般由我们兄弟承包，姐姐负责往
磨眼里添豆子，推磨又累又枯燥，起初还数
着圈数，后来可怜巴巴地望着盆子里的豆
子，只嫌姐姐添得太慢，熬到最后，好歹还
有那碗嫩白爽滑的豆腐脑在眼前一晃一晃，
成为坚持的动力。豆子磨完了，用细纱布把
生豆汁过滤到大锅里，烧开，点上卤水，豆
腐脑便朵朵片片地浮上来。我们不等母亲发
话，早自觉地跑去拿了碗来，母亲笑骂着，
一人一勺，然后在我们此起彼伏的“吸溜”
声里，把豆腐脑捞进纱布，框进一个四方的
木框，上面压上案板和重物，待控干水分，
一方白花花的大豆腐就成型了。
  最怕的是蒸馒头或是摊剪饼。母亲会抓
我们去拉风箱、烧鏊子，起初百般不愿，调
皮捣蛋，可代价是浓烟滚滚，呛得自己涕泪
交流，只得收敛脾气，认真去做。看来，这
是些磨炼性情的好营生。
  最轻松的是祭祖，父亲会率领着我们兄
弟，女孩子是不能去的。山道崎岖，空气清
冷，父亲端了食盒走在前面，哥哥拎着纸
香，我提着鞭炮，弟弟攥着酒壶，前前后后
都有去祭祖的队伍，一路去往山上的墓地。
  待客的馒头蒸好放进了瓷瓮，摊好的煎
饼也能够吃出农历正月十五，菜买了，肉割
了，鸡也杀了，鱼鳞也刮了，屋子里收拾得
干干净净，大门贴上了喜庆的春联，五颜六
色的过门钱迎风招展……仿佛万事齐备只等
五更分二年了，母亲忽然又寻出一只酱油
瓶，塞进我的手里……
　　一晃就到了除夕，累了一天，眼皮早早
地开始打架。灯光下，母亲还在为我们的新
衣钉着最后的钮扣，父亲在火炉旁炸着丸
子，油锅里滋滋啦啦的碎响传入耳隙，飘飘
袅袅的香味塞满鼻腔，在兴奋与期待之中，
我们慢慢闭上眼睛，待到被鞭炮惊醒，就该
是新的一年了！

杨家埠木版年画（资料图，与本文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