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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强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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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强木版年画，因其产地在

河北衡水武强县而得名。作为中

国民间艺术的瑰宝，它承载着悠

久 的 历 史 与 文 化 。 与 江 苏 桃 花

坞、天津杨柳青年画不同，武强

年画是在农耕社会基础上诞生的

民俗艺术，由农民创作，向农民

出售，属于典型的“庄稼年画”，

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自然之美。

每逢春节，当地家家户户买

年画，贴年画。创造出门画、中

堂 、 条 屏 、 贡 笺 、 窗 画 、 灶 画 、

炕围、桌围、云子、开条等 30 多

种门类，成为节俗时令典型的装

饰 品 。 武 强 年 画 的 题 材 丰 富 多

样，多取材于群众喜爱的历史故

事、民间传说、风土人情、戏曲

人物、花卉山水等，彰显了人们

对真善美的颂扬与追求。构图丰

盈，线条豪放，色彩明艳，装饰

性突出。

武强年画采用传统的手工木

版套印方式，经绘画、刻版、印

刷三道流程，手传口授，代代相

传。其制作工艺高超，每一个步

骤 都 汇 聚 着 匠 人 的 精 力 与 才 智 ，

每 一 处 细 节 都 力 求 至 臻 至 善 。

2006 年，武强木版年画被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武强县持续促进年

画文化的传承、革新与传播，借

助师徒传承、以老带新、联合办

学、研学培训等方式，培训年画

人才 1000 多人，让木版年画技艺

达成了“活态传承”。目前，全县

年画门店作坊有 126 家，研发了年

画书签、餐具、饮品等文创产品

30 余种，年画产业实现年销售收

入 1.5 亿元，为传统年画增添了新

的活力。

▼2024 年 12 月 24 日，游客

在武强县一家年画文创店选购。

◀2024 年 12 月 24 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强木版年

画代表性传承人马习钦在工作

室为年画刻版。

▶2024 年 12 月 25 日，武强

非遗工坊工作人员在描绘年画。

▲2024 年 12 月 25 日，武强

年画匠人在印刷年画。

◀2024 年 12 月 25 日，在武强县

一家邮政网点拍摄的武强木版年画

邮票。2006 年，由武强木版年画制成

的带邮资特种邮票面向全国发行。

▲2024 年 12 月 24 日，武强县

府兴幼儿园年画小屋，武强木版年

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康英勤（中）

为小朋友讲述年画故事。

▼2024 年 12 月 24 日，观众在武强年

画博物馆内的北方传统民居展厅参观。

武强年画博物馆已成为当地对外文化交

流的窗口，年接待游客 36 万多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