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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忠良
美作坊收藏
的清代古版
复刻年画《老
鼠娶亲》，该
年画采用古
法天然颜料
纯手工印制，
色彩斑斓，古
味浓郁。

福美祥年画作坊的新版年画《福
禄寿禧》之《福》。

一方水土养几方人。历史上
滩头纸文化的繁荣，吸引了五湖
四海的人来到滩头，又将滩头“南
方纸都”的影响带向五湖四海。

民国时期，全镇有抄纸作坊
2000余个，从业工人6000余人，外
地商人纷纷进驻开办纸庄。土纸、
皮纸、色纸、香粉纸、宣纸、炮帘纸
等多个品类的产品，远销云南、贵
州，直至上海、香港以及东南亚。

书画家泼墨挥毫的宣纸、上
海滩时髦女郎随身携带的香粉
纸、雨巷里丁香般的女子撑着的
油纸伞、大年夜响起的爆竹、清
明节祭祖时烧的纸钱……滩头
将它的印迹，叠加在了人间烟火
岁月如诗。

昔日的繁华，被隆回县微缩
复制在滩头木版年画技艺传习
馆。这一项目是中央财政预算内
投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2016 年开始建设，2022 年 9
月正式开放，总投资 800 多万
元，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

滩头木版年画技艺传习馆
一楼复原了滩头年画街，有年画
印制、雕刻、手工抄纸、活字印刷
等重点工序展示体验铺面 18
个，还有 3 间非遗大教室。二楼
是滩头年画、手工抄纸、活字印
刷、香粉纸、色纸、花纸、梅山纸
马等非遗项目展览馆。

走进滩头木版年画技艺传
习馆，就如同走进了滩头纸文化
活色生香的历史长卷。

一大批有见识的人为滩头
年画的保护和推广作出了巨大贡
献。忠良美年画作坊第六代传人
陆显中就是其中之一。他将岳父
李彪祖上于1875年创办的忠良
美老作坊进行了恢复，并一直致
力于滩头木版年画的记录、研究
和收藏。从2015年开始，他抢救
性收藏了一屋子的老雕版，最古

老的印版有200多年历史。现已
收集到代表滩头纸文化基因的年
画、印花纸、磨花纸、蜡光纸、纸马
等古老印版近600块，并先后在
长沙、北京多次举行展览。

2019年7月，湖南沐仙湖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在滩
头镇城东村投资建设沐仙湖生
态旅游文化园。公司把紧挨着沐
仙湖的滩头木版年画技艺传习
馆接管过来，斥资装修、管理、运
营，使之和沐仙湖生态旅游文化
园、手工抄纸坊、滩头老街年画
作坊一起，形成了滩头古镇特色
鲜明的旅游线路。

在推动滩头非遗文化传承
发展的同时，公司大手笔地注入
现代科技元素，建设集飞行营地、
文化体验、研学旅行、劳动教育、
航空运动、水上运动、国防教育、
军事拓展、影视拍摄、康养休闲等
功能于一体的大湘西地区特色文
旅综合体验休闲园。项目占地面
积51公顷，总投资达3.6亿元。

近 2000 平方米的机库里，
有多架直升机、固定翼飞机、无
人机，还有航空模型、国防装备
器材等。机场四周有巨型机器
人，宽阔的草坪还是观星望月极
佳的露营基地。各地前来体验航
模制作与放飞等活动的研学团
队络绎不绝。

不仅如此，公司还建设农业
观光区，让孩子们可以体验农耕
种植；建设御泥体验区，打造千人
泥巴浴特色体验项目；建设水上
运动中心，引入水上摩托、游艇、
水上飞人表演等；建设书香山庄，
内设楚南书院、古建筑博物馆、高
档徽派民宿小院……公司负责
人表示，希望通过文旅融合发展，
让滩头的非遗文化得到更好地保
护和传承，让孩子们更加热爱国
家、热爱科技、热爱生活。

传习馆和滩头文旅融合发展

东经111.150度，北纬27.258度，隆回县滩头镇是蔚蓝星
球上不起眼的一个点。在华夏文明如画如诗的历史文化长卷
中，它因位列中国72古镇、拥有“楚南纸都”“中国年画之乡”的
美誉而散发着夺目的光芒。

1400年前，它因三水汇合、积沙成滩而得名。天地造化，时
光潋滟，它在隋朝孕育的滩头手工抄纸，在唐朝孕育的滩头年
画，都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元代，它是长江以南土
纸、色纸、粉纸的著名产地。在清朝，它的香粉纸、色纸被列为贡
品。在民国时期，滩头纸业达到全盛时期，作坊和商贾云集，产品
远销国内外。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它又将续写怎样
的芳华？让我们走进滩头。

临近滩头，田野吐翠、绿
树成荫，最惹眼的就是道路
两旁一幅接一幅色彩浓烈、
特色明显的滩头年画。画像
上，门神尉迟恭和秦叔宝等
经典人物，既像守护，又像迎
宾，宣告滩头到了。

史载，民国时期，滩头镇
有年画生产作坊 108 家，工
人2000余人，年产高达3000
万张。而今，滩头镇仅有“高
腊梅”和“福美祥”两家年画
作坊。还有一家忠良美年画
作坊已搬至县城，主要从事
滩头年画收藏、研究、刻版、
印制和古法颜料的探索恢复
工作。

高腊梅年画作坊第二代
传承人钟海仙、高腊梅夫妇，
在 2006 年滩头木版年画被
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时，被确定为国家
级项目传承人。2007 年，他
们已参加工作的两个儿子在
县委、县政府支持下，向父母
拜师学艺。2017 年，第三代
传承人钟建桐的独女钟星琳
向父亲拜师，成为第四代传
承人。钟星琳在长沙雨花区
非遗馆设立传习所，接待研
学团队，并通过开发文创产
品、与商家合作等，积极拓展
滩头年画应用场景。

福美祥年画作坊的主人
尹冬香是钟海仙的徒弟、滩
头年画省级非遗传承人。她
出生于1975年，豆蔻年华便
投身滩头年画制作。从当初
的学徒、工人到现在自己开
办年画作坊，并以此作为毕
生事业。尹冬香知道，这正是
她最为敬重的师父所愿。

8 岁那年，尹冬香学会
了穿纸，“坐在高凳上，脚还
落不了地”。那时候，滩头家
家户户从事纸业生产，父母
在香粉纸厂打工，会带些活
回家做。每穿100张纸，父亲
给她1分钱奖励。因为手快，
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她每天
能赚 2 毛多钱。“那时家里
穷，5 分钱能买一个香喷喷
的馒头，很享受。”尹冬香回
忆道。

15岁时，因为家庭条件
不好，尹冬香无心读书，于是

跟父亲说，想去刷红纸，赚更
多的钱。父亲就去找他的异
姓兄弟钟海仙商量。钟海仙
说不如跟他学印年画。那时
钟海仙一边在香粉厂上班，
一边以妻子的名义在家里开
着高腊梅年画作坊。于是尹
冬香就成了钟海仙的徒弟。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钟
海仙技艺好、人品好，对家人
有担当，对尹冬香也非常关
心，倾囊相授。因为年画在冬
天印刷，下半年才有事做，上
半年尹冬香就去其他作坊打
工，一边糊口，一边学习掌握
滩头纸文化的其他技艺。尹
冬香善学肯做，很受欢迎，下
半年师父来领人时，对方总
是不愿放人，为此还得罪了
一些作坊。后来，尹冬香一去
上工就讲好，到了冬天必须
要跟师父回去印年画，大家
也就不怪了。

春往秋来，师父渐渐年
迈，年画市场日见萧条。尹冬
香离开了高腊梅年画作坊，
外出打工。2008年，钟海仙去
世。2009年5月，中国文联副
主席冯骥才来到高腊梅作
坊，尹冬香在现场做技艺展
示。“隆回民艺浓似酒，滩头年
画艳如花。”冯骥才对滩头年
画的高度评价，让尹冬香坚
定了传承滩头年画的信心。

随着老一辈艺人的相继
离世，尹冬香感受到滩头年
画濒临失传的危险，决定返
乡传承薪火。2015 年，在隆
回县非遗中心的支持下，她
的年画作坊在自家简陋破旧
的房子开张，取名“福美祥”，
寓意年画给人们送去幸福、
美满和吉祥。2016 年，她租
下原大生昌作坊旧宅，隆回
县非遗中心拿出 40 万元进
行装修，并加挂了“滩头年画
创新发展中心”的牌子。

大生昌是民国时期滩头
最大的年画作坊，有70多个
工人，被鲁迅先生记载和收
藏过的《老鼠娶亲》就是出自
大生昌。尹冬香选择这栋已
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的旧
址，是觉得它“有文化底蕴，有
历史延续”，更憧憬着能由此
走向滩头年画的复兴时代。

尹冬香和福美祥年画作坊

滩头年画是滩头人的骄
傲，也是滩头古镇文化的魂。
造纸、刻版、印刷、手绘……
一张年画的生产需要经过二
十多道工序。艳丽、润泽的色
彩，古拙、夸张、饱满、个性化
的造型方法，纯正的乡土材
料和独特的工艺，使作品具
有浮雕一般的艺术效果。

山上盛产的南竹，经过
复杂的手工抄纸工艺，历时
100 天才能造成带着竹香
的纸。纸上有层粉，取材于
当地特产的天应石。年画制
作采用木版套色和手绘结
合的方法。颜料取材于当地
矿物、植物等，每家作坊都
有秘不外宣的配方。年画刻
版则采用当地不易变形和
开裂的老梨木。从手工造纸
到年画成品都在一个地方
生产，这在全国年画制作中
极为少见。

年画题材分为神像、寓
意吉祥、戏文故事三大类，
有着梅山文化的烙印，寄托
人们的美好愿望。如门神秦
叔宝、尉迟恭护佑平安，如
意婆婆带来和气致祥，“老
鼠娶亲”则意在丰收时，通
过把老鼠嫁出去，让谷仓和
家宅得以安宁。从2014年开
始，高腊梅作坊和福美祥作
坊承接了由隆回县文化部
门启动、持续12年的年画创
新工程——创作生肖年画。
隆回县非遗中心还组织他
们创作了系列廉政年画。

“ 因 为 热 爱 ，所 以 追
求。”在政府的支持下，尹冬
香加快了年画生产和创新
的步伐，并培养女儿肖扬作
为接班人。一方面走出去，
在国内外参展、获奖、交流、
培训，应邀到学校授课，为
景区游客展示技艺，通过网
络销售年画等。另一方面请
进来，接待全国各地高校的
师生来此研学、合作以及慕
名而来的爱好者前来参观、
体验和购买年画。尹冬香根

据市场需求，改良了刻版的
规格，开发了年画题材的文
创产品，并教女儿学会了刻
版。目前她们已经拥有100
余套年画刻版。

让尹冬香骄傲的是，她
的作坊已经渐渐成为人们
寻访滩头的一个坐标。有八
九十岁老人一身是汗从乡
间走路过来，赶在年前买年
画。有全国各地高校的师生
通过肖扬在网络上发布的
信息慕名前来，或是做课题
研究，或是研学体验。

为整体性保护滩头年
画，隆回县从印制、雕刻和
造纸三种技艺各评定了一
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目前
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分别
是 59 岁的钟建桐（印制）、
50岁的刘国利（雕刻）和64
岁的李志军（手工抄纸）。

刘国利15岁跟着父亲
学艺，父亲的师父是滩头近
百年来最著名的雕刻艺人
高福昌，开创了独具特色的

“陡刀立线”技术。以前十几
家作坊养一个雕刻匠，现在
滩头只有三家年画作坊，单
靠雕刻没有办法养家。于是
刘国利除了雕刻，还身兼社
区党支部书记、快递员，在
三种身份中按需切换。血脉
里的传承，让他保持着对雕
刻艺术的热爱，也相信“滩
头年画不会绝”。

滩头年画须得用当地的
手抄竹纸。作为李氏造纸的
第46代传人，李志军造纸造
了40年，自称“你想要什么样
的纸，我都能给你造出来。”目
前他主要生产年画纸和书画
纸，之前还为美国客商提供
香粉纸，为故宫博物院等文
物部门研发出包文物用的手
工古油纸。手工造纸很辛苦，
2019年，李志军在工作时突
然晕倒，送医院抢救后，留下
了脑溢血后遗症。好在儿子
李秋桂传承了他的技艺，回
到家乡当起了接班人。

滩头年画和当代非遗传承人

滩头古镇：年画之乡景色新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陈斌 刘洁

沐仙湖生态旅游文化园。

尹冬香在印制滩头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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