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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杨柳青年画见闻记

王树村

七年前( 1980年〉当抱著第五本以杨梅青吉版年噩为题材的
《杨拂青墨线年画》出报主主①，年终回故里探亲时，跟便到新华
书店看看有无可购之书画，并想再买几本《杨榜青墨镜年画)} , 

奉蹭师友及图书馆。可是不垣没晃此书出售，甚至营业虽尚不知

有此书名 i 此事屋然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常郭胸露:

远在半个世纪以前，正是抗日战争前夕，在家乡看到剧印年

画的作坊于岁末在画市〈席市大于〉卖灶王、门持、年画的情

景，总感到这种艺术享受是得天独厚F 虽然那时乡民尚不能得到
温饱无虞的生活。抗B 战争爆发后，天津先陷落于敌人之手，杨

梅青随即被日寇占领，从此，杨梅青昔日画市繁盛之景象，渐渐

黠淡下来，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故乡的艺术之美，也很少

诙及，数百年友展下来的握国民间艺术一一杨梅青年画，渐渐为

后人所不知，其时唯有大量画版堆在糖房胡胃口和小摆摸口等烧

愣铺在§注目前，劈作烧柴， 1941年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继飞b京

研究院"②之后， "曾至年画发摞选择柳青采购，厨获寥。纱③

翌年，法人柱信秋 (J • P • DUbSC.) 曾于北京东黄摸摸的北京

中法汉学研究厨内举办了一次"提问新年神像嚣噩展览会'，

其宁展出了一部分门神、 n童、天地马子、诸神缘等，皆系

从杨柳青和北京打磨厂戴廉增画店购得。那时笔者尚年轻，还未

能认识到杨梅青年画是中华民族的一块骤宝，应纳入祖国文化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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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宝库之中，及丑哥本出版的《支那古版噩噩录》一书和《世界美

术全集)) (东京版〉黠卷中，较有大量我国苏州、杨柳青年画

肘，深感祖国大好河山，不仅落于敌国之手，商中华文劫也尽攘

外人掠夺l 由此对家乡的艺术〈年画、剪纸、花好、灯画、

…〉十分珍惜并作收集，幻想自己也出版一部故乡的艺术愚

集，以示中国人不能尽被人欺侮，民间文物也有识者。可是在敌

人铁黯下和后来国内战争不己的年代里，确实是幻想。到了新中j

嚣成立后，这种幻想才终于变成了现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溜北月 flj)) 曾发表过一篇《说

坊间年画》一文，后来又有噩家徐藻蒜在《立言画报)} (1940年

43期人程实在1948年二期的《艺踪》、凌志于1948年的《一回七

画报》都有介召杨柳青年画的文章，那时他的都感叹本报年画艺

术衰落，画工艺在日渐弱谢。杨柳青年终画市繁i萄之景，亦一去不

复返，这样就更显出杨梅青等画艺术之珍贵-新中国成立后，中，

夫人民政府文化部友布了要重视民前年画艺术改造工作的号召，

美术工作者积极的抱着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热望，相继投入了杨

梅青年画资料收集和考察工作。 1950年《人民艺术》第二期首次

发表了金冶《杨柳青租天津的年噩调查盏，同年七月四日王稀拉

于北京《新民报》上介绍了《杨柳青的新挂钱JL)} ，后来又在

《天津噩报E 上介绍了《杨梅青年噩>)，杨梯青艺术之乡的声名渐

被人知。张映雪《杨梅青木刻年噩》和玉树村《杨梅青年爵资料

集》、《京昂j版画辈出版，还引起了雷外汉学家的注意。一方面是

由于《杨柳青年画资料集》在德雷莱比锡， 1960年书展获得银质

奖章一方面是中国民局年画第一次全部彩碍。此书今已绝版，唯

有1976年台湾雄狮出版社翻印的，易名《杨梅青版画》还能在海

外买到。 1959年前天津术美出版社还部制了一套《杨梅青版噩》

十五页，由国际书店发行国外，扩大了杨梅青年画对外之影嚼。

再有就是台湾"吕立历史需物馆" 19何一年串行的《中华民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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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辈，其中门画部分大都是杨柳青年噩作坊产品。在研究杨梅青年

噩噩家的资料中，有《离揭轩)) (王树持著) ，虫土海人民美术

出版社出援，是我国年噩噩家的第一部传记之作。另外自南京江

苏出版社出藏的《太平天国版画}} (王树村编〉较杨柳青太平天

国时期的十二幅，原作己且"太平天国纪念馆"收藏。 1966 年
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民间年画成为教判"封、资、

{彦莎的重点之一，不少画服被毁，珍品烧掉。所幸，杨柳青绝大

部分齐健隆、戴廉增等画店清代遗留下来的精本，尚存于笔者手

中，这就为后来的《杨拂青墨线年画》、 《中国年画百图》、

《中国美术全集))(民间年画卷)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即行〉、

《中国年画史图录》、 《中国古年画版}) (英文殷、外文出报社

出嵌〉、 《民间画诀》、《钱慧安))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

版)l21及《中国各地年噩研究)} (香港出版社印行〉等留书里的

杨柳青年画图版，得l21存世。

由于编著了以上有关杨柳青年画十余种，得到了国外文化

界、学术弄的注意， 1978年后，罢外来华学者不断访问杨柳青故

乡之同时，也常到北京来交流学术活动，并曾邀请笔者到澳大利

亚悉尾大学、堪培拉、墨尔本等地美术馆作讲学活动，去年还应

邀去苏联宁列格勒、莫斯科等地博物镜、美术馆鉴赏中国年噩及

其他美术藏品。其时在收到的一些国外出服的中国年画图册中，

没有一本不技杨梅青年画者。除了北京法文图书馆1935年出版的

《中雷戏龄〉前有戴廉增画店邱绘的四梧戏出年画和1932年 E本

美术研究所缩印的《支部古版画图录》等都有杨拂青年画作品

外， 1961年民主德国德累斯顿出版的《中嚣版画)) , 1966年苏联

莫斯科出般的《中国民间噩)} , 1973年西德汉堡博物惶将收藏的

中国纸马四百余幅，年画四十余帧编选出版， 1978年，巴黎吉美

搏物馆将过去爱德华·夏凡纳(Edou ardCh arannes) 牧集的中

国戏曲小说故事为题材的年噩，选出八十七蝠，作为《亚洲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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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岛出版，以上诸种中国年黯图册，大部分都是杨梅青年画作坊

清代印绘之品，近年曾幼荷编印的《美雪人收藏的中国民间艺

术》和奥地利维也纳1984年出版的《中国器季喜庆画}} ，也都有

少量杨梅青年噩精品。再有就是自本匮奈良市大和文华馆子

王972年编印的《中国明、清时代之版画》中，有戴廉增画店印的一

辐《种种得魁》是罕见品的一幅蔬呆题材的中堂画。列举以上世界

出版的有关扬梆青年画之书吕，无非是说晓了世界各国对我乡术

职年画十分喜爱，另一方噩也反映了杨柳青不少珍贵的手噩，早

在清朝中叶以后不断流到国外，现尚有数以千计的作品收藏在

英4 法、苏联、日本、东德、西德、美国、奥地利和我昌台湾等

各大博物信中，保存完好。同时，他的还不断来华继续收集，这

点若和我国相比，恰好柜反、我雷不但有许多人还不知杨柳青年

画艺术之可贵，甚至在杨梅青当地也少言如其茄史发展之概况者，

更不用说收集资料加埠整理和研究它了。

据从苏联实地考察，数以千计的杨梆青清代木般年画分藏在

列宁格勒市图书馆、民族民俗捧物弦、宗教艺术博物结、地理学

会、陈尔米草草什〈冬宫〉博物馆、莫斯科的东方艺术博捞馆、普

希金美术馆，茵时闰厨限，基辑和费尔库次克博物馆所藏，未能

一且。再有就是维罗格拉诺夫建筑辉在清末从晗忽滨购的年噩遗

产，出其外蒜女收藏，还有列宁格勒涅士大街一家古旧书店亦有

杨梅青 IE年画出售，有的一幅价350卢布〈约会人民币一千元) , 

很快就被卖掉!来搜集年画最旱的，有道光二十年( 1840 )前的

瓦西里耶夫。他在北京进修时，曾收集茹杨柳青年画作坊菊印的

磁青地屏条二十二蝠，内容有《丹凤山》、 《寒江关》、 《长援

坡》和一些博古花卉等，十分绚国可观，这些在国内均已少有收

存，现藏在列宁格勒Karan大学到百属民族博物馆中。其后，有俄

国植物学家柯马罗夫者于光绪二十二年( 1896) 到我国东北"考察

植物"同时收集了近百蝠年画，其中绝大部分是杨掷青产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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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还有罗闻斯基者也搜集了一批杨梆青齐键隆画店印制品‘内容

以戏出题材为主。如《黄金台》、《桑园寄子》、 《韶君和番》、

《小花园}) (杨二舍化缘〉等。其时还有音乐评论家黯陪索夫〈

1829-1906 )搜集了一些杨樨青《红楼梦》年画。按国人在杨梅

青和北京搜集年画最多的，要首推同歹才可塞耶夫 (B. M. Alek 

-s ee r ) ( 1881-1951 )光绪三十一年( 1907 )游学中亩，菌他曾

J晃荷马罗夫收集的中国年理藏在"地理学会"，很感兴趣。于是

来华后大量收纳中国年画、信莞、拓片以及其它民间木刻画。并

向法国夏凡纳同潜我国天津、河离、上海、广东、福建等地作搜

集活动，阿民收集的年画上千艳，后分黯苏联各需物馆中。1966年

阿列可塞耶夫的女儿玛·瓦班科夫斯卡娅，与苏联科学院李福清

教授等选出一部分全编了一本《中嚣民间画》。最近又与阿芙乐

尔美术出版社在莱比锡出版一部出中国民间文学为题材的《中嚣

年画}> ，其中大部分是杨梅青齐健隆、戴廉增年画作坊的产品。

今年苏联阿芙乐尔出报社与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商定= 岳王椅

持、刘玉山和苏方李福清全编一本《苏联藏中雷珍本年画集>> , 

选菌二百幅大都是杨柳青清代年画作坊之精品。这是我国有史以

来，开杨青年画艺术与器外合作出版之先河。

中国年画在国外展出最早者，据我所知是1973年在莫斯科。

当时展品是建筑师维罗格拉诺夫所收集， JÅ会场照片来看，展品

大部分是杨柳青齐撞撞、戴廉增等字号邱绘的舞台戏出。也有一

垫娃娃题材，其遗产中，尚有《马芳围城》、 《荆辑事j秦王》、

《五岁朝天》等尚存其外孙女手中。本世纪三十年代，法国里昂

曾举办过一次中国神像画展，也有不少是杨暂p青产品。新中国成

立后，杨梅青年画陆续运到国外和香港展出，同时雷外也举办中

国芋画展览会。如今年六丹苏联东方艺术博物馆在莫斯释举办的

《中嚣年画展览会》主要是金结::r"尖〈措金整张椅纸fp制者〉票

份每张约合人民币五元、还要排队购买。不仅印了精美的大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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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画，还印了一本图录。蜀中既有或出、娃娃、庄家忙、抢当

铺、大过新年、老鼠娶媳妇大拜华堂等题材外，还有《光绪二十

八年灶君》以及"魁星"必马王n 等等，足丑外国人对中国等画

收集之多。在前年于澳大利亚悉后新南威尔斯州美术辖作中国年

画展览并讲座时，不少国外美术家第一次觅到中国年画，其中当

然以杨柳青最为外匮人称赞了。有一个英籍老太太在看完展览至2

翻啡厅标息时、对我说z "太好了，中国艺术i 今天我带我的孙

女儿一道来成赏，太高兴了 1 " 

以上这些情况，过去曾在各大美术院校住了介绍，因杨梅青

年画已不只是属于天津市西郊区的一种民间美术了，它己走向世

界，它走向世界也不是从今天开始，早在本世纪初或更早一些已

步出国门，但因我国腐般的清政府当时还在梦中，清贫的学者叉

无力去收集和保存这一艺术，致使不少珍贵的杨柳青年画流到国

外商不知i 今天给自文化和族游之士，无不想一黯故乡道地的古

本年画，可是以天津市西郊区解放近四十年了，还未听说有专门

机构收集整理研究杨柳青年画艺术，更不用说成立一博物馆来供

世界仰慕杨梆青年画艺术者现赏了。相形之下，外国人编著的年

画图册中，倒有不少研究水平高于国人者。从这一点来说，家乡

的文化部门之领导，应将这一情况予以研究市采取措撞。拉杂不:

成篇章之文，意在于此，不当之处望指正。

撞击新中国成立后，以扬栩青年画为内容的先后出握了《杨梅青年画

资料集)> (台湾摇碍易名《杨拂青版画>) )、《京剧版画儿《太平天虽

嵌画队《高糯轩》和《杨梅青年匾》共五秤，今己绝膜。

②北京研究院前身为国立北平研究院，是拭目战争前国虱党政府所属

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构，该院曾收集大量墨线年画，解放后移交北京市文管

部门未失。

③详见《汉学》第一霄， 1944竿北京中注汉学研究所出原第二六三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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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青石氏家族兴衰录

于焕文王鸿遥

杨梅青石家是一大户，从清朝中叶到民裙，其财势号称津百

首富，列天津八大家之一。从石万程开始发家到石元仕一代为石

家鼎盛时期，在津哥地区影确很大。现捏石员家族从友家到衰落

的概捏记述如下z

一、营船兼粮商发迹成小康

石家来青落户之前的先人04石蓬，系山东菜州大瓮口石家岭

持人，自有大据一只〈大帮摇全家在踏上生活〉在家乡随近经营

运输，于清雍正( 1723一-1735 )年离营船运来天捧一带。由于

营运业务繁多，运载便利，日久天长到石衷一〈字秉信〉这一辈

就在杨梅青落户了。上下凡辈数世单传，食指少，积累有所增

姐，就更换了对槽一只，在北京，天津各地，运输土产杂货，模食

等商品。在i后又受清政府雇钮，挥?曹粮，于江苏徐州，河南龙王

菇两码头，把所征小麦运往逼州。传至石万程〈名起鲤〉这一代

'仍~船运为主，除每年四次清艘运输外，自己也开始采胸一些杂

粮J ~j沿途缺粮地区销售。携带其子石鼓廷〈字豫修〉往返于津

京一带。到乾隆五十年( 1785 )石衷一嚣年老与弹子石献廷二人

下船，在杨柳青开设万兴粮行。因自有船只之蟹，沿途各选收成

丰歉，信息灵通，且多从潜艇收购践拚宫穗，经营积累a 渐雄厚

，稳食库存储量，常在数万石之多。每遇黯近地区灾荒之年，利

润就成倍增埠。这时的石万程已成小康之家。

7 



嘉庆六年( 1801 )大水，东淀中承定拇漫溢，大捷、文安、

霸县、静海、天津均受到自然灾害侵袭，农田牧获骤减，天津城墙

有三面都遭水费塌。不少群众生活噩苦，无家可归，面粮价暴

涨。石万程往来营运，获利数倍，遂给友家奠定了基础。

二、旗奶奶进家锦上添花

嘉庆三年( 1798 )北京前运洪水成灾，清政府为了解决盖自

粮荒，决定赶运江淮、、河南等地粮食。农历十月初石万程如运了

IJ'\麦一船，随到逗ffl就赶上北风大起，洒水结冻，黯不能运行。

摇船工人暂时解散图家。只石万程和继妻离民及一老船工在船上

厮守过年。转年是嘉庆屈年( 1799 )农历正月十八日，天已暮色

苍茫，且有一名少女子里拿着一个小包袱，在泪岸上徘徊抽泣。

石万程;在路情景心想此人必有难雄。唯恐她自寻短晃或受匪人迫

害。就叫老船工捏媳叫到船头，仔细询问?少女说z "是随家人

往天津探亲，车过齐铭n时家人被冲散，自己随车来到这里，一

天水来泣有粘唇，冻饿难怒，心中又害艳，因此才哭"。石妻离

民把她领进船舱，供嬉饮食，并留她在船上过夜，等按他的"家

人罗来寻找。就这样在船上等了约一个月，也没人寻间。后来天

暖河开就要按锚了，怎么办?只好把她安置在船上，随船往返，

沿途扛睐，可是始终也没有一点信息。闰媳北京地址住娃，她

也说不清楚，就这样过了一年的时间，眼看冬天又要到了，没

有办法，就把这女子随船带到了杨梅营。这少女很聪明勤恳，

又善于揣摩人心，伺候的石万程夫妇很高兴，从商也就待她相自

家人一样。石家到石万程之子石献廷这一辈向上几进单传，人丁

不旺。为比，石万程草草鼓励儿子石鼓廷多生子女，厨以在石献廷;

完婚之后，又买了两个妾。不久，石献廷原配夫人病死，结果又

续娶了一位，先后共有自房女人，后来又把带来的少女收进房里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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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族女子这时才把吉己的身世、遭遇全盘说了出来。原来她是姐

妹二人，幼年卖给了乾隆皇帝的宠臣和蝇府里作女婷。姐姐被指定

在和坤JL嬉和孝公主娃掌管丰鲸殷德驼马的强饰衣履等生活黑

品。自己在地妾房中供茶水杂役。嘉皮四年( 1799年〉农历正月

初十突接圣旨捷和坤进刑部衙门牢狱，除辑马的宅院选出没有理

挡外，其余各挫宅院全被查封桂抄。扑妇家奴也都传呼登茄钱拿

在一起，寄顿院内，听侯友藩。自己当初银幸运，旱在除夕就被

深往和孝公主府，为王中桔黄JL媳节棠，给公主送去金翠头噩及奋

洁珠串等物。当时因为乾隆太皇病重，公主进宫请安，听候传晃，

没工夫，就把首饰珠串暂存姐姐房中，每天到府等机会呈交圈

话，正巧叉赶上太皇宴驾，公主需在宫中陪灵尽礼，只好天天打

既，去府中静等。不料初十日相府查封，姐姐捏她藏在自己屋

里。到十八日和琦踢死，姐姐一看没有指望了，就劝他和一个门

仆〈彼时也匿骑马窍中〉去天津技亲，给她雇了一辆轿车，口仆

在后面尾随，但在过齐化门时，口仆被五城兵马司认出来，将其

扣留。车子将其一人拉到遥判河圾。下车后举目无亲，无娃投

奔。野草i才睦船到了石府，并将送公主的节礼金翠珠串等物随身

带来。

理为她是不缠足自号旗装打扮，贤以石家上下全称呼她旗下奶

奶。旗奶奶由于她曾在和王申府当过使女，晃过世噩，很懂礼攘，

在石家帮助高夫人治理家夜，上下和睦，目也子大姐兴旺。特黯

是该女人来石家后的第三年即嘉庆六年(1801)大水，石家银食营

运，碍了几倍的和j润，据地家迷信的说法，都认为是这位旗奶奶

结带来的福错。二十年后该女人因生病死去，只菌为她没坐过花

轿，不是明媒正娶，又没有生JL养女，所以也就不能葬于祖坟。

为此，就在杨梅青镇西头，大头鬼道买了一块地把她安葬了。君来

石献廷病危时，担四个儿子叫到跟前说z "旗姨奶奶自入我家托

媳的福拾，内外和谐，家业兴旺，虽然名普攸关，不能葬于袒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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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捕，但题后辈儿孙莫忘也绪'。野草i石民各f1 tt后每年清明都

先到旗奶奶坟地祭祀，然后才往程莹。但到民国后为子孙渐渐挠

忘了。每年只是由看祠人张明〈五费支书张继忠之父〉代为祭
~ 

担。北镜前经营人石斑文家己败落，又有鸦片烟瘤，将地卖于外

娃，至今已无遗迹可寻了。

三、富民填房宫星发光

石万程在其原理夫人吴员于知命之年病故后，续娶本镇望族

离居宝第十五世孙女，造士公寓衍龄之女，道光甲辰举人高善混之

姑母。也是怎样得配这位累代宫镣叉诗书门第出身的高民夫人

呢?按照当时的世缮，一般女子年过二十，再行择婿就较为困难

了，市高民国开始过于挑剔，及至妙苍己逝，直到三十多岁才不

得不这样屈挠了，好在石万程虽无功名却有钱财，于是方结秦晋

之好。高民嫁驾石家主i后，对石家的船户兼模离的租信状态自然

很不满意，为改变石民f1庭，使极力着手按照她的意志通过娘家

亲戚前往来酬酵对石万程施加影自由。加之又有旗妈妈结石献廷牧

房作妾之虫，对长幼尊卑的礼法和封建仕途有了进一步的掺透。

同时在社会上石家也因有财无势，常受地方豪恶的欺崖，持那是

地保王三鬼，三天两头以旗奶奶来历不明，借端敲诈。这样便提使

石家蒙生了急切步入仕途之念。再说当时正值四川、湖北、陕西

自莲教起义规模宏大，统治者为满兵壤压，尤其需要武士为他们

卖命，所以年等开科考取武童、秀才、举人、进士等武职。鉴于

这种情况，石家便开始了这方面的技资。

嘉庆十二年( 1807 )丁卵科石献廷的改子石宝庆考中了省试

第一名，家里立刻挂起了一块"武魁噩"。十三年(808)戊辰科石

献廷长子石宝善也中了武举，又悬起了"兄弟联登悍的大匾。十四

年( 1809 )己己科北京会试，石宝庆又以直隶会元在考，中了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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盏士。兵部衙门立刻以守备〈相当圄〉分配贵州普安营任职。当时

南方的少数民族也有不稳消忌。像石宝庆这样的家庭黠势，当然

不会跑到那里去玩命，就告病在家，安享清福了。从此石家由一

个船户、粮离开始步入了仕途，取得了一些功名。使石家在社会

地位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四、财势如沙丘越聚庭越厚.

嘉庆六年( 1801年〉大水之后，洁、河宫员采取疏本入海的办

法，首先将中亭堤延伸到杨梅青吕京的铁锅捷，这河堤是在康黑

年阔的格淀堤基础上却高如厚的。南水猛涨的时候，格淀堤挡住

商水入淀。真正作到了泻妇、泻，淀归淀。后来淀*干溜了，便形

成了很多的退本埠。于是官府就把这些退本地卖了出去，从中自

得一大笔收入。当时石家经营粮行，粟有巨额的现银爵资，厨以

就大量购买土地，像东淀水库的年石家洼"就是当时买进来的。

从此连本地和外地，东西南北的土地积累，路至良国千顷。另外

还有外地富户嫁给石家人为媳的陪嫁地。从西一举变成了名黯其

实的大地主。

这时的石家不仅靠土地瑞郎，同时还在器安、大攘、武洁、

静海各地开当铺。据统计，当时石家的家产有典当十八娃，房子

500余酶，土地千余匮，加上其他J!t产约擅自银300余万雨。

道光三年( 1827 )遵照石献廷予先立下了遗嘱，为了避免财

大招凤和子弟的强噩，弟旦四人协议，分家男炊。将黠薄、存

银、一土地、房屋、家侯、典当企业，除窜出祭田公产一份，其余

按四大门平均分配。比外还想拨出银商蜂盖家裙，因三门石宝苓

卖得前大街东口五千余平米房基地，其独生子石元熙主动划出十
分之一前面积强资修盖了一座大祠堂。并请山东书法王赞写了

"石民家揭"金字太噩。祠堂遮噩是七级石酷的大月台，六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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