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宏（左一）一家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丽

2月18日，大年初九，春节假期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天津杨柳青古镇阴雨
潇潇，仍有游客流连忘返，沉浸在年味
儿中。跟随游人沿着青砖小巷，走进胡
同深处，一座四合院门口悬挂着的“玉
成号年画坊”招幌迎风招展，步入其中，
花坊内满屋满园张贴悬挂的年画色彩
艳丽、喜庆吉祥，游人屋里屋外进进出
出，这里年味儿常在。

“今年可太忙了。”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见到张宏时，她正忙碌地教游客
绘制木版年画。今年春节，她结合龙年
元素设计了贺岁年画，比如游客正在体
验绘制的“钱龙引进八方财”，每天吸引
200多人前来“打卡”体验。

张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杨柳青年画“玉成号画庄”第七代
传承人，他们一家几代人匠心不改
传承年画，被推选为2023年

“全国最美家庭”。
“习近平总书记走访

杨柳青木版年画店铺
了解传承和发展情
况，特别鼓舞我们的
士气。”提及习近平总
书记春节前夕的天津
之行，张宏十分振
奋。总书记在天津考
察时，走进古文化街
一家杨柳青木版年画
店铺，端详“勾、刻、
印、绘、裱”道道工艺，并
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
化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
继承和弘扬”。

“今年的杨柳青年画格外红
火。”张宏一家十分感慨，仿佛

“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繁荣景
象回来了——

一家八代年画情

杨柳青木版年画发源于天津杨柳
青镇，始于明，盛于清中叶，衰退于清
末，凋零于抗日战争时期。1949年后，
杨柳青木版年画经过党和政府的多次
抢救、搜集、挖掘、整理，又获得了新生。

1953年，国家决定恢复年画生产，
当地政府组织老艺人成立“杨柳青年画
生产互助组”，几名老艺人聚在一起重
操就业，地点就选在“玉成号画庄”，也
就是张宏的公公霍庆顺的家。自幼学
习年画技艺的霍庆顺是杨柳青老字号

“玉成号画庄”的第六代传人之一，也是
张宏的师傅。2007年霍庆顺被授予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荣誉称号。

如今，古稀之年的霍庆顺仍在为杨
柳青年画奔忙不息，提及杨柳青年画眼

里放光。“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杨柳青年
画，爱上杨柳青年画，传承杨柳青年画”
是他最爱说的一句话。

回忆年画发展历程，霍庆顺对自己
儿时的情景记得十分清晰。

1953年恢复年画生产之初，由于
人手不足，霍庆顺的姐姐霍秀英及韩秀
英也加入进来，从事彩绘工作，二人虽
然只有13岁和10岁，但已学习彩绘有
五六年时间了。霍庆顺的彩绘启蒙便
来自两位姐姐。“姐姐们工作的时候我
在旁边看着，她们发现我感兴趣，就给
我讲技法和色彩搭配。”霍庆顺说。两
位姐姐一辈子都在研究彩绘技巧，这种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匠心的态
度也是霍庆顺致力于杨柳青木版年画
传承的动力所在。

霍庆顺的父亲霍玉棠是“玉成号画
庄”的第五代传人，由于年画制作需要
多年学艺积累，加之其制作周期长，很
难在短时间内收获经济效益，最初父亲
并不愿儿子从事这行，他深知这一行

“太苦了”。但平日里霍庆顺对年画的
喜爱和执着，终究打消了父亲的顾虑，
决定教他系统学习年画技艺。

杨柳青年画在霍庆顺家世代相传，
并与国家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不断发扬
光大的背后，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重视和
事无巨细地支持。1959年，周恩来总
理到杨柳青视察时，多方协调解决了无
法采购槐黄颜料的难题。

“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一个‘情’
字，都在表达着我们中国人的情感。‘年’
就是‘情’，‘年画’也是‘情’。”面对记者
的采访，霍庆顺话语铿锵有力，目光炯炯
有神，真诚地表达着自己的理解，“几百
年来，杨柳青年画的题材和内容不断丰
富，但无论如何演进，都离不开它的核心

‘年’字，也是‘情’字——那就是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和向往之情！”
“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杨柳青年

画就是‘胖娃娃抱鲤鱼’，其实不然。”霍
庆顺告诉记者，“传统的杨柳青年画题
材大致分为5类：儿童类、仕女类、民俗
类、民间传说类、神像类。无论哪种类
型的年画，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正能
量。比如《赵匡胤千里送京娘》表现的
是见义勇为的侠义精神；《孟母断机》阐
释的是育子成才之道……”而霍庆顺最
喜欢的年画之一是《五子夺莲》，它表达
了对聪明才智和努力奋斗的赞美，还有
子孙健康、吉祥的寓意。这也是霍庆顺
彩绘的第一幅画作。“这么多年，我没有
离开年画，年画也没有离开我。”霍庆顺
说，“年画里有家国情，年画里有我。”

年画的“变与不变”

杨柳青年画是一门集体艺术，需要
勾、刻、印、绘、裱五道工序才能完成，缺
一不可。霍庆顺说，每一道工序都够一
个人研究一辈子。每一幅成品的年画
只有画庄印章而没有个人署名也是这
个原因。

“杨柳青年画发扬光大靠一家是不
行的，要面向社会，面向下一代，年轻人
只要真正懂年画、爱年画，最重要的是
坚持做年画，我都愿意教。”霍庆顺大儿
媳张宏与霍家也是因年画结缘。

读书的时候，张宏和霍庆顺的长子
是同学，过来串门时，张宏被满屋子的
木版年画震撼了。毕业后，她找到霍庆
顺拜师学艺。

“我公公一家都会制作木版年画，我
把整个制作工艺都学了一遍。”听张宏介
绍年画，能真切感受到她对年画如痴如
醉的热爱和执着。作为传承人，张宏痴
迷地“画”了近30年。在延续传统工艺
的基础上，让更多年轻人爱上杨柳青木
版年画，是张宏最想突破的，“不过老爷
子叮嘱过，不论画风怎么创新，老手艺和
年画的‘根’不能丢。”

“年画之所以能传承至今，源于人们
内心保有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虽然时
代在变，但人们深层的精神需求没有变，
这就是年画创新的‘根’。”张宏如是说。

张宏在保留传统技法基础上融合
现代技术推陈出新，她将年画与吊钱结
合起来制成年画吊钱，把年画从纸上画

到团扇上，为单纯观赏性增加了实用
性，让年画的形式不断丰富。她与设计
师合作“世象新语”杨柳青年画周历签，
与手机生产商合作用年画设计卡通形
象，为年轻人带来更多选择的非遗文化
体验。

她还将传统文化与爱党爱国情怀
结合起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创作《举国同庆，为国祈福》，为庆祝建
党百年创作《建党百年庆，共筑中华
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创作《团
结奋进、伟大复兴》等作品。这些年画，
向世界展现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描绘了祖国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幸
福的景象，表达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热切期盼。

“有很多灵感是女儿给我的启发。”
张宏骄傲地表示，女儿霍宇莹是自己每
次创作的“第一读者”。

刻在基因里的传承

作为“玉成号画庄”第八代传承人，
霍宇莹说自己和杨柳青年画的缘分，从
出生就开始了。

“才几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就抱着
我整天在画庄里忙碌。”生在年画世家，
霍宇莹从小闻着墨香长大，看着鲜艳的
彩绘，惊讶于一幅幅漂亮的图案在爷爷
手中不断“变”出来。

“两三岁时就按捺不住，开始争抢画
笔，在画纸上信笔涂鸦了。”霍宇莹笑着
说，爷爷和父母辛苦绘制的年画会因为
自己和妹妹的“参与”成为废品，但他们
并不生气，还笑眯眯地鼓励她们：“没关
系，哪能一画就成？多学多练就好了。”

有了长辈的支持，霍宇莹对绘制年
画的兴趣与日俱增。每年春节前夕是
家里最忙碌的时候，长辈们废寝忘食地
创作年画，霍宇莹就主动承揽一些“小
活儿”，还逐渐成了爷爷的小助手，只要
有杨柳青年画的展示普及活动，她都积
极参与。

“妈妈的‘痴迷’也非常影响我。”霍
宇莹回忆说，自己的求学之路一直有妈
妈陪伴，尤其是高三时学业压力很大，
无论自己复习功课到多晚，妈妈永远在
一旁画年画陪伴，“她要一直画完一幅
画，有时画一夜也乐此不疲，妈妈用身
体力行告诉我坚持的意义。”

和年画共同成长、一起进步。考上
大学后，霍宇莹对杨柳青年画的传承有
了自己的想法：不仅要关注传统年画的
艺术价值，更要挖掘它的实用性，可以
尝试以杨柳青年画制作技法为基础，开
发年轻人喜爱的文创产品。她和同学
按此思路一起创作出的“烟熏妆渔妇图
案”印制在一批文化衫上，被一抢而空。

“爷爷一直告诉我们，年画是服务
大众的艺术，既要保持年画的‘原汁原
味’，又要适应新的审美需求，赢得社会
和市场的认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身为“95后”非遗传承人，霍宇莹说，自己
有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
的基因，要接过长辈们手中的画笔并持
之以恒地探索下去，让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认识杨柳青年画，喜欢杨柳青年画。

霍宇莹还向记者透露，接下来她要
把勾、刻、印、绘、裱五道工艺中的“刻
板”学精学透，“因为现在会画的人很
多，‘刻’是薄弱环节。”霍宇莹说，无论
年画的展现方式如何创新，杨柳青年画
的“根”不跟丢。

尽管已走上社会参加工作，霍宇莹
仍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和创新杨柳青
年画。在记者分头采访中，霍宇莹和爷
爷霍庆顺祖孙俩不约而同传递出这个
年画世家的坚守：“年画不会离开我，我
也不会离开年画。”

榜样力量力量

阚燕娜家庭：

阚燕娜是河北省唐山市军供站职工，作
为军供站唯一的女性职工，阚燕娜“巾帼不
让须眉”，将日常党务、政务、人事、工会、档
案等多项工作“一肩挑”，曾多次被单位评为
优秀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

丈夫张鼎是帆语古帆船模型工作室创始
人，河北省航海模型队主教练。其祖父张渤曾
留学前苏联，抗战爆发后返回祖国，曾被周总
理接见并安排到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
学）任教。父亲张绍基是中国第一批电力机车
高级工程师。受父辈影响，张鼎投身航海模型
运动，成为河北省获得全国航海模型运动冠军
第一人，2022年被授予市级“环渤海古船模型
技艺”非遗传承人。他设计出多款适合青少年
制作的古帆船模型器材，深入省内200多所学
校，开展古船科技系列体育活动，受到家长和

青少年的热烈欢迎。
夫妻二人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

儿子2022年获全国航海模型锦标赛C7项
目冠军，并积极参与青少年公益讲座。一
家人互敬互爱、互学互助、互促互进。他们
利用网络平台教孩子和家长们制作红船模
型并宣传讲解党的历史，通过亲手制作红
船，传承红色基因，激发青少年爱国情怀和
民族自豪感，进行“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和
启迪。全家人表示不仅要持续开展红船宣
传教育，还要通过参加世界级比赛，让世界
重新认识中国的航海文化，为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复兴贡献力量。

他们在打理好小家庭的同时，积极实现
社会价值，在“小爱”中成就了“大爱”。阚燕
娜家庭入选2023年“全国最美家庭”。

高美华是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
太平哨镇保安村妇联主席。她自幼在姥姥的
熏陶下痴迷剪纸艺术，剪得一手漂亮的窗
花。中学毕业后，她刻苦自学，坚持剪纸创
作，多幅作品获奖并被市非遗中心永久性收
藏。2004年，她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剪纸）传承人，其作品《山羊开泰》图由丹东
市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封面出版。2016年她
被聘为宽甸县西门外小学和太平哨小学校外
辅导员，成为宽甸县第一个把剪纸艺术送进
课堂的人，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传承剪
纸艺术的队伍中来。2017年她被辽宁省工艺
美术行业协会丹东市专业委员会评为工美未
来之星。

她热爱剪纸更爱家人，伺候卧病在床的婆
婆，孝敬年迈的公公，是远近闻名的孝顺媳
妇。丈夫孙贵海是当地林业站护林员，在老人
病重、家务负担繁重的情况下，支持高美华履
行非遗传承人的责任。让中国民间剪纸艺术
后继有人、走向世界是一家人的共同心愿。高
美华家庭入选2023年“全国最美家庭”。

郭凯利是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
姚庄回族乡三郎庙小学教师，她关心
爱护学生，引导孩子们互爱互助、和
睦相处、努力学习。丈夫李冰是李氏
金镶玉手工技艺第六代传承人。
2021年金镶玉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

李冰身兼三郎庙村党支部书记、
姚庄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多年
来传承金镶玉技艺，将现代科技和传
统手工艺结合，潜心创新。同时，经
营金镶玉手工加工坊金玉坊，举办李
氏金镶玉培训班，培养专业技师10
人，普通技师23人，扩大生产规模，
增加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致

富。其生产的纯金、纯银装饰茶具、
瓷器花瓶等已成为郏县重要的文化
产品之一。他们在传播金镶玉文化，
提升其制作技艺影响力的同时，也叫
响了郏县金镶玉文化品牌。金玉坊
被河南省妇联授予“巧媳妇”创业就
业基地。

公婆和蔼可亲，儿女活泼懂事，夫
妻恩爱有加，郭凯利一家六口用自己
的勤劳、朴实和宽容守护着幸福。作
为一名村干部，李冰工作细心、耐心、
负责，把群众的事情记在心里，就地化
解矛盾问题，为村民做好服务，村里小
事不出门，大事不出村，实现了由家庭
和谐到乡村和谐、民族团结。郭凯利
家庭入选2023年“全国最美家庭”。

高
美
华
家
庭
：

郭凯利家庭：

凭金镶玉技艺带村民致富

中华民族五千年

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

长，给我们留下了丰厚

的文化遗产，是国家和

民族的灵魂。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其中丰富

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

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生

命的记忆，蕴含着深厚

的民族文化基因和特

有的文化形态、文化个

性。有效保护和继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

创新性发展，才能更

好地将其传承下去，

树立文化自信，建设

文化强国。

杨柳青年画为中

国民间木版年画，因产

于天津西南杨柳青而

得名。2006年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它始

于明代，盛于清代中

叶，继承了宋、元绘画

的传统，创立了鲜明活

泼、喜气吉祥、题材感

人的独特风格，与苏州

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

北柳”。

今天，我们走近杨

柳青年画“玉成号画

庄”第七代传承人——

2023 年“全国最美家

庭”张宏家庭，感受他

们用自己的双手努力

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

让年画真正回归春节、

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下去的拳拳之心。

年画世家的“家国情”
天津市西青区张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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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人
天津市西青区妇联党

组书记、主席戴维微

在寻找推荐最美家庭
的过程中，我想起了杨柳
青木版年画这一独具特色
的民间艺术。这门古老的
艺术形式，承载着中华民
族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
传承，也是天津市西青区
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我还在从事宣传工作
时就认识了张宏这个特殊
的非遗传承人家庭。他们
家世代从事木版年画的制
作与传承，家中珍藏着大
量的杨柳青木版年画原作
与古版，家族中有多位成
员从事年画创作与研究。
他们不仅拥有精湛的技
艺，对杨柳青木版年画更
有着深厚的情感与理解。

张宏家庭的闪光点体
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与传承上。在与张宏的
深入交流中，我被他们全
家对传统艺术的热爱与
执着所打动。在现代社
会，许多传统手艺面临被
遗忘的命运，而张宏家庭
却始终坚守。更为难能
可贵的是，他们不仅仅满
足于复制传统的年画作
品，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
进行创新，将现代审美元
素融入传统艺术之中，不
断尝试将木版年画与现
代元素相结合，让更多年
轻人能够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使杨柳
青木版年画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张
宏家庭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他们积
极参与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将杨柳青木版
年画带到世界各地，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国
际影响力。

他们作为“全国最美家庭”的意义不仅
在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更是对现
代家庭如何展示文化自信、参与文化传承
的积极引领。希望他们能够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让更多的人
能够了解和喜爱杨柳青木版年画这一中华
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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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青年画《莲年有余》 张宏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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