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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昌：普洱贡茶技艺的现代传人
本报记者 李 静

河南开封及朱仙镇所产木版年

画上，多刻有“天成”“天义”“云记”

“开封城”“朱镇老店”等字样，这是

印制年画的店号、店名，俗称字号，

别看只是个店家的名号，但其中却

大有学问，也是当下对年画进行研

究、断代的唯一依据。

年 画 艺 术 是 中 国 社 会 的 历

史、生活、信仰和风俗的反映。过

去，每逢过农历新年时，每家每户

都会买两张年画贴在大门上，从

大 门 到 厅 房 都 贴 满 各 种 花 花 绿

绿、象征吉祥富贵的年画。春节

之所以充满欢乐热闹的气氛，年

画起着一定的作用。据《东京梦

华录》载，北宋时期，汴京（今天的

开封）一带木版年画已相当繁盛，

每逢岁节，市井皆印卖灶马、门神

（即年画）等。明代中期到清初，

仅开封朱仙镇就有木版年画作坊

300 多家，其风格粗犷浑厚、构图

饱满、色彩鲜丽、造型夸张。品种

有武门神、文门神、神像图、戏出

和挂笺等。武门神又分将军、武

财 神、勇 士 型 等；文 门 神 又 分 祈

福、童子和辟邪型等。印制手法

主要是雕版水色套印，一般为六

版一套，有的多至九版。色彩以

暖色为主。多数人物脸部采用白

脸、红眼皮，这是它特有的装饰手

法。在印刷时采用透明水色，套

版印刷后，色彩中微显木纹，突出

了木版年画的艺术特点。

据悉，河南年画老店在取字

号时，店主多取其姓名中一字为

号。如开封“云记”，即河南巩县

人刘子云独资所开（行话称自本

自东）。开封老艺人郭泰运 13 岁

入“ 云记”学徒，出师后取号“ 泰

盛”独 自 经 营，生 意 兴 隆 。 同 是

“云记”徒弟的李广亮、蔡万镒和

展振勃，出师后 3 人合伙开店（行

话称拼份），则各取一字为号，合

称“ 广益振”。像“ 二合永”等字

号 ，顾 名 思 义 是 二 人 合 作 开 的

店。据朱仙镇“天成”店当年少掌

柜尹辅礼讲，该店学徒曹润德学

成后，苦无开店本钱，经东家尹桀

周撮合，由曹润德出手艺，做豆腐

生意的司家出资，二人合伙开店，

故取名“二合永”。“二合永”所产年

画质量上乘，多有精品存世。所取

“字号”里也有取吉祥字为号者，如

“祥瑞”“天福利”“福盛长”等。

年画历史上被称为门神画，如

同春联，左右两幅为一对。右为

上，左为下。字号自然刻在右边，

左边则皆加刻“老店”二字。“老店”

意为开店有年头、规摸大、货色好，

是商家张扬生意的广告语，并非字

号。上海鲁迅纪念馆所藏门神画

《刘海戏蟾》，右幅遗失，仅存左幅

一张，故只有“老店”二字。

笔者有幸查阅了许多散失在

国内各地的开封、朱仙镇年画藏

品，集录了全部字号：有在开封市

内经营的“ 汇川”“ 振源”“ 云记”

“天成”“天盛”等，在朱仙镇经营

的“二兴”“二合”“三义”“三盛”

“朱镇”等。然而，朱仙镇年画的

开山始祖“晋盛永”和开封最大的

年画商铺“福盛长”，竟无一张旧

画样存世，令人遗憾。

行里人都知道，年画上的字

号与文字还有稳定画面、预防印

纸塌陷的“支蓬”作用，一般设计、

刻印都十分考究。这一独特处理

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在故事画中

体现得更加充分。故事画多取材

于戏曲，戏名、画中人物姓名、简

要唱词等分布在画面空白处，与

画 面 不 可 分 割，且 增 加 了 美 感。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年画作品都

会印上店家的字号，比如神像画

多不刻印字号，因为神在民众心

上，人人敬重。老艺人说：“如刻

上字号，会让人误认为神像由你

家所造，有不敬之嫌。”

笔者从现存史料中发现，戏

曲年画《渭水河》就有 5 个不同版

本，尤以“三盛”和“汇川”店的产

品最为精妙。“三盛”店所印《渭水

河》孤本现藏俄罗斯东方艺术博

物馆，人物端庄、设色凝重，周文

王谦和敬贤之气跃然纸上，不可

多得。开封“汇川”的《渭水河》孤

本现藏开封博物馆，其构图、人物

虽与其他店铺基本相同，但印制

精良。一幅小年画竟需 7 次套印，

仅 水 红 色 就 要 印 两 次 ，实 属 罕

见。由此可见，昔日的年画业主

们以质量求生存，正是这种竞争

和不断出新，才有了河南木版年

画的繁荣。据老艺人们介绍，过

去知名的字号只搞批发不零售，

小的客户选购十几刀“花货”（即

年画）用包袱放在肩上背着走，大

的客户则车装船运十分气派。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的木版

年画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被称

为新年画。我国著名年画收藏家

王树村珍藏着一幅开封“志联”店

所产的新年画，图中两个儿童衣

着时尚，载歌载舞，姿态生动，旁

边还镌刻着一首儿歌：“你打鼓来

我唱歌，打鼓唱歌多快活，大家齐

迎胜利日，今年保证生产多。”从

店名“志联”和歌词内容判断，此

画 与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国 家 提 出

“工农联盟，发展生产”政策相吻

合，当刻于 1953 年前后。后来实

行公私合营后，私人年画店铺相

继关闭，故所产年画均再无字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都

使用了核心词语“世代相承”，

这一提法无疑是基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基本特性“活态传承

性”而言。应该说，非遗传承不

仅是传承人的责任，政府和社

会同样责无旁贷，笔者认为当

下 非 遗 传 承 在 方

式 方 法 上 应 注 重

多样性选择。

坚 持 民 间 性

传 承 。 任 何 一 项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产 生 均 来 自 于

民 众 的 文 化 创

造。应该说，非遗

的 民 间 自 然 传 承

具 有 巨 大 的 内 在

动力，尽管社会变

革 总 在 不 断 地 改

变 非 遗 的 生 态 环

境，广大民众尤其

是非遗的拥有者和

承载者总是以顽强

的力量，去维护和

传承着这种文化生

命。因此，在非遗

保护工作中，我们

应特别尊重民众的

力量，充分相信非

遗自身的生命力，

重视和保持民间自

然 形 成 的 传 承 方

式。同时，要倡导

传 承 人 树 立 开 阔

的 胸 襟 和 开 放 的

意识，改变过去那

种固守秘密，只在

家 族 内 部 传 承 的

狭隘做法，扩大带

徒 传 播 的 范 围 。

政 府 部 门 认 定 的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

应 在 享 受 权 利 和

荣 誉 的 同 时 ，认

真 开 展 传 承 工

作 ，无 保 留 地 传

授 技 艺 ，培 养 后

继人才。

坚 持 社 会 性

传 承 。 如 果 说 非

遗 传 承 人 是 大 树

的“枝干”，那么社

会则是大树的“根系”，非遗之

所以能够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离不开社会这个“母体”。坚持

社会性传承，首先要坚持与学

校教育相结合。学校是传承文

化的主要渠道，同时非遗范畴

的广延性、学科的多支性、内容

的知识性、形式的艺术性以及

价值的精神性，与我国的教育

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目标具

有较为广泛的统一性，因此应

推进非遗进校园、进教材、进课

堂活动，让传统文化入脑入心。

坚持发展性传承。非物质

文化在历史的纵向传承和地理

的横向传播中，是不断演进和

嬗变的，“变”是规律、是客观存

在。所以，应用发展的眼光审

视和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发展，不要僵化地固守所谓

的“原生态”。同时，对于新产

生并在人们生产生活中有着重

要影响的非物质文化，也要有

意识地纳入保护工作的范畴，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非

物 质 文 化 也 必 将

成 为 遗 产 。 坚 持

发展性传承，就是

在 保 护 其 基 因 和

文化生态的同时，

树立发展性思维，

注 重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兼 收 并 蓄

和开放包容，适时

地创新，在发展中

传承。

坚 持 数 字 性

传 承 。 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的活态性，

决 定 了 其 保 存 和

传承的必要性、多

样 性 和 复 杂 性 。

与 历 史 上 口 传 身

授 的 古 老 传 承 方

式相比，现代多媒

体 信 息 技 术 的 迅

猛发展，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便捷、

永久、海量保存提

供 了 可 能 。 我 们

应该看到，有些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在

传 承 中 正 不 断 地

流失和失传，从保

留 历 史 文 明 见 证

的角度讲，有必要

对 即 将 消 亡 的 文

化 形 态 加 以 记 录

保 存 。 我 们 应 顺

应时代要求，借助

文字、图片、录音、

录 像 等 能 够 长 期

保 存 的 媒 介 和 数

字化信息技术，对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及 其 传 承 人 的 表

演 、表 现 形 式 、制

作 流 程 等 进 行 全

方 位 的 记 录 、收

集、分类、编目，建

立全面、系统的档

案资料数据库，以静态的资料

性成果对其技艺长久保存，为

其 今 后 完 整 地 传 承 发 展 创 造

条件。

另外，在传承过程中政府

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政策保

障、法律保护、交流展示等方

式，培育传承机制，培养后继传

人。因为国家力量和行政效力

在非遗传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我们可以看到现行非遗

政策的实施已让珍贵而濒危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了强有力

的体制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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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八音会展示民间古乐的魅力
本报讯 （记者杜洁芳）由山

西晋城市委宣传部、山西晋城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单位主办，

晋城群众艺术馆和中央音乐学院

承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上党

八音会专场演出近日在北京中央

音乐学院举行。

演出一开始，一首激昂高亢

的《庆丰收》马上点燃了观众的热

情，乐手们时而站着吹、跳着吹，

时而互相对吹，场面十分热闹。

之后的《大十番》、《小十番》为上

党八音会的代表曲目，使观众聆

听到流传了上千年的上党古乐。

上党八音会是一种民间吹打

乐，在山西省东南部长治、晋城一

带广为流传。它起始于夏商，形

成于春秋，汉唐时成为一个完整

的音乐形式，流传至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八音会是民间组织

的音乐班子，主要使用鼓、锣、钹、

笙、箫、笛、管等八种乐器，故名八

音会。

据山西晋城群众艺术馆馆长

魏一飞介绍，此次参与表演的乐

手们都来自山西农村，是地地道

道的农民，他们没有接受过正规

的音乐教育，有的甚至不会看简

谱，学艺过程全凭老艺人的口传

心授。

在云南省普洱市困鹿山下有

一位 60 多岁的彝族老人，守着母

亲留下的百亩古茶园，不借助任

何机器，固执地依照古法做着他

的普洱茶，这位老人就是普洱茶

（贡茶）制作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李兴昌。

母亲花800元
买下百亩古茶园

普洱茶主要产于我国云南，

按制作方法可分为生茶、熟茶，按

外 形 可 分 为 沱 茶、饼 茶、金 瓜 贡

茶、砖茶等。我国生产普洱茶的

历史非常悠久，据记载早在 3000

多年前，云南种茶先民濮人已经献

茶给周武王，只不过当时不叫普洱

茶；唐朝时，普洱茶开始了大规模

的种植生产，时称“普茶”；至清朝

时，普洱茶达到鼎盛时期并成为皇

室贡茶，末代皇帝溥仪也曾说过皇

宫里“夏喝龙井，冬饮普洱”。

据史料记载，进贡给皇宫的

普洱茶大多采自距普洱市 30 余公

里的困鹿山古茶园，而李兴昌祖

上就是普洱贡茶的制作人，这一

技艺传承至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

史。“我的母亲说，每到春季采茶

季节来临，朝廷都会派军队把守

出山的各个关口，不让一片茶叶

流出山寨，只有给皇上的贡茶做

完 以 后 ，村 民 们 才 能 再 做 茶 出

售。”李兴昌说。

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

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云南一带

的古茶树几乎被砍伐殆尽，困鹿

山古茶园因地处偏僻得以幸存。

至上世纪 80 年代，普洱茶市场依

旧十分低迷。“当时花一两元钱就

能买到一公斤普洱茶，而清末民

初的时候，一两银子也买不到一

两好普洱茶。”出于对普洱茶难以

割舍的感情，1987 年，李兴昌的母

亲—— 匡 志英力排众议花 800 元

买下了困鹿山上百亩古茶园的经

营权，并叮嘱儿子必须完成两件

事：第一，对困鹿山上1万多亩古茶

园进行实地考察，整理茶园的相关

资料；第二，要管好自家茶园，世代

相传的做茶手艺不能荒废。

古茶园的振兴

根据母亲要求，向来侍母至

孝的李兴昌便开始利用闲暇时间

着手调查古茶园，并绘制完成了

古茶园的分布图。“这块茶园面积

虽然不是很大，但里面几乎全是

古茶树，树龄几百年的很多。”当

时，李兴昌还是当地宽宏小学的

一 名 乡 村 教 师，作 为 普 洱 茶（贡

茶）制作技艺的第八代传人，他对

古茶园曾经拥有的辉煌历史深感

自豪，也对茶园今日的没落备感

焦虑。李兴昌决心重振古茶园，

使村民尽快脱贫致富。

2002 年，李兴昌借宽宏小学

举办“办学百年座谈会”之机，向

与会的校友宣讲皇家古茶园的历

史 和 文 化，引 起 了 大 家 的 关 注。

2003 年，通过一位校友牵线，李兴

昌终于和台湾的一位大茶商建立

了联系，在他们的经营下，困鹿山

茶农的生意好了，茶园的名气也

开始不断提升。

随着云南省政府对普洱茶产

业发展的重视，2006 年困鹿山古

茶园被命名为“皇家古茶园”。随

后，云南省有关部门又组成了考

察团对古茶园进行了实地考察，

“考察团还特别访问了我母亲，当

时她已年逾九十，但老人家记忆

力还特别好，对普洱茶的历史、产

品、制作程序等都做了详细的描

述。”李兴昌说，当时母亲还特别

提到了金瓜贡茶的制作方法，后

来考察团回去后与现在存放在故

宫的金瓜贡茶进行了比对。“发现

无论从形状、大小还是重量来看，

几乎和母亲描述的一模一样。”当

时专家们都非常震惊，因为自清

朝皇室解体后，普洱贡茶的制作

也随之终止，其制作方法也销声

匿迹。2008 年，经过专家评审，因

传承脉络清晰且制作技艺与古法

最为接近，李兴昌当选为普洱茶

（贡茶）制作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

普洱茶文化的传播者

据悉，清朝时普洱贡茶虽连

年 上 贡 ，但 始 终 没 在 社 会 上 流

通。“得到它只有一个途径，就是

皇帝每年会拿出一部分赏赐有功

大臣，得到的大臣也轻易不舍得

用，有人甚至把它当成高级药材

存 放。”之 所 以 把 它 看 得 那 么 贵

重，除了因为其数量稀少、原料珍

贵外，还因为这些贡茶的加工程

序特别繁复，据说需经过 72 道工

序 才 能 完 成 ，加 工 周 期 长 达 36

天。李兴昌说，即使现在的工艺

有所改变，但从茶园管理、新叶采

摘直到晾晒、包装仍需要很多工

序，而且一不小心就会受伤，比如

炒茶时通常要在铁锅烧到快要发

红时，才能下手炒制。

最让李兴昌气愤的是，近年来

随着普洱茶市场不断升温，一些茶

农为了提高利润，“有的在原料上以

次充好，有的开始用机器代替手

工”。李兴昌说，用传统手工方法

做出来的茶饼松紧度适中，不像机

器压的太紧不透气，发酵时候很容

易里外不均匀。李兴昌手工制作

的茶饼拿起来可以吹透，但摔在地

上却不会散。从口感上说，机器加

工的明显不如手工炒制的味道纯

正。“这是因为手工制作更像是因

材施工，比如在杀青环节，我们会

依据锅里茶叶的多少和老嫩程度

决 定 翻 炒 时 的 快 慢 和 抛 撒 的 高

度，这是机器炒制不能代替的。”

虽然李兴昌现在的身份是商

人，却更像是普洱茶文化的传播

者。自从被评为传承人后，李兴

昌经常参加各种非遗展示活动，

为此他不得不从家乡把百多斤的

家什带上火车、飞机，认真地向观

众演示普洱茶的制作工艺。在家

乡，他还创办了普洱茶制作传习

所，“但没有一个人是出于爱好来

学习的，很多人都带有急功近利

的心态，希望马上能从我这里拿

到一个证书，以证明他是我的徒

弟。”李兴昌无奈地说。

李兴昌虽是商人但对钱看得

不重，在 2006 年的一次茶叶博览

会上，他在两个多小时内卖掉十

几颗金瓜贡茶，李兴昌不仅没有

在火爆的销售现场提一分价，反

而将所有钱款捐给了当地关心下

一 代 工 作 委 员 会 。 他 说：“ 我 知

道 市 场 认 可 困 鹿 山 贡 茶 就可以

了。”2007 年，部分优质散茶的收

购价已攀升到每公斤 400 多元，制

作一颗金瓜贡茶大约需要 2.7 公

斤的散茶，他们当时批给经销商

的价格是 950 元一颗，经销商转

手 就 会 卖 到 4000 多 元 一 颗 ，但

李兴昌说：“那是人家的本事。”

李兴昌最看重的是家传的手

艺能否世代相传，他的儿子李明

泽虽然才刚刚年过二十，但已拿

到国家高级品茶师资格证书。“对

这一点我还是很自豪，虽然他现

在学的是医，但因为从小跟我学

制茶，已基本掌握制茶技艺，对未

来我还是充满信心。”李明泽对记

者说，将来也许会开一家网店，希

望大家坐在家里就能买到贡茶制

作人亲手制作的普洱茶。

非 遗

近日，“雷山苗年暨西江鼓藏节”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拉开帷幕。当地数万名苗族同胞载歌载舞、

杀鸡宰羊，用多种方式庆祝苗历新年。图为一名身着盛装的苗族妇女在庆祝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刘 续 摄

天成号的《童子戏蟾》（故事画）

讲 述

本报讯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

区素有“蒲松龄故里”的美誉，境

内有聊斋俚曲、磁村花鼓、商家大

鼓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为了保护和传承好这些遗产，

淄川区政府通过加大普查力度、

实施立法保护、加强人才培养等

六大措施，使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工作得到了较快发展，目前该区

的“聊斋俚曲”“孟姜女传说”已入

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了摸清非遗家底，近年来

全区开展了细致、全面的非遗普

查工作，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共获得普查线索 2685 条，其中重

点资源项目 449 个，编辑完成了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

资料汇编、淄川区卷》和《淄川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布地图集》。

为了使非遗保护工作有法可

依，该区加快非遗立法进程，出台

了《淄川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条例》，建立健全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和传承人保护、管理办法，

从法律层面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

保障。

另外，为了进一步提高公民

的非遗保护意识，该区还常年坚

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

进社区、进农村活动，为非遗保护

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例如今年

1 月，淄川区聊斋俚曲艺术团走

进山东理工大学校园，为广大师

生倾情上演了聊斋俚曲戏《带着

奶奶做新娘》和《求骂》，受到了广

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王 鹏）

淄博淄川区六项措施推进非遗保护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商意盈

段菁菁）献茶、敬拜……11 月 11日

上午，在 2010 中国（浙江）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博 览 会 开 幕 式 上 ，重

现了中国传统的拜师仪式。10 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开门收徒，让传统

工艺“薪火相传”。

参加此次拜师仪式的有中国

篆刻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刘江、龙

泉青瓷烧制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徐朝兴、制扇技艺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孙亚青等 10 位大师和他们

的徒弟。

绍兴黄酒酿制技艺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王阿牛已经 86 岁高龄，

他从 17 岁开始酿酒，目前是绍兴

黄酒酿制的唯一的国家级代表

性传承人。“ 我觉得拜师这种方

式 非 常 好 。 没 有 规 矩 ，不 成 方

圆。这不但是传统的行业规矩，

更 是 对 中 华 文 化 的 传 承 和 发

扬。”他说。

在开幕式上，10 位大师还联

名发表了倡议书，号召全国手工

技艺和民间美术传承人“倾己之

所长，尽己之所能，带其徒而授其

艺”，共同“传承中华文脉，守护精

神家园”。

又讯 在此次 2010 中国（浙

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开幕式

上，主办方还首次尝试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手工技艺精品项目进

行拍卖。拍卖项目包括四大名

石、名瓷、青田石雕、东阳木雕、

剪纸等。

“手工技艺精品拍卖的价格

有高有低，几百块也可开拍。”主

办方代表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拍

卖引起民众对非遗手工技艺精品

的关注，让更多的非遗精品藏富

于民间并在民间传承下去。

10位国家级传承人杭州开门收徒

李兴昌

印 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