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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薪传遗

津沽手绘“贡尖”年画
数字赋能，让非遗焕发生机

本报记者 徐雪霏

年画历史悠久，相传清乾隆时期，天津地区民间年

画画坊近百家，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通过运河路过天津，

看到民间竟有如此内容丰富、色彩鲜活的艺术品，便将

年画带回了宫中。后乾隆皇帝传御旨“每年向朝廷进贡

年画”，津沽手绘“贡尖”年画应运而生。如今，津沽手绘

“贡尖”年画技艺在传承人的坚持和努力下代代相传，昔

日的皇家贡品被数字化赋能，正在以全新的形式再次出

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赵岩作为津沽手绘“贡尖”年画的传

承人，一直在思考传统技艺融入时尚生活的通路。

追踪热点

日前，经过8个多月的努力，天津博物馆完成了首批100件（套）、

1051册珍贵古籍的定级工作，这些古籍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涵

盖了多个学科领域。经过专家论证评定，65件（套）、871册古籍

文献入选二、三级文物，占报送总数的70%，同时也填补了天博图

书资料部古籍文献无级别的历史空白。这些古籍文献的定级，是

天津博物馆2023年4月份启动的馆藏古籍文献保护项目的一部

分，天博针对古籍文献开展了全面普查清点、抢救性修复、预防性

保护和定级等工作，为古籍的传世保护夯实了基础。

天博首批馆藏珍贵古籍完成定级

聊聊古籍定级背后那些事儿
本报记者 孙瑜

● 清点普查定级建档

古籍也需要“上户口”

天津博物馆藏图书资料20余万册，其中线
装古籍文献5.3万册，存藏量丰富，不乏善本、
孤本，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除了
珍贵的古籍典藏外，还有大量的天津地方史文
献、珍贵的革命文献和民国时期旧期刊等重要
历史文献。

据天津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田家馨介
绍，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
作的意见》，天津博物馆从2023年4月份启动了
馆藏古籍文献保护项目，对古籍文献开展了全
面普查清点、抢救性修复、预防性保护和定级等
工作，并组织策划馆藏古籍文献专题展，努力让
古籍“活”起来。

作为古籍保护的前提，全面清点普查尤
为重要。在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下，
天博按照《古籍普查规范》要求，对古籍原书
进行题名、著者、版本、年代、册数等信息进行
电脑录入，通过细致入微的普查工作，对古籍
整体情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为后续的古
籍定级工作奠定基础。同时，完成馆藏古籍
类文物定级建档工作，确定古籍级别等次，对
古籍整理与保护也十分重要，田家馨说：“我
们按照《古籍普查规范》要求分批次开展馆藏
古籍类文物定级工作，依照《天津市文物藏品
定级评审鉴定书》等相关规定，详细著录古籍
版式、尺寸、行款、版本、装帧等内容，并参照

《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第一部分：古籍》中
一、二、三、四级的标准和要求，对古籍进行认
真细致的分类和自评，整理了包括《本草纲
目》《世说新语》《资治通鉴》《元史》《吕氏春
秋》等古籍文献。”

另外，天博图书资料部联合文物保护技术
部，对馆藏古籍文献保存现状开展调查，对古籍
病害情况进行统计，发现病害多为断线、破皮、
断口、虫蛀、老化等。为此，天博还与天津图书
馆合作，积极开展古籍抢救性修复工作，对《王
文恪公集》等近50册明版古籍及天津地方文献
进行修复。

● 采集古籍数据

是技术活儿也是力气活儿

天博图书资料部一共有七名员工，在人员
少任务重的前提下，不仅要担负起定级任务，还
要做好日常的各项工作，每一名员工工作态度
认真，责任心强，各司其职，通力合作，确保首批
定级圆满完成，天博实现了馆藏古籍类文物定
级零的突破。田家馨介绍说，“我们每天要保证
三名员工到库房里工作一整天”，员工们都是早
上一上班就到库房里埋头工作，只有中午吃饭
的时候才出来透透气。

经过8个多月的努力，工作人员对天博馆藏
古籍进行了系统梳理，首批报送了100件（套），
总计1051册古籍。这些古籍跨越了不同的历史
时期，涵盖了多个学科领域，具有较高的价值。

天津博物馆图书资料部杨晓辉说，他平时

主要负责线装书的相关工作，去年4月份古籍定
级工作启动后，他与同事们一直处于紧张忙碌
的状态。工作中三人一组，一人负责在电脑上
处理数据、填写表格，另外两人负责提取古籍信
息，采集数据并拍照。

一部古籍需要采集的信息点非常多，如：尺
寸、年代、版本等数据，工作十分繁琐，有时采集
一本古籍上的数据需要两天的时间。库房空间
有限，工作人员经常是蹲着或者倾斜着身子，对
每一个数据进行核查和录入。

在给古籍定级的前期准备过程中，拍照是
重要的环节，有着严格的要求。比如要在一组
照片中体现整部古籍的数量、卷端、书名页等
关键数据。前期的数据采集工作目的是为古
籍鉴定专家提供一份准确的数据资料，这也是
古籍定级过程中重要的参考依据，因此不能有
任何疏漏，专家组会根据工作人员提供的这些
信息，对古籍的价值作出相应的判断。在8个
多月的工作中，图书资料部的全体员工对定级
工作的每一环节都高度负责，在古籍的搬运、测
量、拍照等各个环节，工作人员始终秉持着专业
与专注。

古籍并不像现代书籍有着标准制式，而是
有着各种各样的尺寸。这就加大了古籍尺寸数
据采集的难度。有的古籍由于采取传统的制作
工艺，所以一套古籍往往册数很多，在采集数据
时，必须拍摄一张将整套古籍显示完全的照片，
所以拍摄时工作人员要借助梯子爬上爬下，站
到高处才能拍摄全景。同时，古籍的卷端和书
名页等相关内容的数据采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
的工作，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数据采集人员具备

相关的专业知识、深入了解古籍的时代特征，才
能定位所需信息在书籍中的准确位置。

杨晓辉回忆道，在定级中遇到的困难有两
种：第一种，古籍历经岁月洗礼，它的状态已经
不稳定了，工作人员在取拿的时候要非常小
心，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而且在操作的时候，
要时刻保持高度的专注，这样的状态维持一天
绝非易事；第二种，因为古籍的版本信息并不
像现代图书那样标准，他们在采集信息时，就
得反复翻找，直到找到能够作为定级依据的内
容才可以。

因为古籍的珍贵与脆弱，工作人员在进行
相关操作时，一方面，要严格避免汗水和污渍
对古籍造成污染，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在翻动
过程中对古籍书页造成破损。为此，工作人员
特地自制了指尖处剪开的手套。这种手套既
能有效隔离汗水和污渍，保护古籍的清洁，又
通过露出手指指尖，保持了敏感的触感，以实
现精准、轻柔地翻页，从而避免对古籍书页造
成损伤。

● 控温控湿除虫防霉

现代科技延缓古籍“衰老”

古籍具有不可再生性，使之不再遭受损坏
是目前古籍保护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田家馨
说，天博为古籍书库配备了温湿度控制器、紫外
线除尘器及防虫防霉设备与监测系统，这些设
备能够有效地预防古籍文献受到环境影响，确
保其长期保存。

此外，天津博物馆图书资料部联合文物保
护技术部使用低氧杀虫设备对馆藏古籍文献进
行定期集中消毒杀菌，通过智能检控设备创造
低氧、恒湿的储藏环境，使害虫因窒息死亡，并
抑制霉菌繁殖。低氧消毒技术符合文物保护
“最小干预”原则，在珍贵的古籍文献档案保护
领域得到了普遍应用。

田家馨最后补充道，古籍定级工作是一项
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天博也将继续进行探索实
践，为守护好中华文脉、推动古籍保护事业作出
更大贡献。

万历《本草纲目》
我国的先民对医学早有研究，在存世各

类古籍中，医药类著作占有重要的地位。天

津博物馆图书资料部藏有一部明万历本《本

草纲目》尤为珍贵。此书集中国16世纪前中

药学之大成，显示出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

法，全面阐述所载药物知识，内容丰富而系

统。本书虽为中药学专书，但涉及范围广泛，

对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化学、农

学等内容亦有很多记载。此书撰于嘉靖三十

一年(1552)至万历六年(1578)，稿凡三易，天

博这部万历年间刻本是相当接近成书时间的

早期版本。展品黑条格，九行二十字不等，小

字双行，三十八至四十字。白口，四周单边，

版心上部刻书名，下为黑鱼尾。鱼尾下刻卷

数，最下为刻工信息。

明万历四色套印《世说新语》
从现存套印的实物来看，元代就已经出现

了朱墨套印的技术。但直到明后期，书籍套印

技术才流传开来，发扬光大。最著名者就是明

末湖州的闵、凌两家。明人陈继儒《史记抄》序

云：“自冯道、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板。布

衣毕昇再变而为活板。闵氏三变而为朱评，书

日富亦日精。吴兴朱评书错出，无问贫富好

丑，垂涎购之。”天津博物馆就收藏有一部明万

历淩瀛初四色套印本的《世说新语》。此书是

南朝时期所作的文言志人小说集，由南朝宋临

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其内容主要是

记载东汉后期到魏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

事。明代流传《世说新语》版本众多，而展出的

这部四色套印版正是前述湖州套印的典型作

品。该书无格，八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十六

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上端为书名、卷数，

下为篇名，最下为页数。该书共四色，刷印时

需要雕四块印版，经过四道刷印方完成，成本

颇高。该书正文黑色，红蓝标点，有三家批点，

蓝笔为刘辰翁，朱笔为王世懋，黄笔为刘应登，

一目了然，精美异常。

《王文恪公集》
《王文恪公集》明三槐堂刻本，作者王鏊

（1450—1524），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

学者称其为震泽先生。谥号“文恪”，世称“王

文恪”。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明成化十一

年（1475）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

士，诗文名重一时，为弘治、正德间文体变革

的先行者和楷模。该书具有极高的历史价

值、文化价值和版本价值。

《二如亭群芳谱》
《二如亭群芳谱》明末刻本，（明）王象晋

辑。该书为介绍栽培植物的著作。作者王象

晋勇于纳新，广采博引，在政事之余潜心农

事，集16世纪以前古代农学之大成，逐成该

部植物学巨著，因此该书是不可多得的文物

价值与文献价值兼备的古籍藏品。

曾为皇家贡品
鼎盛于清乾隆年间

记者：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津沽手绘“贡

尖”年画的由来。

赵岩：其实津沽手绘“贡尖”年画，最难理解
的就是“贡”“尖”二字。“贡”指的是过去属国或
庶民进献给宫廷的东西，“尖”就是指最好的最
上等的。因此，津沽手绘“贡尖”年画要符合几
个条件，第一是要纯手绘的，并且是初绘的新
品，第二就是要最大的最精美的，只有这样的年
画才能进献给朝廷。

我国年画发展的历史久远，在年画代代相传
的过程中，清乾隆年间是与我们天津年画密切相
关的时代。过去天津年画叫“卫画”，代表着京津
冀这一带地区民间年画的风格。相传当年乾隆
皇帝下江南，通过运河路过天津时，发现天津的
年画很漂亮，就将其带回了宫里。宫里的后妃也

都特别喜欢年画中“吉祥娃娃”的形象，于是乾隆
皇帝就下诏书“每年向朝廷进贡年画”，由此出现
了津沽手绘“贡尖”年画。清光绪年间，供职于皇
家“如意馆”的宫廷画师高荫章、张祝三将正宗宫
廷画“界画”技法和皇家宫殿、园林的绘画布局风
格带入天津年画，实现了世俗画与宫廷画风格的
交融，使得天津年画艺术水平有了大幅提高。著
名画师钱慧安，将海派画风融入了天津年画，赋
予了天津地区年画的时政性和时代感。自此，天
津涌现了一批著名年画原创大师。

记者：津沽手绘“贡尖”年画有怎样的特

点？绘画的主题都涵盖哪些方面呢？

赵岩：津沽手绘“贡尖”年画可以说是中国
传统绘画的一个品种，它的勾线与传统勾线相
同，采用“勾描十八法”，包括构图、画纸和画意，
都在表达情怀和意志。手绘年画还有一大特色
就是渐变色的绘制，比如脸部的绘画就有二十
二道工序，这是严格按照宋代工笔绘画中关于

脸色着色的传统技艺来进行的。
津沽手绘“贡尖”年画有几大题材，主要表达

人们心中的喜庆、喜悦和吉祥。例如歌颂现实生
活的时政题材、农耕题材、重大历史题材以及历
史传说题材。

与数字化相结合
让年画重回人们的生活

记者：作为传承人，您在传承和保护年画方

面有怎样的思考？

赵岩：清末著名手绘年画原创大师潘忠义
将技艺传给他的入室弟子——我的师父冯庆
钜先生。在师父的带领下，我们成立了“津鲤
贡尖年画”工作室，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项非
遗技艺。

2019年，津沽手绘“贡尖”年画被评为河东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随后2022年又被评为天津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就觉得身上的担
子越来越重了。如何让年画回到现实生活中，
是我们最先考虑的问题。现在人们很少有贴年
画的习惯了，大家对年画的作用也不是很了
解。其实年画并不仅仅是“过年用的画”，它的
内容涵盖了很多，比如过去我们国家以农耕为
主，识字的人并不多，那么人们就要用画来记
录、表达。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九九消寒
图》，在冬至当天，画一枝墨色梅花，上有九朵，
每朵花九瓣，一共是81瓣。人们每天用红笔着
色一瓣，等到全部花瓣都染红，就出了“九九”，
寒冬已过，春天到来。这点梅花也是有讲头的，
比如晴天点上边，阴天点下边，刮风点左边，下
雨点右边，等八十一天过去后，再根据这幅图来
判断明年的天气情况以及适合种植什么谷物。

年画其实就是对一年里的重大事件以及自

然风物等进行记录，从而表达人们心情的一种
画作。在新冠疫情发生初期，我们连夜创作了
年画《七英图》，以传统经典历史人物（民间流传
深远的爱国名将和忠良）为人物原型，运用深入
人心的英雄爱国事迹，来表达众志成城、抗击疫
情的决心。我们希望人们在看到这幅画的时
候，能够燃起希望，与困难斗争到底。

记者：那么如何让年画回到大众生活呢？

赵岩：关于这点我们做了很多尝试。首先
就是要改变年画的使用场景，过去家家户户都
是贴年画，但是现在的人大多没有这个习惯了，
那我们就把年画应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
使用的物品上，比如把精美的天津年画与陶瓷、
雕塑、办公用品、商务礼品和生活家居装饰品结
合，让年画借助数字化赋能走入人们的生活，从
而形成天津地方非遗文化代表性IP。

去年11月底，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在杭州举办。我们研发的数字化赋能非遗代表
性成果——“津鲤发光陶瓷杯”在现场发布，收
获了不错的评价。

记者：将传统非遗与数字化相结合，您是如

何想到这样的保护方式？

赵岩：2017年，我偶然接触到数字技术。随
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我开始将年画逐渐转化为
动画IP，把年画娃娃变成动漫或许更容易让孩
子们接受。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尝试，
比如我们制作了《点赞天津》动漫系列宣传片、
抗疫主题抖音小视频、抗疫主题数字年画、3D重
彩动漫IP——津鲤、生肖主题贡尖年画等，都是
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

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会，我们运用3D打印
建模技术，结合流行的表情包，将传统的年画娃
娃，打造成时尚的潮品手办。《全运宝宝表情公

仔》还入选了第十三届全运会特许商品。
2017年我们开始了津沽手绘“贡尖”年画非

遗项目的数字化保护与开发项目，该项目在
2019年被“国家文化产业发展项目库”收录入
库。在数字化研发的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当
我们将年画数字化之后，不仅产品变得更加丰
富，同时大大降低了生产能耗、人员消耗和费用，
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且保证产品标准化。

同时围绕天津文化，我们还开发出三个系
列品牌。一个是“沽上有礼”传统年画品牌，主
要是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创新；一个是
“津门有鲤”天津地方特色的文创品牌，比较贴
近生活，主要是把天津地域特色的文化创意包
容进去；第三是“津鲤”，把符合天津民俗和文化
思想的产品囊括进来，形成能够代表天津文化
特色的产品矩阵。为了更好地推广“津鲤”品
牌，我还创作了“津鲤”的品牌故事：“九河东去
汇龙宫，精卫填海陆地生，哪吒义胆陈塘氏，津
鲤呈祥万业兴。”我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载体，
将天津故事传播到世界各地。

记者：对于津沽手绘“贡尖”年画的创新传

播我们看到了可喜的效果，那么在非遗传承方

面，您有哪些想法？

赵岩：我认为传承是一种理念，虽然大家对
传承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是从非遗保护的角度来
看，传承不仅仅是传承技艺，还需要传承包含人
文、社会、精神和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传承包括
精神和物质。传承的不仅是技术、理念，还有匠
心。可能从旁观者的角度而言，每天都在做一
件事情，这就是匠心。但从我们的角度而言，匠
人每天都在挑战自己，一是挑战外部压力，面对
各种外界诱惑时思考如何抉择，二是挑战内部的
压力，总希望这次画得比下一次好，不断完善和
修改不足之处，不断发明工具，善借以物。我们
每天都在坚守一件工作，包括我的老师，他80岁
了，一天还能画十几个小时，这份坚持里既有自
己的爱好，也有自己的追求。画画也是在领悟自
己的人生。

非遗处在“非现代主赛道”上，是民族精神
的寄托。在这个时代，跨界创作需要传承人将
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场景，将年画应用到各种场
景中，并非必须用年画本身的表达方式体现文
化。我们可以寻找不同载体，我们将这些传统
元素与潮牌结合，比如设计年画元素的咖啡杯
和可乐杯。我们致力于不断寻找传统文化与现
代生活的交汇点，让传统年画仍然能活跃在人
们日常生活当中。

天津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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