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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年画月份牌有了90后传承人
用擦笔技法绘萌态可掬“大吉龙娃”

今年的元宵节也是静安区少
年儿童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十周
年纪念日。除了展演之外，和元
宵节有关的传统文化普及活动也
成为一大看点。在“元宵滚滚乐”
游戏中，孩子们可以与爸爸妈妈
一起包元宵、滚元宵，元宵有芝
麻、枣泥等各种馅，而且滚出来的
元宵是真的可以吃的，大家把滚
好的元宵用特制的包装盒装好带

回家与家人们一起享用。
阅读永远是少年儿童图书

馆的主题。在“悦绘本 迎元宵”
环节，图书馆的阅读推广者会带
领孩子们一起读绘本《中国传统
节日绘本故事系列：元宵节》，一
起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那些
富有温暖的人情味。“猜灯谜 乐
翻天”则由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
起参与。每组亲子家庭可任意

选3个灯谜进行猜谜，正常活动
结束后，可至灯谜兑奖处核对正
确答案。读者至少答对2个灯谜
后，可兑换相应的小奖品。

位于康定东路28号的静安
区少年儿童图书馆，主体建筑为
安妮女王复兴风格，建筑面积为
1025平方米，座位120个，藏书
量5万册。十年前开张的时候，
就惊艳世人，被称为上海最具有

梦幻色彩的图书馆。少儿图书
馆将传统服务模式与现代创新
理念相结合，打造一个寓教于乐
的少儿“悦读”天地。内部实行
借阅一体开架服务，保存有绘
本、连环画、期刊、中外著名作家
代表作等，并引进ipad互动多媒
体系统和RFID自助借还系统，设
有电子阅览室及多媒体体验区。

记者了解到，随着静安区少

年儿童图书馆迎来10岁生日，目
前上海的少儿图书馆体系日趋
完善。前年，上海少年儿童图书
馆的长风馆建成开放。目前上
海还有长宁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徐汇区图书馆少年儿童馆、新川
沙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等数
家少儿图书馆。他们在各个层
级和各个领域一直在为少儿阅
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书香十年伴成长
这家上海“最梦幻”少年儿童图书馆10岁了！

作为上海为数不多的区级少年儿童图书馆，静安区少年儿童图书馆迎来了10周岁生日。在明天元宵节当天，
一场名为“童心共迎元宵节 书香十年伴成长”的活动将拉开序幕。记者了解到，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上海的少年
儿童图书馆体系日趋完善。 青年报记者 郦亮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极具上海特色的月
份牌年画上，旗袍美女或婉约温
存，或妩媚动人，带着老上海的
韵味，展现时代风尚的流转，见
证历史的变迁。

如今，“月份牌年画”这项非
遗艺术在长宁焕发新风采。90
后姜修宜是长宁区海派年画非
遗传承人，在社交平台上，她给
自己取名“月份牌小画家”。龙
年已来，她创作的“大吉龙娃”画
作也融入了月份牌的擦笔技法，

“小龙人”变得更萌态可掬。

月份牌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姜修宜的画室在长宁文化
艺术中心3楼，这里是上海市美
术家协会月份牌年画传承基
地，也是长宁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海派年画创作基
地。走进画室，墙上挂着一幅
幅月份牌年画画作，有以古代
人物为主的《潇湘黛玉》，有围
绕反映上世纪八十年代女排姑
娘的《女排夺魁》，也有表现当
今生活的《网红新装秀》等。这
些作品多出自月份牌年画老中
青三辈传人之手。

“海派年画月份牌起源于上
海，由清末民初广告年历画发展
而来，画面中不但有商标广告，
周边还放入中西年历供人们查
看，这样百姓拿回家至少贴挂一
年，延长了广告图片的展示时
间，后来被俗称为月份牌，也成
了一个时代的图像符号。”说起
月份牌的历史和故事，姜修宜可
就停不下来了。

在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读博期间，姜修宜另外拜师进
修美术。因为画风细腻，也耐
得住性子，被推荐到了当时刚
迁新址的市美协月份牌年画传
承基地，跟随月份牌年画市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建明学
艺。“月份牌是什么？”并非上海
小囡的姜修宜对年画月份牌一
头雾水，但看到杨老师的教学
画作后，她懂了，“真美，画风很
细腻。”

月份牌以前属于商品海报，
如今属于平面设计，和她所学的
设计学息息相关。当时姜修宜
就决定拜师学艺，“月份牌用到
擦笔技法，能学到传统技术，从
理论角度说可以接触到与月份
牌有关的各类专家，也能为博士
论文做准备。”最终，姜修宜的博

士论文研究的是有关月份牌的
历史沿革和非遗特性。

擦笔技法绘出肌肤质感

传统的月份牌讲究擦笔水
彩画技法。什么是擦笔技法？
姜修宜解释说，就是用中国画笔
将炭精粉擦揉到纸张里，形成画
面的明暗效果，再罩以水彩色来
完成整幅作品。这个技法特点
为“甜、糯、嗲、嫩”，十分适合表
现女性和孩子的肌肤质感。

比如为了龙年特意创作的
“大吉龙娃”，姜修宜在构思创作
前期查找了不少龙的形象，也借
鉴了古代画家绘出的龙鳞、龙
角，还搜了儿童电视剧《小龙
人》，将其额头上的红点也融入
了画作中。画正稿时，她使用擦
笔水彩技法，用大笔蘸了炭精
粉，擦“大吉龙娃”大体的明暗，
然后开一支新笔擦细节。擦揉
炭精粉的过程一定少量多次，还
要擦得均匀，不能心急，擦扫一
层可能没变化，但擦扫十多遍就
有了明暗层次感，“擦笔很费功
夫，我刚开始学时，因为一直重
复一个动作，还会擦睡着。”随后
铺底色时可以选择玫瑰色，能中
和炭精粉的黑色。因为用了擦

笔技法，姜修宜所绘的“大吉龙
娃”特别萌态可掬，肌肤质感又
透又嫩，像个“糯米团子”。

做一名上海月份牌小画家
2021 年年底，姜修宜的身

份又多了一重，成为长宁区海派
年画非遗传承人，主要从事月份
牌年画创作。之前的她只是因
为热爱月份牌，单纯想学好技
艺，而身份的转变带给她更多责
任，“传承人代表的是这一画
种，不仅要传承技艺，更要传承
文化。”

在姜修宜的非遗传承推广
计划中，做好市民美育很重要，
不仅想把非遗体验课送进学校、
企业，还想设计系列课程，通过
十多节课的学习，能画出月份牌
上的美女。社交平台上，姜修宜
用的ID是“上海月份牌小画家”，
她会录制画作诞生的全过程详
解作为普及，也拍摄体验课
Vlog，尝试不同的视频形式。衍
生式发展也在考虑中，“比如制
作月历、化妆包、丝巾、手机壳等
文创，让月份牌换一种形式走进
千家万户。”让海派年画月份牌
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这名90后
传承人奋进的动力。

静安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受访者供图

大吉龙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