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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红兜兜的男女胖娃娃，怀抱鲤鱼，手持元宝，笑容满

面……提起年画，人们脑中不由自主地就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

面。传统的年画，深深烙印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里。年画不仅为

每个中国人营造了幸福喜庆的节日氛围，更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明

显的地域特色，诠释出中华民族文化中蕴含的独特精神气质。

通榆年画是我省传统民俗艺术和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

是社会发展、民俗风情的重要历史见证。通榆县在1991年6

月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如今，新时代

的通榆年画被注入了新的元素，焕发出新的光彩。

历经辉煌 经典永存

著名的中国丹顶鹤之乡通榆位于我省西北部、科尔沁草

原边陲，这就赋予了通榆年画饱满的关东特色、鹤乡风情和

草原情怀。通榆年画的艺术表现手法较为丰富，有国画、水

彩画、水粉画、擦笔水彩、民俗画、装饰画、连环画、摄影、书法

等画种和艺术类型。其中，擦笔水彩年画独树一帜。

1961年，通榆画家刘长恩创作发表了我省最早的新年画

作品之一《打猪草》，开创了我省年画创作的新纪元，奠定了吉

林新年画发展壮大的基础。1963年，由姜贵恒、魏瀛洲合作的

擦笔水彩年画《剪窗花》问世后，曾创下再版10余年，发行7亿

多张的记录。1980年前后，刘长恩两次带队去上海学习擦笔

水彩年画技法，后经通榆年画家们创新发展，形成了更符合东

北特色的擦笔水彩年画风格，进而诞生了大量优秀作品。

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是通榆年画创作的鼎盛时期，

通榆年画创作群体逐渐发展到百余人，参加省市县各级展览

作品逾500幅，近300幅作品在全国20余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其中有近百幅作品参加省展、40多幅作品获省级奖，23幅作

品参加国展，4幅作品在国展中获奖。

据通榆县文联主席吴珍介绍，历数通榆年画之“最”，除

我省最早的年画作品《打猪草》，和创下全国年画发行纪录的

《剪窗花》外，刘长恩的《巧妈妈》刊载在1964年《美术》第2期

上，是通榆年画发表在“最高”权威学术期刊上的作品；安学

贵创作的《年三十》入选1984年第6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获

得第三届全国年画作品展览二等奖，是通榆年画获得的最高

奖项；刘佩珩共出版发行了78幅年画作品，是通榆年画创作

与发行数量最多的画家。当年，通榆年画家刘长恩、姜贵恒、

安学贵、朱家安、谷学忠、刘庆涛、李树芳、刘佩珩8人被称为

“通榆年画八大金刚”。

传统底色 创新发展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百姓过年贴年画的习俗渐弱，年画

创作也随之越来越少，通榆年画创作也有所停滞。但随着时代

的发展，在政府的扶持下、艺术家们努力下，通榆年画在主题和

内容上都有所创新，融进了更多新的元素，如生态、家乡、党的建

设、反映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城乡变化，以及群众精神面貌等内

容，使得通榆年画这一艺术界的瑰宝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021年，在通榆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通榆县成立了通榆

年画艺术传承发展研究中心，在谷学忠、赵志斌、倪彦智等老一

辈画家的指导下，中青年画家们学习年画元素、年画技法、构思

构图等年画语言的运用知识，特别是传承弘扬了擦笔水彩年画

等技法技巧，建立了40余人的年画创作骨干团队。团队还联

合通榆县教育局，将年画课程纳入中小学美术教育内容，在全

县20余所学校开设了年画课，受益学生近万人。

通榆年画艺术传承发展研究中心入驻县电商中心，年画

艺术家和学员们又参与了通榆特色文创产品的开发。设计

精美的年画摆件、画盘、书刻、葫芦烙画，造型别致的年画周

边艺术品，如年画图案的搪瓷杯、小镜子、冰箱贴、文化衫

等。传统的年画与新时代的时尚元素结合，打造出一批颇具

特色的文创产品。

同时，通榆丰年货大集上设立了文创展台，通榆丰新零

售体验馆设立通榆文化展示区，通榆县消费扶贫专馆设立了

文创产品专区，精心选取了通榆十大类50余件特色文创产品

上线展示销售。这些产品成功入选了省商务厅编制的吉林

省优质网销文创产品名册，并在2022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2022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和白城市草原湿地文化体育

旅游节·洮北查干浩特帐篷节上亮相，受到众多群众的追捧

和喜爱。通榆“年画之乡”的美誉再度叫响。

不忘初心 传承使命

2021年12月27日至2022年1月2日，通榆县文联联合

县教育局、县文广旅局共同举办优秀特色传统文化大讲堂

暨通榆年画第四期创作培训班。培训特邀谷学忠、倪彦智、

李星做专题培训辅导。活动现场，受邀的通榆年画名家和

非遗传承人为学员们讲授创作技艺技法，引导学员在传承

擦笔年画技艺基础上，以通榆地域特色、乡土人情为创作题

材，发挥各自的艺术特长，创作出各具特色的艺术作品，让

通榆年画立足于新时代新风尚，为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贡献力量。

近年来，通榆县多次开展年画学术研究、研讨活动。自

2017年开始，通榆年画第一期创作培训班开班，对中青年画

家进行培训，为他们创作展示提供平台。中青年画家团队发

展迅速，近几年创作了百余幅擦笔水彩年画作品。2020年12

月，省文化馆举办了“画说吉林”全省美术、书法、摄影优秀作

品展——通榆年画展，展出通榆年画81幅。近两年，先后有

47幅作品在省展中获奖，6幅作品推荐至国家级展览，组图

《冰雪鹤乡》入展全国“冰雪情·冬奥梦”主题绘画展，15幅作

品入选中国年画网络邀请展。

通榆年画传承人、通榆年画艺术传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施彦秋说：“现在的通榆年画在创作技法、技巧上都有创新。

时代在变化，人们的审美也在变化，喜欢的东西多种多样，通

榆年画也与时俱进，吸纳一些新的技法。我们年画团队中，

有国画研究生、雕塑研究生，还有农民画家，他们在通榆年画

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擅长的东西，年画的创作就会吸收这

些画种中适合年画使用的优秀技法。”

今年，通榆县出台了聘用地域特色优秀文艺人才的特殊

政策，成立通榆县文艺创作中心，聘请谷学忠等老艺术家定

期对学员进行指导，继续为通榆年画的传承发展提供全方位

支持。

多彩新年画 描绘新生活
——通榆年画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纪洋

《桃李梅》是吉剧奠

基之作，自 1960 年首演

以来，被 20 余个剧种移

植，是吉剧艺术活态传承

的保留作品。9月22日，

由省戏曲剧院吉剧团实

施的国家艺术基金 2020

年度艺术人才资助项目

“吉剧《桃李梅》青年表演

人才培养”结业仪式暨汇

报演出在长春桃李梅大

剧院举行，来自全国 11

个专业院团的 15 名学

员，以出色的舞台表现，

集中展示了为期一个月

的学习成果。

言传身教
倾囊相授

此次培训邀请了邬

莉、李松桥、肖汉臣、安静

芳、梁学华、李占春、郭培

利、侯为民、马士杰、刘巧

云、初桂芝11位艺术实践

经验丰厚、艺术视野开

阔、艺术技能高超的吉剧

名家名角授课。通过科

学的课程设置和一对一

教学、公共课等方式，使

青年演员开阔了眼界，促

进了经典剧目的传承和

不同剧种间的交流。

教学过程中，授课专

家从吉剧唱腔的一板一

眼到咬字归韵的一字一

句，从表演的手眼身法到人物内心的精雕细琢，都亲自

示范、耐心指导，使学员在有限时间内快速掌握人物核

心，领悟吉剧的精髓和《桃李梅》的魅力。来自柳州市

艺术剧院地方戏曲剧团的学员吴茜表示：“在学习吉剧

唱腔时，每个字、每个音符，老师都教得很细致，就连一

个叹气都有一个故事在里面。”此外，学员们也纷纷表

示，这次培训不仅是学习经典之作《桃李梅》,也学习了

前辈艺术家的创作方法和创排精神，“艺术家们的满腔

热情和艺术情怀感染着我们，进一步增强了我们传承

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交流互助 求知心切

参与此次培训的学员均为有相当专业基础的青年

戏曲表演人才，涉及评剧、京剧、吉剧、晋剧、龙江剧、辽

剧、湘剧、彩调剧等剧种。培训期间，授课专家因材施

教，挖掘每一位学员的特点，让大家互相指导，交换长

处，打破了地域和剧种的限制，使学员互相学习、共同

进步。

培训中，有的学员是吉剧《桃李梅》的新生代扮演

者，有的是第一次接触吉剧，还有的是第一次扮演古装

戏。学员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对艺术充满渴望。面

对针对性强、高密度、高强度的学习，他们集中精神力

量，不断超越自己、融入角色。每天上午8点30分正式

开课前，排练室早已有很多学员在复习，他们也会经常

加班预习唱段，反复听曲谱到深夜，互相指点、交流心

得，直言缺点、相互纠错，遇到不同的见解，还会格外兴

奋并展开热烈探讨。

周密策划 高效配合

为期30天的培训是对吉剧一次有价值的探索和尝

试,对发展吉剧艺术、培养传承人才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和参考。

多年来，省戏曲剧院吉剧团在人才培养上积累了

丰富经验。作为此次培训的亮点，开班第一课邀请了

杨靖宇干部学院副院长丁彬为学员们上了一堂严肃生

动的党课，为培训高质量推进奠定了基础。此外，从培

训项目的谋划、申报、立项、招生到开班，剧团全体工作

人员精诚合作，对学员的食、宿、行，课程设置、疫情防

控、班级管理等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及时、高效、有序的

安排。在不影响培训的同时，剧团还完成了新创剧目

《红雪花》的建组和前期创排、吉剧《小村故事》的恢复

排练、“精彩夜吉林”的演出、“像音像”工程吉剧《桃李

梅》的录音……省戏曲剧院副院长张思光表示，这些项

目不仅是同步推进的工作，更彰显了吉林文艺工作者

向上而行的奋进力量和吉剧人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

使命担当，我们也将保持初心、面向未来，让吉剧能够

有人才、有好戏，推动吉剧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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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裴雨虹）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天

津市、河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落下

帷幕。由吉林市歌舞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创排的民族舞

剧《红旗》与省戏曲剧院京剧团创排的京剧《杨靖宇》作为本届

艺术节的参演剧目，分别在河北保定与吉林长春上演。

中国艺术节是我国规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综合

性文化艺术盛会，艺术节中评选的文华奖是我国舞台艺术政

府最高奖。我省的两部参演作品在前期作了充足准备，展示

了我省舞台艺术的发展成果。

于河北保定关汉卿大剧院上演的舞剧《红旗》于2018

年策划，是国内第一部汽车工业题材舞剧作品。2019年首

演以来，获得专家和观众一致好评，2020年荣获第十二届

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被纳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

扶持工程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名录。该剧打破传

统的分幕叙事形式，采用影视蒙太奇的手法，凸显舞剧的

故事性，利用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元素和舞台装置，形

成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舞台形象。该剧处处带有浓厚

的吉林印记，将地域符号深植其中，表现出了东北人的热

情、乐观、粗犷、坚韧，也表现出了中华儿女钢铁般顽强坚

毅的精神内核。

按照本届艺术节线上线下结合、演出演播并举的办节方

式，京剧《杨靖宇》在长春大众剧场以线上形式参演。作为近

几年京剧高派的优秀作品，《杨靖宇》运用了大量高派声腔，唱

腔高亢、音色明亮，演唱难度极大。由省戏曲剧院院长、京剧

高派第三代传人倪茂才饰演的杨靖宇，一身正气、坚贞不屈，

将英雄人物崇高的家国情怀和对亲人朴实的思念之情表现得

淋漓尽致，获得了广大网友的点赞支持。通过线上演播的呈

现，观众能够近距离观看演员细微的表情、动作，对演出的细

节要求更为严格，演出前，倪茂才与《杨靖宇》剧组以精益求

精、尽善尽美的态度，精细打磨细节，最终，凭借该剧的演出，

倪茂才获得了第十七届“文华表演奖”。

两部作品参演中国艺术节

本报讯（张澜）“读书可以改变人生，读书可以给人

以智慧、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力量。通过读《责任胜于

能力》一书，使我充分认识到自己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努

力提升……”青年员工赵畅说道。

为切实加强团员青年理论武装，凝聚起干事创业

蓬勃力量，日前，国网梨树县供电公司开展“青年大

学习”活动，切实提升团员青年业务能力和政治思想

水平。

该公司组织此次活动，旨在引导青年员工培养读

书学习习惯，从知识海洋中汲取成长动力，加快成长步

伐，培养造就优秀后备人才。他们从党史教育、专业素

养、兴趣爱好等方面入手，向10余名团员青年赠送思想

能力提升书籍，建立团员青年文化沙龙交流群，组织团

员青年交流读书心得，结合学习和工作实际畅谈体会、

谈感想、谈收获，鼓励青年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

业、为民服务、加速成长的坚定信心。

加强学习 提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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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展台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