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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贴年画，是中国民俗生活的重要活
动。植根于乡土社会的年画，以其独特的艺
术表现形式，绽放于中国传统绘画之园。全
国第一家年画专题博物馆，就位于河北省衡
水市武强县。

进入序厅，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巨大的多
媒体屏幕，在镜面的反复折射中，武强年画
的代表性作品纷纷浮现于球面之上，带来极
强的视觉冲击。头顶藻井上，是武强年画经
典作品《六子争头》。乍一看，三个穿肚兜的
白胖娃娃反坐着。再一看，通过头部和臀部
的互相借用，三个娃娃变成了六个娃娃，或
趴或坐，喜笑颜开。孩子手里握着的苹果、
柿子、桃子，分别代表平平安安、事事如意、
健康长寿，中间的鱼寓意年年有余，周围的
十二生肖象征一个轮回，四个边角的花卉则
代表一年四季。“生活富裕、身体健康、家庭
和睦、孩子茁壮成长，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
所期望的吗？年画就是这样，把老百姓心中
所想所愿，用图像和隐喻的方式生动地表现
出来。”武强年画博物馆馆长助理刘默说。

“色又鲜，纸又白，年画打从武强来”。
武强年画起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在明初已
具规模，清初达到极盛，形成以武强南关为
中心的年画生产、销售集散地。到民国初
年，在武强南关尚有字号可考的画店 144
家，同时在外地设有批发庄点 160 多处，县
城周围 40 多个村庄有画业作坊，数千户人
家从事年画生产。1993 年，武强被文化部
命名为“木版年画艺术之乡”；2006 年，武强
年画又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循着展厅顺序漫步武强年画博物馆，仿
佛徜徉在民俗文化的大观园中。从天到地，
从古至今，敬神祭祖、辟邪纳福、经史典故、教
化启蒙、田园农耕、民俗风情、山水人物、时事
讽喻，无一不可入画。从艺术风格来看，造型
夸张、线条粗犷、色调鲜明、构图饱满等特点，
生动展现出燕赵大地的豪爽与激情。

在没有照相机和电影电视的年代，年画
承担起了记录、娱乐和表达的使命。比如故
事题材的年画，就要求“画中要有戏，百看才
不腻；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人品要俊秀，
能得人欢喜”。随着时代变迁，年画的主题和
表现形式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兼收并蓄。比
如《福禄寿三星》《鲤鱼跳龙门》等表现出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顽童闹学》《老鼠嫁女》
等以惟妙惟肖的笔触，尽展其幽默诙谐；《女
学堂演对图》《农牧双丰收》等作品，则用古朴
稚拙的笔触，重现了新闻时事。仍以《六子争
头》为例，这幅由清代《九九消寒图》演变而来
的经典作品，在现代也出现了不同肤色的小
娃娃，以及奥运福娃等创新的表现形式。

整个年画博物馆建筑面积达到 5400 多
平方米，除了万余件馆藏文物外，仿古年画
作坊也让雕版印刷术这一古老工艺得到很
好的保护和传承。武强年画分为绘稿、刻
版、印刷、装裱等主要步骤，耗工费时，制作
者要能静下心，坐得住。笔者游览当天，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马习钦的亲传
弟子徐晓毅正在作坊里刻制一幅鸡年的画
版。武强年画以阳刻为主，雕刻时必须“陡
刀立线”。据他介绍，每根线条要刻 4 刀，这
幅约 20 厘米×15 厘米的作品大致需要一个
星期左右的时间。如果刻一幅 60 厘米×37
厘米的作品，需要花费一两个月。

博物馆成立后，为了征集、抢救、保护民
间的年画古版和资料，博物馆工作人员走遍
了全县的每一个村庄。仅 2003 年在旧城村
贾家老宅屋顶上，就一次性抢救挖掘出迷藏
年画古版 155 块。

“应说年画百家好，自是武强天下雄。”
然而，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变迁，年画正在
渐渐地淡出人们的生活。在刘默看来，年画
好，年画产业更要发展好，这离不开文化市
场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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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都是阖家团

圆、长幼同欢的重要时刻。当全家人团聚

在一起，贴春联、祭祀祖先、品尝美味、互诉

衷肠时，做人的道理、持家的门道、交友的

原则、兴业的大道⋯⋯这些修身持家、自省

自励的良好家风自然而然得到了传递，让

晚辈们受益匪浅。

祖先祭祀与孝道伦理是中国传统节日

历久弥新的精神核心。节日不仅是亲人间

的团聚、交流，也是跟亡故祖先对话的重要

时刻。中国人讲究百善孝为先，祭祖是生

活里的大事。春节祭祖、清明祭祖、端午祭

祖、冬至祭祖，传统节日里大多都要祭祖。

那是因为我们与祖先密不可分，是祖先给

了我们生命，是祖先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

化，让今天的生活如此幸福。为了表达感

恩与怀念，传统祠堂中的祭礼庄严而神圣，

全体族人斋明盛服，进入祠堂时必须步履

端正，衣裳整齐，如果穿着不整，亵衣小帽，

或是在行礼过程中指东画西，扰乱秩序，就

会被认为“不敬之罪如同灭祖”，此人必被

严厉斥责。

今天，即使我们不能参加传统的祠堂

祭祀，但每逢清明时节，到亲人墓前，奉上

一束鲜花、一杯浊酒、几句温馨的话语，便

将我们和祖先、和家庭的过去连在了一

起。长辈们讲一讲祖先振兴门楣的事迹，

说一说他们为养家糊口做出的不懈努力，

这些既是家族历史的传递，也能够让晚辈

们认识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进而

激发他们对祖先的感恩之情，也能增强他

们的家庭责任感。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中国人

的精神谱系里，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

伸。家与国、个人与社会时时刻刻密不可

分。节日是家人团聚、凝聚亲情的日子，也

是激扬爱国家风的重要时机。“江流千古说

旧事，龙舟飞桨悼屈公”，端午时节，人们祭

屈原、赛龙舟，不仅体现了中华儿女对爱国

仕士的崇敬，也渗透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

的爱国家风。

家风是一种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文

化滋养。家风如春雨，润物细无声。生活中

每一个节日、习俗都承载着孝道、感恩、爱

国、敬业、进取等优良家风。小善常为，方

积大德，只有从每一个具体的节日习俗做

起，我们才能在岁月中将浓郁的家风积累

好、传承好，才能将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基

因、道德基因传递给下一代人，让我们的社

会、我们的国家获得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

展道德魅力 传文化基因
邵凤丽

只有从每一个具体的节日、习俗做起，我们才能在岁月中将浓郁

的家风积累好、传承好，才能将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基因、道德基因传

递给下一代人

故乡春节祭祖之风颇盛，是以正月里
家家团聚，追念先祖。祖辈所居小镇位于
长江北岸，清代地属桐城，学风醇盛，大儒
频出。如今，一到春节，从农历腊月到正
月，前后延续二十多天的祭祖仪式仍遍布
乡间。少年时代，我曾经对这样的风俗不
屑一顾。可是，年复一年，祖父、父亲对着
堂屋祖先神位跪拜的样子，却在我心中留
下了深刻印象。离乡多年，陪父亲春节祭
祖便会吸引着我回家的脚步。

农历腊月二十四，小年。父亲在堂屋
正对着大门的墙上贴上“历代祖宗神位”的
红纸，母亲从厨房端出三碗菜、三杯酒、三
碗饭和三双筷子放在神位下的条几上，一
个简单的神台就布置好了。燃放鞭炮，烧
黄表纸，我们陆续在条几前的八仙桌下对
着神位磕头。父亲跪在蒲团上，一边双手
合十磕头一边念念有词：“老祖宗，回家过
年啦！保佑孩子们读书好，能成才。”每每
回忆祭祖时候父亲虔诚的样子，我心中都
会为之一振：读书成才，肩负着祖辈的期
望，马虎不得，需恭谨以待。

一年年祭祖，祖先的经历也慢慢在我
的面前呈现出来。曾祖家贫，外出经商，乱
世之中有机会谋得一官半职。他回乡修桥
铺路，还建成小镇上第一所初级中学。新
中国成立后，这所学校培养出了众多有为
学子。祖父毕业于浮山中学，好书，即使是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他也要买上几卷
好书藏于家中，这常常引来祖母埋怨。当
然，这些书的作用是祖母远远没有料到的，
它们成了我们姊妹弟兄的 C 蒙读物。四书
五经、稗官野史、小说画册，祖父的书柜里
锁着一座知识的宝库。

特殊年代，父亲因为家庭成分原因
没 有 读 完 中 学 ，这 成 为 他 一 生 的 遗 憾 。
这种遗憾，在每年的祭祖中，都一再被强
调，并在我心中被不断强化。读书成才，
也无形中成为我们学生时代最强烈的愿
望。即使是在经济大潮冲击到小镇的时
候，父亲也没有让我们姐弟放弃学业去
赚钱。高考那年，家里农历除夕祭祖时
的气氛特别凝重。父亲郑重地在祖先神
位面前叩首后，又将我叫到神位前，叮嘱
我要加倍努力。那年春节，我没了玩乐
的心情，初一那天就给自己制订了小半
年的复习计划。

后来，我走进大学校园，走上工作岗
位，回首岁月，才发现少年时代的苦读何其
重要。当然，没有祖辈的训诫期盼，没有父
亲始终如一的鼓励支持，我可能根本不会
走出小镇，也不会得到知识的滋养，认识人
生和社会。 （文/周玉娴）

祭祖承训过春节

我的家乡，在河西走廊，那个世界闻名
的黑水国遗址的附近。那儿曾经是黄褐色
沙子的世界，偶尔还会见到高耸的沙丘。
到后来，沙子的领地减小了，人工栽种的各
色植物渐渐形成了气候。就连我家祖坟所
在的那个沙丘旁，都遍植着玉米、辣椒和西
红柿，呈现出一种勃勃的生机。

那个沙丘像许多个沙丘一样，呈月牙
形。祖坟就被它半圆的身子护围着。我们
曾经担心在不久的将来它会被渐渐移动的
沙丘埋没了，但后来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
的——植物的力量大得超乎我们的想象，
它把沙丘牢牢地固定在了原位，哪怕风再
大，也有前方道道绿色的屏障遮挡着，沙子

飞不起来的。这就是每年清明祭祖时祖父
指给我们认真观看、仔细揣摩的伟大景观。

祖父是一个达观的人，哪怕遇到再大
的困难，也很难见到他愁眉苦脸。但一到
那个场合，他就显得极为庄重，影响得我们
也是一脸的肃穆——燃香、烧纸、祭奠、叩
拜都是一丝不苟。等这些仪式结束，祖父
总是指着一个个坟头说，那里面埋着什么
人，他们有着怎样的经历和精神。那些祖
辈，在祖父的追忆中，都有着农民特有的淳
朴、友善、诚笃、互助、好客和谦让。然而，
他们最大的特征却是“勤劳”，这也每每是
祖父重点强调的东西。“没有人会喜欢一个
懒汉”“你比别人多干点损失不了什么”“人

勤快，家兴旺”⋯⋯类似的话语是对先辈作
风的总结，同时中间流露着一个与土地打
了几十年交道的人的生存智慧。

这以后，他会将四周指给我们看。在他
的追忆中，我们放眼可见的葱绿在以前无不
是沙漠和戈壁。最令他高兴的，就是那些荒
芜的景象渐渐不见了，那里流着包括他在内
的许多先辈的汗水。“你们也要这样，人活一
辈子，虽然什么也不能带走，但总得留下些
什么。”作为这片土地的孩子，我们传承着这
么一种朴素而高尚的风气：我们要勤劳，但
我们的勤劳同样要有一个指向，就是要为这
片土地增添些绿色。

祖父已经去世多年了，但他的教诲还会
常常回荡在我们的心里。快到清明了，祖父
的坟墓应该快被满眼的绿意包围了吧？

（文/李尚飞）

追思传承是清明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到外婆家过重阳
节。一大早，外公依照江南旧俗，亲手为我们蒸
重阳糕。第一口新鲜的糕点却并不为食用，而
是将懵懂的我唤到跟前，切下小小一片搭在我
的额头：“祝愿我的小孙女百事俱高。”

外婆家重视过重阳节，这“日月并阳，两九
相重”的日子，在“诗经”吟唱的时候就已经产
生。外公出身于旧时的诗书家庭，对这个节日
是否受到尊重有着自己的固执。

回到外公外婆家，母亲第一件事情就是让
我照规矩磕头。晚饭的餐桌上有鸡有鱼，一看
就是外婆外公平日里自己舍不得吃的。母亲教
导我，先别顾着自己贪吃，要将第一只鸡腿夹给
外公，另一只鸡腿夹给外婆。我们家的孩子都
要养成这样的习惯，“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
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一切
的辛劳都极为不易，反过来当自己有回报父母
的能力，就一定要懂得感恩和孝道。

后来，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酒席上有长辈在
的地方不会先动筷，有什么好菜上桌先用干净
筷子夹给家中长辈，在心中把它当成了一种虔
诚的礼仪，一定要这样做了心中才坦然，超过了
对美食本身的渴求。

现在想起额头搭着香甜的糕片，仰望外婆
外公的场景，我的心中仍是一片暖意。古老的
家风就是这样代代传承：长辈爱护小辈，而作为
儿孙的我们则尽自己更多的力量去反哺那一份
温暖。当以后我们渐渐老去，再把这种温暖方
正的人生观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好的家风就
是这样在岁月的长河中一点一滴地形成，愈发
丰富动人。 （文/李咏瑾）

孝老爱亲在重阳

家风 点亮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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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从本周起，我们将聚焦家庭家风，推出“家风·传承”系列

报道，剖析优良家风的内涵，推崇美好家风，讴歌融爱家爱国为一体的家国情怀。敬请关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