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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薪传遗

杨柳青画社 “老版复生”，唤醒沉睡的瑰宝
本报记者 郭晓莹

追踪热点

杨柳青木版年画被誉为“中

国年画之首”，题材广泛，内容丰

富，色彩绚丽，寓意吉祥。2006

年，杨柳青木版年画被列入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天津杨柳青画社作为项目保护

单位，在2022年正式启动了“老

版复生”工程，这是让杨柳青木

版年画从古版中活起来的新举

措，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

发展的新亮点，也成为社会关注

的热点话题。针对杨柳青木版

年画这一民间艺术瑰宝的传承

与发展，本报记者对天津杨柳青

画社副社长杨文进行了专访。

11月13日至17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中的《河洛记》系列5集节

目，在央视综合频道（CCTV-1)开播，总台新媒体旗舰平台“央视频”全网首播。《寻古中国》由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央视综合频道负责拍摄制作,第一季包括《古滇记》《古蜀

记》《玉石记》《稻谷记》《云梦记》《河洛记》《寻夏记》七部系列节目。该系列纪录片以古今穿越的

形式，探寻并生动展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引发广大海内外受众关注和点赞。

《寻古中国》是如何做到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文物真正“活”起来，让宏大的文明“讲述”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呢？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对《寻古中国》团队主创人员进行了专访。

《寻古中国》中华文明的寻根之旅
本报记者 郭晓莹

将社藏古版规划成符合市场消费内容
的研发路径

记者：请简要介绍一下杨柳青木版年画

“老版复生”项目。

杨文：“老版复生”工程是将社藏古版规划
成符合市场消费内容的研发路径，按照复制、
创作、生产、设计不同的工作类别，分类进行艺
术人才建设，逐步积累工作经验。复制工作学
习借鉴古人经验，创作工作合力攻克工艺难
题，生产工作建立艺术评价标准，设计工作衍
生工艺故事。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馆藏画版
6597块，年画线稿及彩稿28453张，是中国年画
产地中最大的非遗活态保护空间。本次老版
复生项目选择了最具知名度的娃娃类年画，包

括《吉庆有余》《鱼龙变化》《富贵有余》《二八登
科》《八百千秋》《二甲传胪》共六幅。自2022年
10月份开始创作，历时七个月的时间，于2023年
5月份完成。首版投入量产的是《吉庆有余》。

记者：杨柳青木版年画“老版复生”项目，

对非遗传承和文化市场具有怎样的意义？

杨文：此次“老版复生”的六幅古版均只有
线版，无彩稿可以依据。这是最新的一次工艺
恢复过程。在工艺恢复中，长期困扰量产的点
套（分布颜色）、分版套色中缺失的传统颜色等
难题均得到了解决，能够保证稳定量产。仅在
蓝色的调色试验中，试制色就达十余种，调色
试验包括研磨精度、抗氧化性、固色性、透明度
等方面。“老版复生”工程主创团队包括赋彩、
勾描、刻版、套色的工艺技师，在工艺恢复中，
生成了由青年传承人思考创建的“工艺思维导
图”。与此同时，随着工艺研发的推进，项目积

累了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基础色彩程式。
记者：除了“老版复生”，在传承保护中天

津杨柳青画社是否还有其他创新举措？

杨文：除了“老版复生”，我们也在做很多
能够传承和发展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事情包
括：利用数字化档案的成果，分类解构社藏
年画，夯实基础研究，推出基础纪念品，滋养
国潮品牌；以“粉本”画稿试验符合当代审美
的工艺标准，探索年画装饰形式；联合其他
年画产地、设计师、时尚新民艺，运营社属销
售门店和展览馆；分类当代生活产品线，深
耕设计开发和品牌授权等领域，创新开发模
式和合作模式。天津杨柳青画社将加大数字
化保护和开发的探索力度，为动态文创和立体
文创做好人才建设。

以亲近生活与时尚的态度活化传统文化

记者：目前，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人才培养、

储备情况如何？

杨文：目前杨柳青画社的勾描、刻版、套
印、彩绘、装裱工艺在岗专业人员25名，退休艺
人40人，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人，市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8人，保留了完整的核心
工艺。目前彩绘第四代传承人是首批专业院
校的新生代传承人，均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平均年龄40岁，他们对杨柳青木版年画有着自
己独特的理解。随着研究、试制和生产工作的
进行，画社也在引导大家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
视杨柳青木版年画，更大地激发了新生代传承
人对杨柳青木版年画的思考和热情。

记者：为了把杨柳青木版年画这项文化瑰宝

更好地传承发扬下去，在人才培养上，杨柳青画

社有什么举措？

杨文：杨柳青画社持续进行传承人的梯队建
设，通过与国家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签约，以“师傅评活”“师傅带班”等形式让
他们参与到实际生产中来。对于在岗艺人，画社
以“项目负责人制”培养他们去专注艺术质量，用
详尽的“工艺描述”约束艺术在实践转化中的质
量部分，不断积累手工技艺研究资料，以期培养
具备专业研究能力的艺术工人，不断提升传承人
的实践能力和艺术水平。

记者：目前杨柳青木版年画在传承中是否遇

到一定的困难？

杨文：由于受到工艺技术和材料的影响，杨
柳青木版年画的画面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社后
没有持续更新，影响消费市场的普遍认知。真实
的情况是，大量优秀的古版未被开发，画稿静止
保护和呈现，不能满足消费升级所需。由于经年

的常规生产，我们已经锻炼了一支优秀的原创队
伍，却能而不知。

记者：目前杨柳青木版年画海内外市场情况

如何？天津杨柳青画社的发展新目标是什么？

杨文：杨柳青木版年画以丰富的品种、精湛的
技艺、美好的寓意，受到海内外朋友的喜爱，早已从
天津走向了世界，并多次作为天津礼物赠送给国际
友人。天津杨柳青画社作为事业单位，有能力也有
责任将杨柳青木版年画介绍给更多的人。
我们将以杨柳青木版年画和木版水印画为对

象，对接国内外版画艺术家，培养复合型版印艺术
人才队伍，探索当代文化产业管理与发展的研究
内容；解构年画艺术符号，用于对传统历法节气、
服装饰品、家居饮食等的阐释，为“辅助形成新的
节日习俗的宣传引导，使其有益的文化价值深度
嵌入百姓生活”建立支撑；分类示范创造性转化的
生活实用艺术品，发布主创IP和年度色彩，联合
专业院校、协会和企业，发起融合话题，实现跨界
合作的示范目标，生成可以讲好中国故事的“城市
礼物”，推动经济效益逐年增长。2024年天津杨
柳青画社将扩大商业合作领域，联动国货品牌；引
入相关手作项目和青年艺术家，互补产品结构，丰
富文化表达。以“艺术空间、雅集聚落”集结艺术
团队，探索创意集市及主题景区、主题酒店等延伸
形式，以亲近生活与时尚的态度活化传统文化，推
广可以管理和创新的实体业态。

记者：近些年国家出台了对非遗项目的支持

政策，为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传承发展带来了哪些

变化？

杨文：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关于非遗项目的
支持政策，杨柳青木版年画也在其中受益。仅在
划归出版传媒集团后，就在政策的支持下进行了
工作室的提升调整，材料和工艺研究被纳入了出
版社的日常工作中，使得杨柳青木版年画的生产
和研究得以顺利进行。2023年，画社在财政经费
支持下配套自筹资金完成的工作有“杨柳青木版
年画博物馆改造提升”“传统技艺和传统材料的
‘活态展示’再造”“杨柳青木版年画数字化建设”，
初步形成可以利用的项目基础，为聚集资源搭建
更大的平台。

以悬念性、趣味性、文学性的表

述方式，讲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

江河汇流的故事

续写中华文化史、中华文明史新篇章，让
专家和广大观众都认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如何保证节目内容的权威性、严谨性及科
学性，是《寻古中国》创作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
的专业问题。

陈万利总导演对此进行了介绍，“《寻古
中国》由陈星灿、王巍、赵辉、张弛四位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多期项目的首席专家担任学
术顾问，节目中的出镜专家都在专业领域具
有权威性，由考古发掘直接负责人或权威专
家来讲述文物和遗址的发掘故事、解读其重
要内涵。”
《寻古中国·古蜀记》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

院、四川大学等单位的26位专家学者，解读了
近百件重要文物；《寻古中国·古玉记》采访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30多位专
家学者，讲述一个个遗址、一件件文物背后的
玉文化历史和故事。《寻古中国·河洛记》采访
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
的30多位专家学者，多角度解读河洛地区在中
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作用。《寻古中国》主要采
取学术界有高度共识的考古和历史研究结论，
同时兼顾了重要的不同意见。

陈万利表示，“讲求学术上的专业性，并不
是要把节目做成考古报告或历史书籍，而是为
了保证节目的内容品质。实际上，《寻古中国》
大部分的内容是真实生动记录‘上穷碧落下黄
泉’的考古探源过程和工作者的心路历程，讲
述考古发掘中的故事，讲述考古人员对破解历
史之谜的执着和真情。例如，《稻谷记》中浙江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在小学快毕
业时与河姆渡遗址结缘，长大后几十年如一日
从事河姆渡文化考古，对河姆渡文化的深情令
人闻之动容。《寻古中国》相当重视以突出的悬
念性、趣味性、文学性的表述方式，讲述中华文
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故事，讲述中华先
民创造出领先世界、让今人惊叹的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的故事。例如良渚‘玉琮王’上直径仅
几毫米的小眼圈是如何雕刻的？八千多年前兴
隆洼先民如何在玉玦上钻出正圆形？红山文化
斜口筒形玉器椭圆内芯如何掏出？玉器表面

‘减地起凸阳纹’如何推磨？对于晦涩难懂的符
号元素和专业术语，纪录片会进行通俗化、具体
化的表达，让受众容易理解和接受。”

贯通古今，鉴往知来，彰显中华

文明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包括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
明在内的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
五千多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延续到今
天。《寻古中国》在节目中如何展示中华文明的
灿烂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呢？

陈万利总导演说：“《寻古中国》以一眼万
年的古今穿越梳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
的历史脉络，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
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突出反映中华文明所
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特点。”

陈万利总导演表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
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
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寻古中
国》的一个特色就是贯通古今、鉴往知来，节
目通过表现中华文化世代传承、中华文明绵
延不绝，来彰显中华文明在当代焕发出新的

生机与活力。”
《寻古中国》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体

现不是贴标签，也不是喊口号，而是让观众
能够自然而然感悟到。陈万利总导演说，
“当你随着《寻古中国·玉石记》探寻中华先
民发现玉、雕琢玉、使用玉、钟爱玉、赋予玉
以丰厚精神文化内涵的历史和故事，看到中
华玉文化绵延万年的发展历程，就会深切感
受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当
你随着《寻古中国·古滇记》探寻古滇人创造
了怎样令人惊奇的青铜文化，如何融入中华
民族大家庭，就会感受到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包容性；当你随着《寻古中国·稻谷记》探寻中
国万年稻作文化的传播道路，了解中国万年
稻作文化不仅惠及中国大地，而且漂洋过海
传播到许多国家和地区从而造福世界，就会
深刻体味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
《寻古中国》带领观众探寻了来自西北地

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
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
化；探寻了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
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了不
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
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
一次次的探寻都会让人们增强文化自信、增强
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

走进考古现场，对重要文物和考

古研究成果进行首次披露，回答重大

历史问题

《寻古中国》把视角从博物馆直接带到考古现
场，多视角向观众展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丰富
内涵。与此同时，还有很多最新考古成果的首次披
露，比如宝墩大规模水稻田遗址最新考古发现，填
补了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水稻遗址的空白。

对节目中呈现的这一亮点，制片人雷莹表
示，《寻古中国》每个系列都相当重视重要文物和
重要研究成果的首次披露，增强节目的有效信息
量。“如首次公开亮相的‘不韦丞印’封泥；首次全
身、全方位公开亮相的四川广汉三星堆8号坑内
的青铜神坛；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和
双腹盆，等等。另外，《云梦记》中首次披露了云
梦睡虎地汉简，从已整理出的部分内容中可以辨
析出汉律与秦律一脉相承的关系。”
众多最新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在《寻古中国》节

目中首次披露，在大型纪录片中实属难得。
雷莹表示，考古实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史籍

承载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寻古中国》将考古探索和
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横跨考古探索和历史研究两
大领域，节目中大量运用的科技考古成果涉及生物

学、分子生物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新技术。
在中华文化萌芽和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早

期阶段，有许多历史之谜需要解开，有不少重大历
史问题需要回答。

陈万利总导演举例说，“《寻古中国·云梦记》
中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和云梦郑家湖墓地
的考古发掘文物，不仅为今人了解秦大一统历史
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独特视角，还一定程度上回答
了秦为何能实现统一、如何实现统一和秦统一后
是什么样的社会面貌等重要历史问题。《寻古中
国·古蜀记》探寻古籍和传说中‘蚕丛、柏灌、鱼凫、
杜宇、开明’五代蜀王的考古证据，解开了谁创造
古蜀文明的历史之谜，回答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
明、长江下游文明之间关系的重大历史问题，并首
次将寻找古蜀王与系统梳理营盘山文化、宝墩文
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古蜀大
型船棺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历程有机结合在一
起，以新视角展现古蜀文明由肇始、发展到走向繁
荣、最终汇入中华文明长河的历史脉络。”

充分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创新呈

现，激扬起观众跨越时空的想象力与

情感共鸣

《寻古中国》自2023年5月26日起在央视综
合频道（CCTV-1）和央视频、央视网等总台新媒
体平台开播，别开生面的寻古之旅，激扬起观众跨
越时空的想象力与情感共鸣，引发广泛关注和好
评，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截至11月19日，《寻
古中国》首重播电视观众总触达8.0亿人次。全网
热搜上榜650次，微博话题阅读量累计22.52亿人
次，全网长短视频播放量累计达1.21亿人次。

如何吸引尽可能多的受众尤其是青少年一起
寻根溯源、感受中华文明之博大精深、辉煌灿烂？
这是创作团队始终在深入思考的问题。
“视频是让人看的，首先应该在画面上先声夺

人，画面的呈现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部纪
录片的成败。”陈万利总导演说，“《寻古中国》持续
深化总台‘思想+艺术+技术’的创作理念，充分运
用新技术、新手段创新呈现，乘技术之风跳奇观之
舞，就是为了能给观众带来震撼性、沉浸感的大片
级视听体验。”他详细介绍了节目中通过新技术新
手段赋能的多个创新。

首先，节目创新性地打造了实景主持现场浮
现“文明之镜”模式。《寻古中国》有大量实景现场
主持段落，采用电影级分镜拍摄。主持人在节目
中发挥着寻古悬念提出与推进者、叙事承上启下
者、现实与历史联结者的作用。当主持人海霞、冯
硕在湖畔、山间、洲边、遗址前等地实景讲述时，在
新技术加持下，现场天地自然之间蓦然浮现出立
体透明的巨型“文明之镜”，投射出文物、遗址、场
景等多元视觉元素，将考古沉浸感和叙述悬念感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文明之镜”同时也是时光
通道，通向远古中华先民的来时之路。
其次，节目对文物进行沉浸式、极致化表达。

经过三维扫描后，数以百计的重要文物以360度无
死角、全景全细节、富有沉浸感的方式，被极致化地
呈现出来，充分满足受众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再次，节目对历史内容进行超现实场景的情
景还原。借鉴新的电影制作方式，《寻古中国》运
用XR（扩展现实）制作技术，以电影级制作标准
对古人制玉、版筑夯土、战地写家书等历史情景，
进行超现实场景的全新呈现。

最后，制作团队对重要遗址进行亿级像素的
3D大场景扫描，在节目中呈现了大型宫殿等遗址
刹那间拔地而起的视觉奇观。节目中还有不少
“穿越机驾驶员视角”的画面，能够给观众带来崭
新的无障碍俯瞰体验。

陈万利总导演表示，“创新永远只有正在进行
时，未来更多的《寻古中国》新系列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