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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邵阳滩头年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失的严峻形势，探索滩头年画历史演变的影响因

素和发展路径。方法 在文献资料研究和实地考察访谈的基础上，梳理出了滩头年画 300 多年发展变迁

的历史脉络，构建了滩头年画发展演变历程简图，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滩头年画快速发展和衰落的因素，

提出了滩头年画发展的路径。结论 促进滩头年画快速发展的因素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完备的产业链和

独特的文化与审美需求；滩头年画衰落的原因有政治文化影响、传统供给与市场需求变化的矛盾等，

从重新定位、面向消费者体验和定制、嵌入式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滩头年画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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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antou New Year Pictures 

WU Zhi-jun, CHEN Qing-ya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Art Desig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antou New Year pictures is disappearing, it aim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antou New Year picture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field interviews, 

combined with Tantou New Year pictures historical context of 300 years development changes, the diagram tha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300 years development changes is built. Further analysis is made by the factors of Tantou New Year pictures fast de-

velopment and downfall. It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antou New Year pictures. The factors of promoting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Tantou New Year pictures in the following are the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the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and 

unique cultural and aesthetic needs. The downfall of Tantou New Year pictures have political culture factors, the contradiction of 

traditional supply and demand changes in the market and so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is proposed from Tantou New Year pic-

tures repositioned, experienced and customized for consumers and embedd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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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隆回县志》记载，滩头木版年画在明末清

初产于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境内，已有 300 多年历

史[1]。滩头年画在发展过程中历经朝代更替、经济政

治的变革，几经兴盛和衰落，在 2006 年被列入全国

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

传统农耕文化为主导的滩头年画面临前所未有的生

存危机。民国初期全盛时滩头年画达到了 108 家作

坊，年产画 3000 多万份[2]。到了 2013 年，年画作坊

仅剩“高腊梅作坊”一家，年产画不到 4 万份，古镇上

以“滩头年画”闻名于世的唯一一条青石板老街被当

地居民拆毁。滩头年画面临着“销售无门、后继无人、

即将消失”的困境，这一困境是许多国家非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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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命运的缩影[3]。 

1  滩头年画 

具已有可考文字的《隆回县志》记载，湖南邵

阳境内的滩头小镇，在清朝乾隆年间出现了木版印

刷的年画。滩头年画流传至今，其中 为重要的一

点是因为它本身独有的工艺和审美特色。滩头年画

是由刻板套印而成的，包含神像类（见图 1）、吉祥

类（见图 2）和戏文传说类（见图 3）等三大类型，

涉及到 40 多种不同的主题内容。制作年画所用颜料

是从当地山上独特的矿物质岩浆泥巴中提炼而成，

雕版是用当地土生土长的梨木刻制而成，纸张是由

当地自产自销的楠竹制作而成的粉纸[4]。根据日本京

都大学的版画教授黑崎彰的考察，“在世界现存的年

画中，滩头年画是世界上唯一的从原料到雕版，直

至成品完全在一个地方实现。”这种从创作到生产的

地域封闭性和完整性，是滩头年画独特工艺和审美

特色世代传承的关键要素。 

           

  

 

图 3  老鼠娶亲 

Fig.3 Mice marrying 

2  滩头年画的发展演变历程[1,4] 

据《隆回县志》记载，滩头首次出现木板印刷

的年画是在乾隆年间。在嘉庆年间，滩头年画被作

为贡品送入皇宫，当时称之为“五色纸”。到了道光年

间，滩头年画新出现了十几种戏文传说类故事的品

种，如当时“和顺昌”作坊绘制的《西湖借伞》等。滩

头年画在同治年间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进行销售，

根据《宝庆府志》记载，在同治年间的某个国丧时

期，政府曾经明文规定“禁止印刷和发行滩头花纸”，

可见滩头年画当时在全国的影响力。 

民国初期是滩头年画生产和销售迄今为止 为繁

荣的一个时期，年画作坊仅在滩头小镇上就有多达 108

家，年产年画量高达 3000 多万份，主要销往云贵川、

港澳和东南亚一带。在当时，制作年画或者进行土纸

加工的作坊布满了整个小镇，当时著名的作坊有正大

昌、道生和、和顺昌、松荣祥、宝悦来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滩头年画的题材中带有

宗教信仰的内容，在当时被当作封建迷信思想的传

播品而被政府有关部门给禁止了，滩头年画的生产

几乎停顿。到了 1958 年，全国开始“大跃进”运动，

追求高速度的生产方式，以高指标为前进目标的工

农业生产形式，给滩头年画的生产和发展带来了转

机。在邵阳地区有关政府部门的组织下，滩头镇召

开了批准滩头年画重新生成的工业生产会。1963 年，

在湖南省群众艺术馆的组织下，一批美术工作者为

改造旧年画创作了新的年画作品，如《工农联盟》、

《拥军优属》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滩头年画被列

入“四旧”范围内，滩头年画被迫停止生产，大量经典

画版被损坏，许多版本就此失传。 

    到了 1979 年，经历完“文革”后，全国经济开始复

苏，应当时贵州政府商业有关部门的要求，需重新恢

复滩头年画的生产。到了 1982 年，滩头年画作坊恢复

到了 12 家，年产销量达 140 多万张，虽然大不如鼎盛

时期，但是展现出了快速发展的态势。1984 年，国家

文化相关部门授予湖南邵阳隆回县“中国现代民间绘

画画乡”的称号。1985 年，“滩头木版年画研究会”在邵

阳市成立。1986 年，滩头年画到山东潍坊参加全国 5

家木板年画展览。1994 年，国家文化部举办了“中国民

间美术一绝展”，滩头年画获得银奖。2003 年，滩头年

画在中国首届文物仿制品暨民间工艺品大展中获中国

传统工艺品金奖。到了 2006 年，滩头年画被选入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众多国内外各界相关学

者开始关注滩头年画，使得滩头年画在曲折的历史轨

迹中依然前进着。然而，近 10 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

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快速变迁，学界对滩头年画

研究的热点并未阻止滩头年画市场的萧条，时至今日，

  图 2  和气致祥 

 Fig.2 Good luck by harmo-
nious 

图 1  苗族英雄像 

Fig.1 Miao her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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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头年画只剩“高腊梅作坊”一家在勉强经营。滩头年

画发展演变历程见图 4。 

 

图 4  滩头年画发展演变历程 

Fig.4 Development evolution of Tantou New Year pictures 

3  滩头年画历史演变的影响因素 

纵观滩头年画 30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

它在发展演变中，由于各种原因而几起几落，滩头

年画发展起落见图 5。时至今日，曾经滩头小镇上挨

家挨户“门庭若市”的店铺已经不复存在。 

 

图 5  滩头年画发展起落 

Fig.5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Tantou New Year pictures 

3.1  滩头年画快速发展的原因 

3.1.1  丰富的自然资源 

滩头地处雪峰山在湘西南的余脉，拥有生产年

画所需的主要自然资源：生产画纸所用的楠竹、调

制着色颜料所用的矿物质以及制版所需的老梨木。

滩头拥有丰富的楠竹资源，用于制造滩头年画所必

须的粉纸。滩头年画采用的是传统的木板水印套色，

同时又兼用人工手绘加绘的方式。每幅年画一般为

六道版，套印的顺序大致是：嫩黄、品绿、品蓝、

红丹、玫瑰、黑。着色采用的颜料由当地特有的矿

物质经过提炼和精心调配而成。雕版是制作年画的

关键因素之一，滩头拥有制作适应当地气候变化的

雕版所需的材料，即当地生长的老梨木。这种老梨

木做成的雕版，能长久存放，不会开裂变形，能使

线条保持竖挺结实，经久耐用，可以确保年画的生

产和艺术表现力。 

3.1.2  完备的产业链 

滩头拥有造纸、制版、印刷、销售等版画的完

整产业链。滩头素称“纸都”，当地造纸历史悠久，造

纸业早在隋代便已发端，至元代滩头已是长江以南

土纸、色纸、花纸的著名产地，行销西南达数百年。

滩头手工抄纸质量上乘，生产的土纸在乾隆年间曾

被列为贡品奉送京城。造纸的传统技法一直沿袭至

今，2014 年滩头手工抄纸技艺被国务院列入第四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

录。邵阳是湖南省四大木板印刷基地之一，拥有一

批精湛技艺的刻板、印刷老艺人，为年画的创作和

生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条件。 

滩头造纸的悠久历史和销售网络，为滩头年画

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销售渠道。滩头一带盛产的“五

色纸”，用途极为广泛，不仅能用作商品销售时的包

装，而且还可以贴在屋内美化环境，有的也用作祭

祀的纸扎品等。早期滩头年画的销售路径是沿着彩

印画纸的销售路径进行的。花纸销售的大好局面促

使年画在省外销售渠道被打开，如云南、贵州、四

川、广西、广东以及陕西等，甚至畅销至越南、泰

国等海外地区。 

3.1.3  独特的文化与审美需求 

滩头及其周边地区，作为湘楚文化发祥地之一，

拥有绵延以久的艺术文化底蕴。在历史上，贴门神

的习俗在湘西、云贵地区一直流传。据《宝庆府志》

记载：“节序正月一日为元旦，画神荼、郁垒（即门

神），以御凶神”，这是老百姓文化精神生活需求的

写照。滩头年画以其淳朴烂漫、古拙夸张、幽默辛

辣的艺术表现手法，通过镇宅驱邪的门神、淳朴憨

厚的胖娃娃、幽默辛辣的老鼠娶亲等具有典型民俗

和戏文传说的题材，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乡

镇和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对民俗信仰、祥瑞和吉祥喜

庆的审美需求[5]。 

3.2  滩头年画衰落的原因 

3.2.1  政治文化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滩头年画中所传达的美好

愿望和祝福被当作封建迷信被禁止，导致了年画生

产几乎停滞。在文化大革命中，滩头年画被列为“四

旧”，大量的作品和雕版被烧毁，虽然在之后被重新

恢复生产，但是这次的破坏性对于滩头年画的影响

是永久的，很多年画的题材版本从此失传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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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传统供给与市场需求变化的矛盾 

进入 21 世纪后，滩头年画得到了政府部门和学

者们的高度重视，但滩头年画的创作和市场销售越

来越萧条，几近消亡。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是

滩头年画的传统供给与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之间的

矛盾越来越突出。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

信息传媒的快速改变，滩头年画的传统题材、传统

制作工艺和市场销售模式难以满足互联网时代的文

化传播、接收和消费需求。例如，传统的“门神”类年

画既不符合今天大众在节庆时的精神审美需求，又

难以适应当前的家居环境。即使购买了，也没地方

使用，是当前年画发展面临的困境。 

同时，随着交通的便利，技术的进步和交流的

频繁，农耕经济时代滩头年画相对封闭完善的资源

供给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在供应链和资源匹配全球

化的互联网经济时代，昔日完全依靠一个地方提供

所有原材料、制作工艺和销售路径的年画产业模式，

已经难以适应当前资源快速优化匹配的生产和销售

模式，阻碍了滩头年画的发展。 

4  滩头年画未来发展路径的思考 

当前滩头年画面临的困境是许多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命运的缩影。在互联网时代，对滩头年画未

来的发展路径，可以从以下角度来思考。 

4.1  滩头年画发展路径的重新定位 

在传统研究中，更多将滩头年画视为一种民间

艺术品，而忽视了年画 初作为大众消费品和大众

传媒的特征[6]。在当前市场全球化、生活城镇化、节

庆消费体验化和信息传播数字化的背景下，迫切需

要将年画这种消费性艺术品的研究与经济社会的发

展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强调共同创造价值、共同分

享价值的 “互联网+”模式下[7]，如何在年画的创作过

程中，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借助互联网工具，

让用户参与到消费性艺术品的创作、传播和接受的

全过程，是滩头年画发展所要考虑的新契机。例如，

通过改变传统年画封闭的创作生态，强调开放生态、

参与共享和跨界融合，改变传统年画的创作仅仅通

过支持年画传承人的方式，而吸引不同的社会公众

爱好者参与年画的创作、传播和消费，从年画的供

给（创作）端、传播端和消费端，来重新定位和制

定滩头年画的发展路径。 

4.2  面向消费者体验和定制的年画发展路径 

生产服务化和个性定制化是互联网时代产品开

发与创新的新模式。产品的人格化、个性化、娱乐

性和“自我”价值越来越重要[7]，消费者不仅需要购买

和消费年画，而且需要参与到年画的创作、工艺体

验、在线评价等不同过程中[8]。例如，2015 年春节

期间在长沙市博物馆举行的滩头年画展中，就有让

观众参与年画创作的体验性活动，为年画走近生活、

贴近用户起到了重要作用。结合消费者的需求，为

滩头年画的创作不断融入新的主题，为消费者定制

个性化的年画，将是年画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4.3  嵌入式的年画发展路径 

滩头年画起初的快速发展主要来源于造纸业的

发展。根据 Polanyi 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提出的“嵌入

理论”，文化的边界是开放性的，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是建构性的[9]。文化只有“嵌入”到经济、制度、权利

等社会关系结构中，才能不断被构造、认同、接受、

传播，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10—11]。滩头年画作为一

种以传统文化为主要载体的消费性艺术品和传媒介

质，应该嵌入到新的文化产业和传播媒介中发展。

例如，在宏观层面，结合文化产业化和大力发展文

化旅游经济，滩头年画可以嵌入旅游资源开发、会

展、博览会、博物馆、政府文化工程、公益广告等

新的文化产业中发展。在微观层面，结合新的民俗

节庆活动、消费与销售模式、家庭文化信仰等，滩

头年画可以嵌入到文化传播、地域性旅游产品开发、

地域特色产品包装与品牌塑造等领域发展。借助不

同形式的文化活动和产品消费来传播与发展滩头年

画，同时也发挥滩头年画在地域文化和经济发展中

的价值，这种双向互动，相互促进才是滩头年画未

来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5  结语 

滩头年画作为一种大众消费性艺术品，仅仅从

民间美术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局限于“年画”本

身的解读，对年画在新的经济社会背景下的文化传

承与发展困境可能无能为力，因此，在大力发展文

化创意产业的背景下，对滩头年画进行“立体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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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化”的多学科研究，有助于突破年画“平面化”

和“静态化”的研究现状，赋予互联网时代传统年画研

究以新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打开年画研究的新局面，

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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