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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西青区有一种被称为年画“活化石”的
缸鱼年画，承载着几代人的春节记忆与文化传
承。作为天津杨柳青传统年画的独特品种，“粗
活”缸鱼年画与被大众所熟知的“细活”年画不同，
艺人在绘制过程中，通常采用红、绿、黄等鲜明的
颜色，以大面积的平涂方式填充画面，用笔大胆、
粗犷，色彩鲜艳夺目，对比强烈，给人以强烈的视
觉冲击，这种单纯而浓烈的搭配，在许多人的记忆
中承载着“年”的味道。

缸鱼年画历史久远，过去，每逢春节，家家户
户都会在靠水缸的墙壁上，贴上一幅缸鱼年画，每
每阳光照射于缸上，画中“鱼”便映于水中，活灵活
现，与“莲”相衬，寓意着“连年有余”。

西青区张家窝镇89岁的王学勤对于这门技艺
已经坚守了70余载，虽然从平房搬进了楼房，但他
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画笔，满手的老茧便是他坚守
的见证。作为地道的农民，王学勤从小就对缸鱼
有着深厚的感情，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大人们
一起学画缸鱼。“我记得我们村子里的人，家家户
户都会画年画，那时会利用农闲的时间画，以此
增加收入，一进腊月，我们全家就用闲下来的时
间画年画，一个月最少画上千张。再大些我就背
着年画满胡同吆喝：‘买画贴嘞，买画贴嘞……缸
鱼嘞……’甚至凌晨两三点起床出门，骑行几十里
路，去到静海，再远到过河北省青县赶集卖画。”
在杨柳青年画的沁染中出生、成长的他对缸鱼有
着深厚的情感，在他的记忆中，杨柳青镇南三十
六村“家家夜点灯，户户绘丹青”。那一声声“缸
鱼嘞……”的吆喝，是春节前夕最有烟火气的声
音，也让缸鱼“游”进了更多百姓家。

2024年年底，中国“春节”申遗成功，作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醒目符号，浓郁的节日氛围里，缸
鱼年画依然散发着它独有的“土味”魅力，王学勤
也始终保留着最淳朴的画风，最“笨拙”的画法。
雕版、拓印、绘制，说是“粗活”，可每个过程都尽显
细心，毫厘之间的刻刀在王学勤手中游刃有余，棕
刷蘸墨均匀拓印，形成画坯，将印出轮廓的毛坯贴
在一排排门扇似的活动画板上，用画笔勾勒鱼的
轮廓，描绘出鱼的鳞片、眼睛、嘴巴等细节，一条鱼
要上十二道色，这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还要经
过修整、补色、晾晒，甚至需要六十余遍色彩加工
才能保证色彩持久，让“鱼”在缸里“游”得起来，这
就是缸鱼年画的一大特色。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作
为春节文化重要载体之一的缸鱼年画，也受到了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王学勤迎来了更多访客。他
总是耐心地讲述着自己与缸鱼年画的故事，让这
项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年味儿记忆传承不息，
或以更为丰富多元的形式“游”进千家万户，焕发
新的生机与活力。

“粗活”缸鱼 买画贴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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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印过程对于王学勤来说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棕刷蘸墨均匀拓印，形成画坯。

王学勤虽已89岁高龄，但年画制作对他来说轻车熟路，是刻在骨子里的技艺。

缸鱼年画烙印着天津人质朴的年味儿记忆。 缸鱼年画色彩鲜明，绘制中颜料盘中的每个颜色都那么简单纯粹。

从雕版开始，缸鱼年画的每一道工序王学勤都亲力亲为。

缸鱼映在水缸里，随着微波轻荡，汇影成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