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矛相连 心口相传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工艺技法的非物质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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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化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一个历史不长的新概念，作为官方正式用语

始见于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是迄今为止关

于非物质遗产最重要的国际性文件。我国政

府于2005年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伴随国际国内一

系列纲领性文件的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溉念深入人心。桃花坞木版年画是苏州特

有的民间艺术形式，是明清时期江南民间文

化的特殊载体，它以传统的雕版套印技法制

作年画，彰显其浓郁的吴文化特色。桃花坞

木版年画独特的艺术风格一直为人们反复书

写，作为一个地域性极强的年画品类，它特

有的制作工艺技法，是成就其艺术风格的技

术背景。2006年桃花坞木版年画被列为我国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成为我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如何从“非物质”文

化的角度阐释桃花坞年画的“非物质”文化

属性，成为认识桃花坞年画文化价值的关键

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重点强调的并不

是这些物质层面的载体和呈现形式，而是蕴

藏在这些物化形式背后的精湛的技艺、独到

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涵等非物质形态

的内容。”因此传统工艺技法也是一种文化

价值，桃花坞木版年画的非物质的文化价

值，不仅在于它丰富的艺术文化，还在于它

特有的工艺文化，工艺技法蕴涵了其丰厚的

非物质文化价值。

一、心手相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技艺方式

作为传统工艺美术的桃花坞木版年画，

手工制作年画的技艺方式是其非物质文化的

重要体现，在大力提倡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

今天，传承手工艺靠的是技艺的传承，保护传

统手工艺，根本在于记录和传承传统手工技

艺，传统工艺之美在于制作技艺方式的“心手

相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制作从画稿．刻版

到刷印全部过程为纯手工操作，体现了心手

相连的技艺方式。桃花坞木版年画的文化价

值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手工制作，手工艺人

乐此不疲，或许他们获得的不仅仅是我们想

象的物质收入。而是心手一体的快乐过程。

心是手工艺人的主观意愿，体现工艺技

法中人的主动性，手是艺人对材料的把握，对

工具的使用，体现人与材料、人与工具的关

系，心手相连是工艺技法中主体与客体的哲

学辩证关系，在桃花坞木版年画工艺技法的

制作流程中人与工具，人与材料、人与技术始

终保持完整的统一，如桃花坞木版年画刻版

艺人对木板天然纹理的把握恰到好处，刻板

时利用木板纹理的自然走向，走刀游刃有余。

再如印刷所用胶的调兑，随冬夏温度的变化

而增减胶的比例等等，印届Ⅱ艺人只需用手指

轻轻一拈便知用胶的多少，这不是简单的配

制比例问题，而是心手相连的物我境界，是工

艺技法中人与物的和谐统一，这便是工艺技

法的审美所在。。在美学的视野中，民艺生产

过程与那种单调而乏味的大工业生产过程有

着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在于民艺工艺

生产过程必然地赋予产品的艺术属性，而主

要表现予它的过程因素——动作和过程体验，

这些因素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审美性质。”

“心手相连”的工艺技法包括三个互相

联系的内容即工艺材料的选择、专用工具的

制作和工艺程序的安排。其一，中国传统工

艺是从工艺材料的选择开始，《考工记》开篇

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

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有美”是工艺

材料选择的原则，经过工匠的选择后，自然

材料就上升为工艺材料，人的创造性与主动

性赋予自然材料之上，根据其自然属性决定

“物尽其用”，这一过程就是工艺材料的选

择。如桃花坞年画按照刻版要求，需选择梨

木、枣木等材质硬度较高的木板，一般新板

子要放置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付梓，刻版艺

人用手摸一下木板便知弯曲度如何矫正，正

是在长期的经验积累中，培养了年画艺人对

工艺材辩的敏感和洞察。其二，中国传统工

艺精深细致，艺人独创或自制工具成为中国

传统技艺的必备能力，因此不同的工艺美术

品类往往有独有的工具。如桃花坞年画刻版

的主要工具“拳刀”，据刻版艺人沈伟辰师傅

讲述，是用钢刀片根据自己手握的姿势，自

己磨制并加固装柄而成。印刷用的“鬃刷”也

是印刷艺人自己购买鬃材，自己扎制。这些

手工制作的工具体现了年画艺人们独特的创

造力，创制传统工艺工具的智慧蕴涵了技艺

的创造性思维，这也是其非物质文化价值所

在。其三，工艺程序的安排就是年画艺人根

据工艺的内在要求和逻辑的先后顺序，呈现

技艺的工艺程序，使得每一道工艺链接为系

统性的、整体性的程序过程。颠倒任何一道

制作工序，就会直接影响下一工序的进展。

如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刻版工序主要是“上

样”、“刻版”、“敲底”和“修改”等。娴熟

的技艺是日积月累的经验，要想练就一手刻

版的绝活，绝非一朝一夕而成。工艺程序的

安排是年画艺人在经验中习得。不是机械的

设计安排，可以灵活机动，适时调节。其非

物质文化的价值诉诸其经验化的属性。

心手相连的工艺制作方式在整个年画制

作过程中，始终是以年画艺人的实践经验为

基础的制作，它不仅仅带给消费者工艺审美

的体验，同时也给生产者(年画艺人)美的

享受，在实践中形成个人的审美体验。桃花

坞木版年画艺人对工艺技法的把握是个人体

验式的不完全规范的法则，但这类动作法受0

却是艺人个人心性，习惯、志趣和意愿的结

果，在工艺技法的节奏，力度上表现为个人

化的倾向性，形成每一个艺人行为的、心理

的审美体现，这种美的体验便是心手相连的

工艺之美。而这种工艺之美恰是桃花坞年画

非物质文化的价值所在。

二．心口相传——桃花坞木版年画的传承方式

“在民间文化的生态系统中，当总的文

化生态环境产生变革的时候，人们为了更好

地适应和接受新的文化生态系统，必然地要

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产生新的文化样式，而

且在这种文化环境的变迁中．旧有的文化基

因作为一种历史沉淀被保留下来，成为新文

化的动力之一，也正是在这种代代相传的文

化传承中，民间艺术的内容与形式被不断继

承和改变，并成为文化创造的历史积淀。”对

于民间工艺而言，这种“代代相传的文化传

承”靠的就是“心口相传”的工艺技法传承

方式，文化是一条流动的河，尤其是工艺文

化的流动不息是源于其特有的口传心授的传

承方式，所以工艺技法的传承方式是理解工

艺文化的一把钥匙。民间工艺心口相传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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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方式不仅是工艺文化的重要方面，也是其

非物质文化的重要方面。桃花坞木版年画流

传百年不衰靠得也是师徒间心口相传的传承

方式，因此工艺的传承方式是桃花坞年画非

物质文化的特质之一。工艺技法的传承方式

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传承人与被传

承人之间的师从关系，二是传承人与被传承

人之间的师承形式。

其一，所谓传承中的师从关系实质上就

是工艺制作中的劳动组织关系，这种工艺组

织关系主要以传承人为主体，包括作坊式和

家庭式两种师从关系。“众所周知，民艺的特

征之一，是在相似的生活形态下代代相传，

而这种传承的主角——人，便成为主要因

素。”因此人是工艺传承的主体，工艺技法是

工艺传承的内容。在中国灿烂的传统工艺文

化中，不同层次的手工艺有着不同的传承方

式，中国传统手工工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层次为农舍手工业，第二层次为作坊手

工业，第三层次为官营手工业，其中第一、二 存在于艺人的口头。因此师徒间的口传心授

层也合称私营手工业。农舍手工业是以亲缘 是没有“文本”的传授，“文本”只能记录工

形式的村落组织结构中形成的，家庭为主体 艺技法，不能承载技法，只有人的心手是技

的手工造物体系，它的传承方式是父传子、 法承载的特殊“文本”，“非文本”性强调了

子传孙的工艺师从关系。而作坊手工业是以 技法内容的经验化性质，这种“非文本”的

地缘形式的城镇组织结构中形成的，以作坊 技法程式，传承的内容是工艺经验，这也是

为主体的手工造物体系，作坊手工艺的传承 工艺文化“非物质”属性的价值所在。桃花

方式是师徒相传的工艺师从关系。从桃花坞 坞木版年画作为典型的民间工艺文化，“非文

木版年画的历史上看，它主要成长于繁华的 本”的技法程式传承是其非物质文化的重要

姑苏城，是典型的作坊手工业，所以桃花坞 内容。其次，“非文本”的技法程式传承内容

木版年画工艺的师从关系应当是师徒间的口 决定了工艺传承的方法主要是师徒间的口传

传心授。在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技法传承中， 心授。吾淳在《古代中国科学范型》一书中

师傅是技法传承的主体，徒弟是技法传承的 谈到中国传统工匠传授技艺时，指出两点：

受体。中国传统的“拜师礼”是中国传统礼：“第一，传授途径，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家业

仪文化的一部分，体现工艺文化的非物质文 世传和以师带徒。第二，传授方法，主要通

化价值。根据不同的工艺种类，徒弟一般要．；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来掌握技巧，值得一

3年、5年甚至lO年才能学成，自己开设作坊，i提的是，在这一传授过程中执技者个人的心

又成为新的师傅，如此作坊手工艺就是这样}领神会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耳濡目染、潜

循环往复，工艺技法得以不断传承。 !移默化的传授方法，靠的是学艺者的心领神

其二，所谓桃花坞年画工艺的师承形式 会，徒弟的学习过程体现了“由技进道”的

主要指工艺传承的内容和方法。首先工艺传i：技法学习境界。技与道、器与道，技与艺的

承的内容就是年画制作的具体技法，桃花坞j关系是中国传统工艺思想中的重要原则。老

木版年画的艺术形式是建立在雕版套印的特：!子言“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中国古代

殊工艺技法之上，没有雕版套印的工艺技法i哲学思想中的最高境界，是对宇宙本体的意

就没有桃花坞年画的艺术形式，可以说雕版：义阐释。“道”的本源含义在民间艺术的创造

套印的工艺技法是桃花坞木版年画艺术样式 中，从人们对宇宙本体的意义，转向了艺术

的物质技术基础。雕版套印的工艺技法与桃 创造中自由境界的意义。“技”是可以传授的

花坞木版年画艺术样式之间体现了“技”与 年画技法程式，“艺”则是年画艺人心领神会

“艺”的辩证关系。由此年画艺人手工制作年：的个性化艺术刨造，口传心授式技法传承要

画的经验就是具体技法的记载内容，这种技 求。精技”而“获艺”。因此桃花坞年画工艺

法记载方式是。非文本”的记载，工艺技法!；技法的师承形式即“非文本”的口传心授方

不能形成固定的文本，技法是经验的日积月!：式是其技法的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累，在一代代工匠艺人的积累下，工艺技法 莱斯利·怀特认为：一种文化是由技术

形成的是一个个固定的程式。这种技法程式 的、社会的．观念的三个子系统构成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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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是决定其余两者的基础，技术发展则是

文化进步的内在动因。就工艺文化而言，技术

的子系统确实具有一种新生的力量。而且是

工艺文化中活跃着的基础部分。从文化的角

度认识工艺技术的历史和理论问题，认识工

艺技术对于艺术的意义，对于文化的意义，对

我们理解整个工艺美术的发展历史有重要作

用。技术是一种文化，技法是工艺技术的重要

内容，因此工艺技法就是工艺技术的直接显

现。传统工艺美术的价值从文化的角度上讲，

它是农耕文明的积淀与载体，今天伴随日新

月异的工业化进程而发展；先进的科技可以

创造出比以前手工制作更为精制的年画，但

传统工艺美术是传统经济模式下的文化地层

保存好桃花坞木版年画的技艺，就保存好它

作为文化遗产的载体，这或许是传统工艺美

术真正的非物质文化价值，总结老艺人的经

验对于它的传承是必不可少的。丢掉了技艺

的载体，无从谈起传承，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对

传统工艺美术技艺技法的研究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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