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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编》截稿之时，还有新的史料陆续发现，但
由于时间的关系实在无法全部收入，乌日切夫博士还准
备单独出版一部《中国藏传佛教版画全集》，仅这部分
大概就能出到十五卷左右，其中包括很多《补编》未收
入的。”此外，翁连溪告诉记者，《全集》出版后，韩国、
日本等国收藏机构看到也非常高兴，愿意将自己收藏的
佛教版画部分提供出来，将来也许可以将包括韩国、日本、
越南、缅甸、尼泊尔等国收藏版画集中出版，以促进佛
教版画的研究。

“跟佛教版画的收集几乎同时并行的，还有道教版
画，这部分也有十多年的积累了，计划今年出版。”另外，
翁连溪与欧洲一些国家机构合作，在筹备一个“欧洲藏
中国古版画出版专题”，“现在正在做欧洲冯氏木版画
基金会的收藏，他们藏有将近 500 种中国古版画，目前
已经扫描了 200 多种”。

中国古版画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就是年画，而
年画里一定不能忽视的就是姑苏版画。“一般公认，姑
苏版画发展的巅峰时期是康熙到嘉庆年间，它将西方透
视法等与中国古代雕版上色的民间年画技法相结合，因
为一般用于出口，所以国内过去仅藏有一张姑苏版画，
在辽宁省博物馆。”翁连溪告诉记者，“而在国外，我
知道的一位私人藏家个人就藏有 170 张，大英博物馆都
没有他藏得多。日本和韩国也分别有一些，这几年国内
拍卖行从日本买回来几张。”

可见，想要将中国古代版画一一梳理，并很好地进
行保护、研究与整理出版，还任重道远。

《全集》于 2004 年发起，计划 2012
年出版。因不断有释教古帙遗珍重光面世，
每次新得片纸经像都会对《全集》是一次
有益的充盈，编委求全之心愈加难抑，故
杀青付梓之期一延再延。由于《全集》获
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规定时间
内必须结项，终不得不抑制贪全求备之心，
于 2014 年截稿出版，最终汇聚了中国历
史上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三千多种、共计
三万余幅佛教版画珍品。《全集》面世后
在出版界、艺术界、宗教界、学术界赢得
了广泛赞誉，并在 2017 年喜获“第四届
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全集》虽已出版，但编委对佛教
版画的搜集工作却从未停歇。在《全集》
截稿后搜集到的，知道信息而未能在出版
前得到拍照资料的，以及后期大量新发现
的版本，全部未能载入《全集》。“从
2004 年开始一直在不断地搜集，《全集》
大多选用的是公藏机构和来自拍场的收藏
品，但还有很多私人收藏家因为对出版成
果的质量有疑虑，所以一开始不愿意提供
出来。”《全集》主编、故宫博物院图书
馆研究馆员翁连溪告诉记者：“《全集》
出版了以后，很多先生看着还不错，又提
供了很多珍贵的藏品，这些藏品有很多《全
集》里未收，还有一些虽然《全集》收入
了，但《补编》收入的版本更早、更珍贵。”
此外，与《全集》相比，《补编》收入的
作品几乎都是通过实物拍照录入，“我们
会到很多藏书家的住所，有的仅拍照就需
要几天的时间，尤其是《补编》的分卷主
编乌日切夫（蒙古族，著名版画家），他
一人提供的藏书就有八卷之多。还有一些
朋友自己扫描了藏品给我们送过来”。正
是由于这些私人藏家的信任与支持，才使
得《补编》顺利面世，为文化艺术的研究
提供了珍贵的图像史料。

《补编》仍然沿用《全集》的版面样
式、编排方法及装帧工艺，编选原则以佛
教经、律、论插图，独幅佛教内容版画为
主，也适当地甄选了部分佛寺志、地方志、
山水志、诗文、戏曲、小说、画谱、年画
等与佛教相关内容的版画。其所收文献是
对《全集》的补充和完善，时间上迄唐末
五代，下止民国，数量仍以明清为最；内
容主要分三大部分：一为汉文佛教版画；
二为受佛教影响的民间宗教版画；三为少
数民族文字佛教版画，这也是《补编》中
最具特色的部分。

《补编》中的少数民族文字版画专辟
八卷予以收录，因其出版信息多不翔实，
除明确有时间纪年的版本外，其他多根据
纸张、版画内容、收藏地等信息考据大致
时间，故无法按时间排序，只能将此部分
文献大致按语言分为蒙文、藏文、满文三
个部分，各部分又以绘刻内容再进行分类，
是对中国佛教版画艺术史重要的补充。

少数民族文字版画部分多为乌日切夫博士的藏品，其
中又以清代蒙古地区刊刻的佛教版画居多，如经藏尊像、
护法图、供养图、天文历法、佛医药典、风马旗等。“在
这些藏品中，有很多孤罕版本，甚至有不少颠覆性的史料
发现。”翁连溪说，“比如过去无论是印刷史，还是出版
史都没有提到过铜版刷印的佛经《八千颂》，这次在他的
藏品里就见到了一部，属于之前完全没有公布过的。这个
经我之前也见过，但对于其刻印方式一直有疑虑，木版不
像，金属版也不能确定。后来我们在蒙古国的博物馆里见
到了这部佛经的大量铜版，从此改写了印刷史、出版史的
一个记录。”

翁连溪接着举例说，还有一部《五百佛像集》，存
世非常少，目前全世界仅知俄罗斯有一部，日本有半部，
印度有半部，还有瑞士有一部，中国大陆图书馆还没发现
有收藏记录。这套嘉庆时期在蒙古编纂的书，是记载传统
藏传佛教尊像叫法的最全记录，它表面上看是彩绘的，后
来通过拿显微镜、在灯光下照等手段，发现实际上是在墨
印线条之后涂的色，这也算一个新发现。“过去好多藏传
佛教的版画都被认定为是彩绘的，实际上都是后填的色。
通过这个事，我们也推翻了之前的很多认定，比如康熙
三十九年藏文的《甘珠尔经》，它有不同的本子，有的认
为上下的尊像、扉页像都是画的，有的认为是印刷的，现
在看来好多都跟《五百佛像图》一样是先印刷后填色。”
翁连溪说，“这也提醒图书馆人在著录的时候，一定要注
意有这种情况的存在。”

此外，据翁连溪先生介绍，藏传佛教独幅的版画，《补
编》也收入了很多，算是一个意外收获。

古版画种类繁多
整理出版之路任重道远

乌日切夫一人藏八卷，
不少新发现推翻了“原有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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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版画是中国佛教
文化艺术、中国艺术史，
特别是版画艺术史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佛教
思想借助图像传播时所选
择的最悠久、最广泛的艺
术表现形式，具有不可替
代的历史文化价值。2014
年，《中国佛教版画全集》
（以下简称《全集》）的
面世，在已有国内外中国
佛教版画资料收藏和学术
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了空
前规模的结集。但新的史
料还在陆续发现，《全集》
编委继续辗转于国内外公
私藏书机构寻觅、拍摄版
画作品，集腋成裘，时至
今日又累积编撰二十六
卷，作为《中国佛教版画
全集补编》（以下简称《补
集》）再次结集出版，呈
献给读者。

中国佛教版画全集·补编（精装二十六册）
作者：翁连溪、李洪波主编
定价：39000.00 元
出版社：中国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3 月

《补编》大多来自私人收藏，
少数民族文字佛教版画
最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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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版画肇始于隋唐之际，
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产生，兴盛于
明代中叶至清前期，清中晚期至民初逐
步衰落，有着近千年的辉煌历史。“中
国古代版画主要是作为书籍插图的形
式而存在。”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中心
主任、版画研究专家马文大告诉记者。

藏书报：中国古代版画的有哪些重
要题材？

马文大：隋唐、五代、宋、元的
中国古代版画，都是以宗教题材的版画
为主，其中又以佛教版画题材为甚。中
国古代版画的制作是将文图反向镌刻
在木板或其它材质上，在版上涂上墨，
覆盖上纸张，刷印取得的文图复本。佛
教出于弘法广布的需要，有大量复制版
画存世，目前唐、五代遗存的版画全部
都是佛教题材，宋元也以佛教版画最为
丰富。而道教版画的早期遗存，最应该
提到的就是西夏黑水城发现的《太上洞
玄灵宝天尊说救苦经》扉画。元代尊佛
抑道，道教经典多次被朝廷下诏焚毁，
使元代以前道教版画流传很少。

宋代是中国书史、中国雕版印刷
史上全面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阶段，刻
书地域遍布全国，产生了官刻、私刻、
坊刻三大刻书系统，版画艺术自然也有
了兴盛发达的沃土。除了宗教版画题材
外，儒家经典、人物传记、医学、匠作、
画谱谱录、工技农艺、史地方志等类书，
都有插图本，如《梅花喜神谱》，是第
一部木刻画谱；这时期还出现了最早的
彩色套印版画《蚕母》《东方朔盗桃图》。
元代最早有小说戏曲版画刊刻，如元至
元三十一年（1294）建安书堂刊行的《新
刊全相三分事略》，现藏日本天理大学
图书馆。

明中期以前的版画主要以宗教题
材（尤其是佛教版画）为主，宋元出现
了一些世俗类图书的版画，包括画谱、
经史类书插图、文学作品插图，地域上
也以中国书史上的著名刻书地区为主，
如福建、杭州、四川、平水等。但目前
古版画研究者一般不予分别流派，分别
地域，随着古版画研究的深入和新的版
画资料的发掘，明前期以前的版画题材
和地域流派研究会更加详尽。

就题材上说，明代版画除了宗教版
画承宋元余绪继续辉煌发展外，小说题
材、版画题材版画都有着辉煌的成就，
画谱类题材版画精工细作，还出现了彩
色套版拱花工艺。

清代的版画，尤其清前期的版画，
仍有明代的影响，产生了一些优秀的版
画作品。题材上比明代还丰富，宗教版
画、小说、戏曲版画、画谱、山水人物
版画都具备，内府殿版版画、铜版画都
应时而生，并且有相当高的艺术造诣。

藏书报：中国古代版画有哪些重要
流派？分别有哪些特征和代表作品？

马文大：古代版画划分流派，自
明代始，严格说自明代中晚期始。明代
是我国古代版画大发展的时代，尤其
是明万历以后，郑振铎先生称之为“光
芒万丈的时代”。明前期，实际上包括

了史学上的明前期和明中叶，自明初至
嘉靖、隆庆，版画成就非凡，取得了很
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成果。明中晚期，
明万历至明末，是版画的巅峰时期。

就地域流派上说，明代中晚期出现
了建安派、金陵派、武林（杭州）派、
苏州派、吴兴派、徽派以及北京地区为
代表的北方版画。都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和大量典型的版画作品。

周芜先生论建安派版画说：“以古
朴稚拙为特征，人物造型简略，线条粗
实圆满，丰姿肥硕，不减古人。”

金陵版画的主要特色是构图简约
明了，线刻粗豪劲健，大片使用阴刻墨
底，强化黑白对应关系。

徽州的版画崛起比较晚，在万历
十五年之后。但是徽州版画的出现对中
国的版画史来说是一件革命性的大事。
专业画家开始大量参与到版画创作，出
现了一个很庞大的木刻艺术家的群体
入虬村黄氏刻工。画家和版画艺术家的
完美结合，郑振铎说自此徽派版画“由
粗豪变而为秀隽，由古朴变而为健美，
由质直变而为婉约，盖徽派版画作风转
变之始也”。

万历之后的泰昌、天启、崇祯时
代的版画，建安、金陵、徽州版画日益
衰落，而武林、吴兴、苏州版画兴起，
苏杭地区人文荟萃，经济发达，版画呈
现出文人画的风韵，尤其是画谱、戏曲、
小说等方面的版画十分突出，大批文人
画家如丁云鹏、吴左迁、钱毂、赵璧、
顾正谊、陈洪绶等参与到版画创作中
来，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插图艺术大
师。版刻风格受徽派版画影响，工丽细
致，画风流畅。

明万历以后出现的彩色套印版画
是版画门类中最为突出的成就。明万
历二十八年（1600）刊《花史》、万历
三十三年《程氏墨苑》，万历中叶刊行
的《湖山胜概》，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
墨、蓝、红、黄、褐五色套印，对色准
确自然、清丽典雅。天启、崇祯年间吴
发祥刊《萝轩变古笺谱》，第一次运用
了饾版和拱花技术。天启七年（1627）
胡正言刊《十竹斋书画谱》、南明弘光
元年刊成《十竹斋笺谱》，是中国古
代彩色套印版画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
明崇祯十三年（1640）吴兴闵齐伋刻《西
厢记》彩色套印版画，是中国古代戏曲
版画中非常独特的奇葩。

自金代平水刻《隋朝窈窕四美人
图》等年画性质版画之后，清代挑花坞、
杨柳青等木版年画、戏曲小说版画也大
放异彩，清代外销姑苏版彩色套印年画
和丁亮先兄弟的彩色套印木版花卉都
达到了版画的最高境界。只是到了清代
中晚期，受战乱影响书业受损，一些著
名的刻书地遭到破坏，优秀的刻工难以
为继，晚明至清前期精丽的版画作品逐
渐衰落。

藏书报：怎样看待中国古代版画的
艺术和文物价值？

马文大：版画的艺术和文物价值
是毋庸置疑的，如上所述，明代大批文
人画家参与画稿、著名刻工镌刻的版画
作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是中国线描

线刻艺术中的璀璨的艺术精品。自唐
五代以来至清代的版画风格流派多样、
题材广泛，木刻、铜版不同材质的使用
和彩色套印、拱花技术的实践都是对版
画的重大贡献。

版画的文物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留存后世稀少的版画精品早已经是收
藏家的追求，如明末刘玉明刊刻的《古
本三国演义图》，图月光式，刘玉明是
著名刻工刘素明的弟弟，以前只见过
署名刻有《三国水浒英雄谱》的插图，
此本为新发现的另一创作，虽然残存图
二册，仍然在拍卖市场拍出高价。一些
留存稀少的彩色套印版画、铜版战图、
姑苏版年画，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文物
精品。一些小说、戏曲的版画由于不同
坊肆不同流派的翻刻，也为鉴定小说戏
曲的版本源流起到了重要的判断依据，
尤其一些名著如《三国》《水浒》不同
版本的流传与演变有着重要的揭示作
用。

藏书报：古版画的保藏量如何？如
何对这些珍贵的版画进行保护传承？

马文大：古版画的藏有量如中国
古籍一样，浩如烟海，如中国古代佛
教版画，目前整理的就有三千余种、
三万五千余幅，道教版画虽不如佛教版
画留存多，数量仍很庞大。戏曲、小
说版画版本众多，总量也达千种以上。
这些版画大都散在众书，有的收藏于海
外公私机构，查检起来颇为不易，好在
有一些古版画研究者和爱好者多方结
集影印出版，其实是对古版画作品的最
有利保护与传播，这些再生性保护措施
是我们提倡的，政府和文化机构也应当
给予相当的支持与资助，才能较好的搜
集、整理、研究这些浩如烟海的古版画
资料。当然，一些珍贵的古版画作品，
也应当尽快列入古籍修复与保护计划，
对年湮代远、破损严重的版画作品进行
修复性保护。

藏书报：除了影印出版外，建数据
库是不是一个保护的好手段？

马文大：古版画数据库是一项庞
大的工程，鉴于版画作品众多、收藏
单位和个人遍布世界各地，因此，现
阶段宜采取针对不同类别、不同题材、
不同流派的版画数据库整理和制作。现
在有一些大型图书馆和机构进行过有
关古籍插图数据库的尝试，但远远没有
达到全面、系统地整理出古版画数据库
的水平。建立这些数据库对于古版画的
研究、整理、传播、鉴赏都有重要作用，
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图像学上
的重要意义，也对开发、利用古版画元
素开展文创工作大有裨益。

马文大带你认识中国古代版画
□本报记者   刘晓立

本文所列举图片，依次为：

环翠堂刊《坐隐先生精订棋谱》

闵寓五本《西厢记》

《湖山胜概》

《观音像》（五代 吴越）



古版画里还有一个重要
的分支就是年画，其存藏情
况在中国更糟糕。年画是一
种实用美术，过年的时候买
一张贴上，过完年或到下一
年就扔掉了，又因为生产量
特别大，所以更没人重视，
也没有收藏家专门收藏，所
以早期的古版年画留存下来
的极少。

“一直到建国以后，才
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
王树村先生专门收集研究年
画，保存下来一批，后来这
批年画都捐给了中国美术馆，
其中不乏独特的精品。”王
树村是天津人，所以他的收
藏大多是杨柳青的年画。馆
藏机构里上海图书馆、国家
图书馆都藏有不少年画，但
更多的早期年画都在国外，

国内所藏大多数都是清末以
后的，“王树村收藏的早期
年画还是年画铺留作资料的
那部分”。

以前年画不受重视，宋
平生曾在拍卖会上花了不到
1 万元买了二三十张光绪时
候名画家的年画作品，但是
现在关注的人越来越多，“去
年上海有一场拍卖，我看有
不错的年画，还特意跑了一
趟，结果一张就几万元；中
国书店一张姑苏古版画，竟
然拍到 100 多万，这充分说
明年画的价值被大家发现并
重视起来了”。

“ 这 就 是 一 个 好 的 开
端，保护、研究、利用、传
承古代版画的道路还很长，
让我们共同努力。”宋平生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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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版
画有着悠久而辉
煌的历史，它基
本上可以分为古
书中的插图和木
板年画两类，现
在各级图书馆收
藏的古版画主要
是插图本，只有
少量图书馆藏有
木板年画，因为
大多内容比较通
俗，所以在历史
上并未受到足够
重视。除了这两
类，如果再细分
一下的话，笺纸
和笺谱也是古版
画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讲究的笺
纸都刻有精美的
图画，品种多了
还会被刻字铺装
订成书册的形式，
就是笺谱，其中
最著名的有《萝
轩变古笺》《十
竹斋笺谱》，以
及民国时期由鲁
迅和郑振铎汇编
的《北平笺谱》
等。由于许多笺
纸和笺谱刻印精
美，艺术性极高，
所以近年来越来
越受到收藏家的
青睐。

这些承载着
极高文化艺术价
值的古版画，如
今的存藏情况如
何？未来，我们
该如何对其进行
保护与传承？本
期，本报特邀中
国人民大学图书
馆古籍部原主任
宋平生先生为我
们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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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版画的巅峰时代
关于中国的古版画，现在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作

品，就是咸通九年（公元 868 年）的《金刚经》扉
页插图，但真正的巅峰应该是崇祯时期的徽派版画。
“有人说现在的版画家也很厉害，但那不是一个概
念。”宋平生说，版画家的作品是创作版画，从构
思、刻板到印刷，全部是由版画家独立完成的；而
古版画是复制版画，主要是图解书中的内容，不能
像版画家那样天马行空、自由发挥，必须经过画工、
刻工、印工协作完成。

中国古版画发展到最巅峰的徽派版画时期，
彩色套印也成熟了，比如最有代表性的《十竹斋笺
谱》《十竹斋书画谱》《萝轩变古笺》等，“其实
当时还有一部分明代彩色套印春宫画系列，因为‘不
登大雅之堂’，也没人专门保存，现在很多早期的
几乎已经绝迹，幸好日本曾经有一位收藏家专门收
藏这类作品，他去世之后又有冯德堡收藏传承了下
来”。到了顺治的时候，还出现了萧云从《太平山
水图画》《离骚图》等，这些是清代的作品，但实
际上刻工技巧还是延续了明代的风格，甚至于刻工
本人也是从明末跨越到清初的老工匠。“再往后就
很少有能达到巅峰时期水平的作品了。”宋平生介
绍说，因为要产生一幅艺术水平很高的版画作品，
必须同时兼具几个条件：好的画家参与画稿、好的
刻工操刀、好的印工印刷，再加上有钱的好事文人
主导。“其实，说崇祯时期是中国古版画的鼎盛时
代，并不是说清代及之后没有好的刻工，而是因为
不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慢工才能出细活，所以要
达到一定水准，就需要足够资金的支持。”宋平生
举例说，中央美院传统版画工作室，有一个叫卢平
的版画家，原来是桃花坞的刻工，他翻刻过《西厢
记·窥简》和汪廷讷的棋谱插图，完成一页就要好
几个月，“想想如果古代的刻工用这个速度，没有
足够的资金支持，怎么能养家糊口呢”。

“精美的古代版画不但具有极高的艺术价
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是古人不
重视这类书籍的价值，传统藏书家也没有人专
门关注这一块。”宋平生说，因为严格意义上
来说，插图本大部分是比较通俗的，比如戏曲
小说的产生主要是为了迎合一些富商及普通市
民消遣的需要。“大多数藏书家更愿意收藏一
些正经正史类的文献资料，如果说一个藏书家
藏了一堆插图本，那会受到别人耻笑的。”宋
平生说。所以，大量好的版画作品在流传的过
程中都逐渐消亡了。

一直到民国时候，才有人开始系统地收藏
版画，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著名学者、藏书家郑
振铎。郑振铎非常喜欢插图本，也正是因为他
的不遗余力，才使得大量优秀版画免于流失海
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郑振铎去世后，其藏
书被家人全部捐给了国家图书馆，而这一举动
也使得这些书籍能够安全保存至今。“我认为，
不管是从保护古籍的角度，还是从古版画的传
承角度，郑振铎都居功至伟。”宋平生介绍说。

戏曲研究家、藏书家傅惜华也收藏了很多
精品版画。“我以前看过民国时法国图书馆跟
傅惜华在北京合作举办的一个展览的目录，其
藏品令人叹为观止。此外，傅先生还藏有汪廷
讷的《环翠堂园景图》，它既是中国版画史上
的杰作，也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版画，流
传非常罕见，称得上是海内孤本。”宋平生介
绍说。上世纪 80 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据傅惜
华藏本影印了经折装本，江苏古籍出版社随后
又出版了卷轴装本。“另外，还有一位堂号‘不
登大雅之堂’的北大教授马隅卿也收藏戏曲小
说。”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努力，古代版画才逐
渐引起重视。

中国古代版画发展到近
现代，已经有人意识到其价
值，并专门收藏研究，“但
图书馆对于插图本并没有格
外重视，只是将它放在书库
和其他古籍同等待遇”。这
在宋平生看来还远远不够。
“我觉得，古版画是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其中很精华的部分，要
对其加强保护”。

“前些年，古版画受到
市场关注，频频在拍场高价
成交，引得一些不法之徒觊
觎图书馆馆藏，趁借阅之机
窃取珍贵藏品，这类事件的
发生也提醒广大图书馆界必
须完善古籍借阅制度，在为
读者提供便利的同时，注意
防范。”宋平生告诉记者，
尤其是对于之前没有得到足
够重视的古版画，更要加强
管理和保护。

有计划、有步骤地影印
出版优秀古版画，也是宣传、
利用、保护古代版画的有力
措施。近些年无论是公藏机
构还是个体都做了一些工作，
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
古版画的影印出版目前还存
在一个技术层面的难题。”
宋平生接着说，古版画对印
刷质量的要求非常高，但是，

很多影印本都存在印刷质量
不达标的问题，比如徽派版
画线条极为精细，但不知是
宣纸还是墨的问题，版画里
一些非常小的线条影印出来
后，会显得有点“胖”，给
人一种失真的感觉，“跟原
书一对比，差别就很明显了”。
影印出版的目的原本是为了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弘扬版
画艺术，而现在的国内技术
明显还无法表现出徽派版画
的原貌，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除了影印出版，现在还
有人做翻刻古版画的工作，
“大家传承古版画的动机是
好的，但是里边也存在一些
问题”。主要表现在刻印水
平不够，或者是没有完全表
现作品原貌。“我觉得无论
是翻刻还是影印首先要尽量
忠实于原著，如实反映作品
原貌，只有这样，才能在推
广中起到真正的作用。”宋
平生说。

从保存作品原貌这方面
来说，保护古籍、推广插图
本最好办法就是是建立专门
的古代版画数据库，虽然这
可能缺乏手握书卷的那种感
觉，但是它所具有的忠实于
原貌、方便利用的优点，恐
怕是其他手段无法比肩的。

保护“古版画”
目前还存在几个问题

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的
“插图本”

关于古版年画

□

本
报
记
者  

刘
晓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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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版画在拍场上越来越受到关
注，也带来了一个鉴别的难题，尤其
是有名气的版画，版本一般更多，那
如何区分原刻本与影印本、石印本也
成了广大藏家关注的大问题。对此，
傅蕴介绍说，一般容易受干扰的情况
有几种，其中，清末的时候，有的书
将木刻记录为石印，比如上海刻印的

《孔子家语》四册，这种情况极为特殊，
但也需要特别注意。

而更多容易被干扰的就是石印
本、影印本区别于木刻本的问题，这
其实有几个小窍门：从纸张上看，木
刻本一般用手工纸，不管是白纸、黄
纸、竹纸、连史纸、棉连纸等，都有
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正面和反面是一
样的；但是无论是石印还是影印所用
的机器纸，则正面特别光滑，反面很
糙，正反面明显不一样。此外，机器
纸因为使用了一些化学成分的试剂，
所以纸张容易氧化，时间一久表面出
现一些黄斑，手工纸如宋版书即使保
存千年，也不会出现黄斑。要判断是
不是手工纸，还可以用有无帘纹来鉴
别，因为手工纸抄纸的时候用的是一
种竹子做的帘子，所以在纸张上会留
下一些帘子的纹路，机器纸则无。

从刻印技术上看，可以把一叶纸

从中间拈开，手工刻印因为受力不均
匀，所以从背面看，有的地方墨会渗
出，有的地方则没有，能感受到一种
手工的粗糙感；但是如果是机器印刷，
则力度一致，有的根本不会造成渗漏，
即使有渗漏，也是很有规律的。傅蕴
举例说，清末吴大澂有一本《古玉图
考》，这本书多见是石印本，木刻是
极其罕见的。“有一次拍卖会上出现
了这本书，大家一晃而过自然而然当
作了石印本，结果遗憾错过了这套木
刻本。两者之间的价格有二三十倍之
差，木刻能达到十几二十万，石印的
也就六七千。”傅蕴感慨说：“这也
说明，熟悉的东西才容易出错，就像
水里丧生的大多是会游泳的一样，经
验会蒙蔽双眼。”如果对手工纸和机
器纸非常熟悉，也可以通过重量上来
区分，傅蕴介绍说，因为机器纸加了
很多的化学添加剂及涂料，所以比手
工纸要重上一些，但这轻重只是一个
相对概念，还是要凭经验。

“现在在拍场上经常能遇到的、
清代有名的版画，其中先印后印、纸
张、品相等方面问题也是非常值得分
辨的。同样一个本子可能价格差很多，
道光年间的《鸿雪因缘图记》最具代
表性。”傅蕴说。《鸿雪因缘图记》

初印本是用类似于开化纸的纸张印
的，开本非常大，版画线条和绫子封
面也非常漂亮，但这样的原本极少，
一经面世就一定是四五十万，但是后
来用连史纸印的就比较常见了，所以
价格也就多为十几万成交。木版水印是中国传统特有

的版画印刷技艺，在我国具有悠
久的历史，2006 年，被国务院
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朵云轩自 1900
年创立之日起，就传承了木版
水印这一传统技艺，在历经百
余年的研究、制作和拓展后，
朵云轩木版水印已经发展成为
一门综合了绘画、雕刻和印刷
的再创造艺术。1992 年，朵云
轩注册成立中国大陆第一家艺
术品拍卖公司，古版画也成为
朵云轩拍卖中的重点关注部分
之一。

那么，朵云轩是如何传承
木板水印的？在拍卖中，古版
画又有怎样的表现？对此，记
者采访了朵云轩拍卖公司古籍
部经理傅蕴。

“朵云轩木板水印的传承和发展
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傅蕴告诉记者，
上世纪 60 年代，在上海画家胡也佛的
带领下，朵云轩的木板水印技术精于
勾描，线条极为细致，比如《陈老莲
花鸟草虫册》《石涛花卉册》《任伯
年团扇集锦》等，都是采用传统饾版
印刷方法制作的，体现了原艺术品的
笔趣墨韵；到了 70 年代，朵云轩木板
水印刻印大字本较多，比如《楚辞集注》
《共产党宣言》《毛主席诗词三十九
首》《稼轩长短句》等；从 70 年代末
到 80 年代是朵云轩木板水印的全盛阶
段，这个时期有一部非常有名的代表
作——《萝轩变古笺》。“《萝轩变
古笺》的原本是 60 年代在浙江发现的，
到1979年由上海一位文化界领导牵头，

著名画家谢稚柳监刻，以非常严格的
标准在朵云轩翻刻完成。”傅蕴介绍说：
“当时定价 300 元，但是到拍卖行情最
火热的 2011 年，就拍到了 25 万。”80
年代朵云轩还刻印过一套《十竹斋书画
谱》，该书于 1989 年获得了德意志莱
比锡国际博览会的金奖。其获奖原因，
除集合了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
及李一氓藏书等公私藏最好的本子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赶上朵云轩木
板水印的全盛时代。那时候，老一辈
的技工正值壮年，新一辈的人员也都
成熟了起来，所以刻印这部书的时候
非常讲究，“其所用的染色技术效果
甚至比原本还要漂亮”。

对于这些有名、翻刻的古籍，傅
蕴说：“虽然从底本选择，甚至刻印

技法上都可能是同时代最好的作品，
但因为年代毕竟近一些，也还有一些
存世量，所以价钱一定不能炒得太高，
要不然很容易受到市场影响，使其价
值透支，《萝轩变古笺》就是这样。”《萝
轩变古笺》行情最好的时候拍到了 25
万，2013 年左右的时候，朵云轩利用
旧版又重印后，现在跌了一半不止，“这
就像古钱收藏一样，本来挺珍贵的品
种，突然哪儿出土了一堆，价钱一下
就跌下去了”。当然，《萝轩变古笺》
之所以价格起伏如此之大，还因为曾
经有人自己刻了一页前言，加到新版
里来冒充旧版，扰乱了整个市场。而《十
竹斋书画谱》因为部头较大，而且勾描、
染色更难，所以基本没有作假，价格
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

从近些年的拍卖情况看，有几类
版画作品越来越受到藏家的关注和重
视，一旦出现就必定引起激烈竞争，
高价成交。比如，徽派版画自民国以
来一直受到一些大藏家的重视，像郑
振铎、马隅卿、傅惜华、周越然等，
就专门收藏戏曲小说。“五年前，我
发现了一批原本以为已经毁灭的周越
然旧藏。”傅蕴告诉记者，周越然的
藏书楼就在商务印书馆旁边，在 1932
年一·二八事变中被轰炸，但是他在
上海的一支后代还保留了一批非常精
美的徽派版画著作，包括明末凌濛初
刻本《西厢记》和《养正图解》在上
拍后，价格都拍到了 100 多万。“2013
年，朵云轩拍了一套《西厢记》，当
时拍了 90 多万，到 2017 年，在大部
分线装书跌价的情况下，同样的这套
书在保利秋拍拍出了 160 多万，这说

明‘掐尖儿’的东西还是很坚挺的，
不受行情大起大落的影响。”傅蕴说。

说起版画里“掐尖儿”的东西，
傅蕴还特别提到了“最近兴起、马上
会火热的年画”，尤其是苏州桃花坞
的年画。“姑苏版画里最精彩的就是
大尺幅、通景式的西湖图，里面用了
一些西方的透视、明暗技法，但是因
国内留存太少，以前很少有人关注。”
傅蕴告诉记者：“但去年在中国书店
的一次小拍里就出来这么一张姑苏版
画，大概从 1 万抢到了六七十万；去
年 12 月北京泰和嘉成搞过一个年画
专场里也有一张，同样是六七十万成
交。”其实，桃花坞的年画和徽派版
画都属于同一时期的艺术品，尽管前
者没有后者细致，但同样具有很高的
艺术水准，值得更加关注。

在傅蕴看来，还有一种需要加大

关注的就是清中期以后的天津杨柳青
年画。杨柳青的年画大多比较喜庆，
比如福禄寿、连年有余等，留存都比
较多，但还有一些是比较有特色的精
品，尺幅更大，且能表现当时的时代
背景，比如表现电车图、女学堂等新
鲜事物，以及讲述旗人生活娱乐的善
扑营等，都属于杨柳青里“掐尖儿”
的东西。那到底“掐尖儿”的标准是
什么呢？“首先是在艺术的技法上达
到了最高的水平，且在内容上能反应
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对于
杨柳青“掐尖儿”的东西，现在慢慢
已经有人在关注了，但与徽派版画相
比，还远远不够，“现在杨柳青年画
行情最好的也就是小几万块钱，是一
个非常值得投入的领域，但一定要注
意将精品和一般品区分开来，这两者
的差距一定会越来越大”。

传承：最好的东西也怕透支

拍卖：“掐尖儿”的东西会一直坚挺

鉴别：“手工的不均匀感”是刻印版画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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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版《秋冬美境》，2017 年泰和

嘉成上拍，32 万余元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