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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材应用·

夹江木版年画制作及纸材选择
□ 夏东慧

摘 要：绵竹、夹江和梁平同属于川渝地区重要的年画产地。位于四川省乐山市的夹江县更是著名的纸乡，历史上的

夹江因出产木版年画而名盛一时。夹江木版年画的制作和纸材的选择促成了夹江木版年画地域性的艺术风格。文章

对夹江木版年画的制作工艺及纸材情况进行了简单梳理，以期引起人们对于年画保护工作的关注。

关键词：夹江年画；竹纸；粉笺纸；贝子泥

夹江位于四川省西南部，隶属于乐山市。夹江县历

史悠久，隋开皇十三年（公元 593 年）建县，属嘉州，宋

《太平寰宇记》卷 74载：“隋开皇十二年分龙游、平羌二

县置于泾上，临江水，故号夹江。”夹江县东跨中岩山，

西依瓦屋山，南靠青衣江，北傍黑虎山。此地水陆通达，

交通便捷，为造纸及商业贸易等活动带来了便利，也为

木版年画的制作与销售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

在夹江县县志中并无关于夹江木版年画起源的明

确记载，且现存的文献中有关夹江木版年画的记载也

相对较少。据《夹江县志》载：“夹江……约在明代中叶

县已有作坊”，至清代，夹江木版年画已逐渐形成了产

业，清代末年的木版年画作坊主要集中于谢滩村、杨柳

村、焉江村等地，当时的年画作坊除了至今已经营两百

余年的“董大兴荣”外，还有“董大兴发”“董大兴祥”“董

大兴长”“懂兴顺长”“李宏发号”“李兴发裕”“杨汉章

发”“非曰能”等，作坊经营者有董长顺、董全顺、李富

洲、李宏发、吕国盛等人。

夹江木板年画多由家庭式的小作坊生产制作，一

般在农闲时印制年画，小型作坊一般由全家参与，稍大

些的作坊则雇请几个伙计，从秋收一直忙碌到腊月底，

于年末岁尾时进行销售。“董大兴荣”“董大兴发”“董大

长顺”等几家较大的作坊，则一年四季皆印制年画并进

行销售。从清乾隆年间至 1949 年，夹江地区县城的近

郊共有大小二十几家年画作坊，产量可达 200万 ~400

万张。清末民初一直到抗战前，年画的销售方式主要是

就近销售和商贩运销，销售范围主要集中于云贵及凉

山西昌一带，顾客主要为各地来夹江运纸并贩运年画

的商贩。邻近的销售地区有重庆、资中、资阳、泸州等

地，虽碍于绵竹年画、凉山年画的影响，但夹江木板年

画凭借其独有的地域特色，销量仍较为可观。

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 1949 年新中国成

立后，这一时期的夹江木版年画整体式微，人们忙于生

计，无心买画。另外在这一时期胶印年画逐渐兴起，对

木版年画的销售产生了较大的冲击，生产作坊也随之

衰落。新中国成立后，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将年画作为封

建迷信的物件进行了大量销毁，大批作坊关门倒闭，令

人扼腕叹息。虽然年画在这一时期被明令禁止生产，但

人们对于年画张贴的民俗却并未改变。

1980年后，迎来了夹江年画的复兴发展时期，诸多

年画版及题材得到逐步恢复。1985年在政府部门的支

持下，夹江县成立“夹江年画研究会”，对老艺人进行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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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采访，不少老艺人也重操旧业，开办了 4 期年画创作

培训班。2010年，在夹江县文体广新局的助力下，夹江

年画的传承人张荣强和吴泽全成立了夹江年画研究

所，对夹江木版年画的传统制作工艺进行发掘、探索，

复刻出旧时印制年画的纸张“粉笺纸”、天然颜料以及

已消失的古版年画《元亨利贞》《陈姑赶潘》。2016年，夹

江年画的传承人杨继容成立乐山市谷雨文化旅游产业

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夹江年画文创产品的开发与

创新，助力当地的旅游就业。与此同时，夹江文化部门

也通过举办非遗进万家、非遗进校园、夹江年画普及培

训等系列活动，对夹江年画进行大力宣传推广。

年画的制作生产组织大多以家庭作坊的模式发展

起来，随着商品经济的繁盛，各手工业行当逐渐从以家

庭为核心的前铺后坊制作、售卖形式发展为以行帮、行

会为核心的销售传播形式。

清中期，夹江年画的生产规模已经发展得十分庞

大。由于夹江木版年画业的不断发展，名为“梅葛会”的

行会组织也应运而生。梅、葛仙师是传说中发明颜料的

先祖，被画店作坊、印染行业奉为祖师神、行业神。每年

的农历九月九日，各作坊就会在由各作坊的作坊主以

及刻绘套印艺人集资修建的梅葛庙（现已拆除）中举行

祭祀仪式，称之为“葛翁会”。“葛翁会”组织严密，除了

祭祀梅葛先师外，还制定了一些成员共同遵守的行规。

“葛翁会”每年举办一次，会期有时可达半月，凡出资入

会的画店作坊均有资格在会期卖画营业。

夹江木版年画以粉笺纸为制作材料，木版套色为

主，手绘和半印半绘的“明展明挂”“勾金”等形式较为

少见。颜料则以植物颜料和矿物质颜料为主。夹江木版

套色的年画制作工序与其他地区大致相同，可分为起

稿、刻版、印刷等步骤。

传统的夹江木版年画为手工制作，刻板、印制等工

具多由年画艺人们自制，这些工具饱含艺人们的智慧

与创造。刻版的材质多选用梨木、银杏、楠木或其他杂

木，其中梨木最佳。梨木具有质地坚硬、密度大、纹路细

腻、遇水不易变形等特点，雕版时易上手，刻绘线条流

畅省力，细腻圆润。但由于梨木成材时间慢，产量较低，

相较于其他木版价格较高，故多有用其他杂木者。木料

选好后，劈成纵向的长板；过水后放置于阴凉通风处，

经过数月的自然风干，方可成材，不会变形；放置一段

时间，使用时将木材依照尺寸进行裁切，并使用砂纸等

工具打磨版面。制作完整的木版年画需要一块线板以

及多块色版。具体制作过程如下：

（1）起稿。一般先由画师起样创作出稿子，定稿后

用白描法将线稿勾勒在竹纸或毛边纸上。

（2）刻板。阳刻是夹江年画的刻制方法。刻板艺人

使用浆糊将画师的稿子裱糊在刨平的梨木或银杏木板

上，由粗到细地雕刻出线板，使用黑烟子印制几张画

样；将相同的颜色涂在同一张画样上，按照画样刻制出

用于印制不用颜色的色版。

（3）印刷。将年画所需的线板和色版准备齐全后，

将粉笺纸压制在用于印刷年画的断案桌上。年画印制

讲求次序，先印制出墨线稿，等纸张上呈现出基本的轮

廓后，再由画工依照槐黄、品绿、黄丹、佛青、紫红、木红

等顺序进行单色套印，这样一幅夹江的木版套色年画

才算基本完成。

夹江年画取材于生活，且不拘泥于现实的限制，对

题材内容进行了夸张的概括。同时色彩表现对比相较

于其他地区更弱，给人以清淡古雅之感，具有浓郁的地

方特色。从现普查的年画来看，夹江木版年画现保存的

品类和题材大致有以下几类，门神：《秦叔宝 尉迟恭》

《立刀门神》《金爪门神》《立斧门神》《武官执鸟》《状元

及第》《秦良玉》等；神马：《奏善堂》《三官堂》《福禄宫》

《定福宫》等；墙画：《陈姑赶潘》《老鼠嫁女》《元亨利贞》

《鲤鱼跳龙门》等；窗画：《荣华富贵》《财源涌进》《年年

发财》《春花富贵》等。

夹江依山傍水，气候温和，适宜竹子生长，为手工

造纸创造了丰富的原料资源。《中国文化遗产词典》上

记载，夹江早在唐代就开始“竹料手工造纸”，当地人们

也将造纸技艺代代传承发展下来。明《名胜志》中载：

“嘉定（明代夹江属嘉定府）尖山下皆纸房，楮薄如蝉翼

而坚，质可久。”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夹江使用水

竹、白甲竹制作的“方细土连”纸被钦定为“贡纸”，因其

具有洁白绵韧、细腻平整的特点，所以被用作皇室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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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用纸。清代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夹江按照明

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造纸技艺生产出的“长帘文卷”

书写用纸，被朝廷选做“文闱卷纸”，因其具有吸水保

墨、洁白平整的特点，适宜笔墨书写，因而被用作清朝

科举考试用纸。时至今日，北京故宫博物院仍保存有清

代夹江的文闱卷纸的试卷，此份文物见证了夹江纸业

的盛况。

夹江年画在制作中一般选择具有质地柔韧坚实、

光滑耐用、吸水性强、易于上色等特点的纸，传统的夹

江年画使用的纸张一般为以竹子为原料制作而成的粉

笺纸或熟宣纸。竹纸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为年画的发

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套印年画的粉笺纸是在竹纸上使用贝子泥和石膏

石经过煅烧，混合胶矾水涂刷而成的。经过泥胶涂刷的

竹纸上色凝练润泽，经久耐看，贴在户外，经年而艳丽

不败。手工竹纸的制作工艺繁复，造纸以水竹、白甲竹

为佳，除此之外还有慈竹、斑竹、金竹、箭竹等。传统的

造纸程序主要有两种，分别是生料生产和熟料生产。早

期的夹江竹纸多用生料生产，此法虽便捷，但制作出的

纸张纹理糙杂，不易书写。因而逐渐改为熟料生产法，

此法较为繁复，但经过熟制的原料，竹纤维会变得细腻

柔软，制作出的纸张光滑细腻，书写流畅。《天工开物》

中记载竹纸的熟料生产工序大致为“砍竹杀青”“浆石

灰蒸煮”“草木灰淋洗”“发酵捣料”“加料抄纸”“烘焙纸

张”。而夹江的手工造纸正是师承古法，根据纸质的需

求不同而略有变化，如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

夹江当地的贝子泥也称作观音土，其学名为高岭

土、又名白泥、皂土、陶土、彭土岩。贝子泥不仅是粉笺

纸制作的原料，还是生产瓷器的重要材料。这种夹江当

地出产的贝子泥质地松软、洁白细腻，外观类似石灰

石。刚出土的贝子泥需要进行加工才能用于纸上：首先

要将贝子泥放入水中浸泡，大约半小时后，贝子泥融于

水中呈现浆状。使用纱布捞出浮于表面的渣子杂物，再

将盆中白色的浆水倒入容器中备用，盆底留有沉淀的

石渣等物，再次加水沉淀，反复多次。经过过滤的贝子

泥在放置后会自然凝固，相较于过滤前的贝子泥会变

得白净许多。

白泥中还需加入牛皮胶、米浆、白矾等材料，牛皮

胶是使用牛皮边角料加水熬制而成，冷却后凝固成块

状，用温热的水冲开融化即可使用。米浆是用小磨磨细

泡烂的糯米，使用小磨磨细，加入水搅拌成浆糊状，再

依次加入用水融化的牛皮胶以及明矾。若是牛皮胶水

的加入量较少，粉笺纸上的贝子泥就容易脱落。若是明

矾加的不够，则套印时色彩就会晕染。一般胶矾水的比

例在 3∶1~2∶1之间。经过加工的粉笺纸会比普通竹

纸更加洁白细腻，粉笺纸印制出来的年画不易虫蛀，还

能提高纸张的着色能力。

夹江木版年画作为中国古代民间传统文化的实

证，具有十分宝贵的历史艺术价值。随着大机械的生产

与发展，夹江木版年画逐渐不再使用竹子制成竹丝造

纸刷白泥的方式制作粉笺纸，而是用米字格纸的边角

料发酵造纸，甚至是使用机器生产的熟宣刷白泥的方

式制作粉笺纸，也有不使用白泥者。近些年，夹江年画

研究所对当地村镇走访调查，复刻出贝子泥制作粉笺

纸的技艺，以及天然颜料的制作方法，并且还原了古法

夹江年画的原始面目，改变了夹江木版年画中断多年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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