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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画① 

人物表 

1. 魏 大 爷 ： 60 来 岁 ， 农 民 ， 绵 竹 年 画 传 人 ， 尤 檀 画 门 神 ， 人 称

“魏门神”。  

2. 魏长龙：20 来岁，农民，魏大爷的二儿子，绵竹年画的年轻传

人，尤檀画门神，人称“小门神”。  

3. 朱老板：40 来岁，绵竹著名的烤酒作坊“剑南烧坊”的老板。  

4. 干豇豆：30 来岁，朱老板的妻子。  

5. 朱小姐：17 岁，省城女子学堂的学生，朱老板的女儿。  

6. 蓝膏子：近 50 岁，绵竹著名的膏子店的老板。  

7. 米冬瓜：40 来岁，蓝膏子的妻子。  

8. 蓝二蛮：18 岁，蓝膏子的女儿。  

                                           
① 本剧本获 2009 年国家广电总局等夏衍杯“创意电影剧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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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竹婆婆：60 多岁，农民，绵竹年画传人。  

10. 竹 妹：18 岁，竹婆婆的孙女。  

11. 襟襟丑：40 岁左右，乡村川戏班的丑角、班主。  

12. 笑和尚：30 多岁，乡村狮舞队的头头。  

13. 米歇尔：20 来岁，来绵竹采访的加拿大记者。  

14. 刘厨子：40 来岁，绵竹著名川菜馆“蜀香楼”的老板兼大厨。  

15. 蓝幺舅：30 来岁，做九斗碗的乡下厨师。  

1. 片头 

一组快节奏的镜头组接——  

在具有浓郁四川特点的喜庆音乐中，贴在门上、挂在屋里、画在墙

上的一幅幅充满浓郁川西民间色彩的绵竹年画传世佳作——  

硕大的“双扬鞭”图案的“落地门神”……  

传统的《金童玉女》《招财童子》……  

具有浓烈创新意味的《骑洋马儿的女人》……  

漂亮的仕女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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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川剧戏文……  

著名的清代长卷《迎春图》……  

轻松、幽默、愉快、喜悦的旁白：“绵竹年画，中国四大年画之一，

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人们一直把它

叫做‘喜画儿’。数百年来，它绽放在这片富饶肥沃的土地上，给人们带来

多少快乐、希望和欢笑。这里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关于这‘喜画儿’的一段

非常乐呵、非常有趣儿的故事。” 

在以上画面和音乐背景上，同时出现本片的片名及编导、演员等字

幕表……  

2. 川西农村  日、外   

（淡入）隆冬，呼啸的寒风，刮过萧瑟的川西农村大地。  

字幕：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岁末，中国四川农村 

镜头缓缓推向一座有些破烂的农家小院。  

但这座小院里，却充满着一种热气腾腾的气氛。  

3. 魏家小院  日、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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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粗糙的手在一块古老的木刻版上印着。我们可以看出，古老的

木刻版已经很有些岁月。  

粗糙的手轻轻揭起绵纸—— 绵竹特产的一种专门印制年画的纸，

又轻轻举起。  

这是一幅只印有墨线轮廓的门神年画的半成品。  

粗糙的手将门神年画的半成品交给一双稚嫩的手。  

稚嫩的手立刻小心翼翼地拿着门神年画的半成品，向挂在堂屋外的

一条绳子跑去。  

镜头拉开，这时我们看见，原来这座有些破烂农家小院里的堂屋外

和四周的土墙上，都牵着长长的绳子。绳子上挂着一幅幅已经完成的和

即将完成的年画，红红绿绿的，好不热闹。  

60 多岁的“魏门神”魏大爷，正领着其十六七岁的小儿子魏家老三魏

长科，拿着笔，端着五颜六色的颜料碟，站在绳子前，为那些只印了墨

线轮廓的半成品年画上着颜色。魏大爷的眼睛虽然已经有些不行了，但

仍全神贯注地画着。其身旁放着一只贴着“剑南烧”三字的小酒罐和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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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碗。老爷子不时要端起碗喝上一口酒。魏长科瘦瘦弱弱的，像个还没

长大的孩子。  

转眼之间，（叠化）一幅幅色彩艳丽、地方风格浓郁、栩栩如生的绵

竹年画，便出现在我们眼前。有斗方，有戏文，但最多的还是门神……  

坐在院子的一角，用一双粗糙的手继续在那些祖传下来的木刻板上

印着的，是魏门神那老实巴交的、30 多岁的大儿子魏长庚。从其身坯和

神情看，魏老大像个地道的农民。  

连老人家的两个小孙子也兴奋地加入了这忙碌的队伍。那双稚嫩的

手是 10 来岁的大孙子粟娃。这个长得虎头虎脑的川西农村娃娃，一直站

在他爹魏老大的身旁，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爹。只要他爹印出了一张，他

就急忙接过来，又飞快地跑去，挂在绳子上，供爷爷和三叔作色。而 6

岁的小孙子谷娃，扬着一张被冻得红扑扑的小脸，则在院里前前后后地

跑着。他一会儿给爷爷递上酒碗，叫爷爷喝上一口；一会儿又从爹那里

“抢”下一张只印了墨线的半成品，飞快的送到牵绳子处，叫哥哥挂上……  

厨房里，灶膛中熊熊燃着的柴火；大锅上蒸着热气腾腾的蒸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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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正切着的腊肉、香肠……  

近 60 岁的魏大娘和 30 来岁的魏大嫂，则在这里麻利地忙着。  

好一幅川西农村年画人家家庭作坊的岁末图！  

有倾，魏大爷又停下笔来，端起酒碗，喝了一口，问魏老三道：“老

三，你二哥呢？咋还不回来？”  

魏老三小心翼翼地答道：“是不是路上遇到什么事了？”  

魏大爷不满地将酒碗往身旁的木凳上“啪”地一放：“谁知道他又被   啥鬼

事情缠住了！”说罢，气咻咻地扭头又继续为挂在绳子上的年画着色。 

酒碗里的酒剧烈地摇晃着。  

魏老大、魏老三和厨房里的魏大娘、魏大嫂都有些紧张地面面相觑。  

4. 县城内的一条街道上  日 

20 来岁，长得魁伟结实，举止豪爽、洒脱、风趣的魏老二魏长龙，

正背着一个装年画的竹背夹，大步流星走来。竹背夹基本空了，只是在

底部还留着不多的十余张叠好的新年画。  

魏长龙一边继续大步流星地向前走着，一边不时从怀里掏出一个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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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的东西看着，悄悄地得意地看着。  

5. 巷口  日 

与街道相接的一条小巷里，跑来一个十七八岁，穿着白衣黑裙、白

袜黑鞋学生制服的漂亮的女学生。这是该县著名的烤酒作坊—— 剑南

烧坊朱老板的独生女朱小姐朱雨雯。朱小姐在省城女子学堂就读，眼下

是放寒假回家来过年的。  

紧跟着，在朱小姐的身后，又跑来一个女孩。这是朱小姐的贴身丫

头绢儿。绢儿才 15 岁，个子小小的，压根还是个没有长成的小女孩。  

当二人刚刚跑到巷口，躲在墙后偷看时，魏长龙刚刚宝贝似地揣上

那个圆圆的东西，经过巷口走过去。  

望着魏长龙大步流星走去的背影，朱小姐悄悄问：“绢儿，这就是魏

老二魏长龙？”  

绢儿点了点头：“嗯。”  

朱小姐仰慕地：“嗬，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好帅的帅哥呀，在

省城我们学堂里哪有这样的人才！”（注：20 世纪的人说当代话，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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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剧手法。本剧拟试用一些，以增加全剧的喜剧气氛。下同。）  

绢儿羞得直用手指头拨着脸：“丑死了，丑死了。小姐，不知羞，不

知羞！”  

朱 小 姐 ：“ 有 啥 可 羞 的 ？ 老 师 说 ， 都 民 国 了 ， 我 们 新 学 堂 里 的 新 学

生，就是要敢于自立。你这封建死脑筋！”  

话音未落，绢儿突然指着街对面喊：“你快看，小姐！”  

朱小姐忙举目一看——  

6. 街对面的蓝家膏子店  日、内、外 

街对面是一家专门经营绵纸、文房四宝和膏子（川话，当时对颜料

的俗称）的老店。门上“蓝家膏子店”的金字老匾和三开间的铺面，显得

十分气派。  

店外，站着 一个十七 八 岁、穿着花 布小袄、 扎 着一对“丁丁猫”（ 川

话，即翘小辫）胖胖的女孩—— 蓝家膏子店的二小姐蓝二蛮。  

蓝二蛮望见魏长龙走来，乐得直拍手。然而，魏长龙却从怀里掏出

那个圆圆的东西，乐呵呵地看着。原来这是一件当年非常稀罕的西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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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面圆圆的小镜子。  

小镜子里，出现了魏长龙那扮着的鬼脸。他一边继续大步流星地往

前走着，一边调皮地不断变着鬼脸，自个儿逗着自己，压根儿没有注意

到拦在路中间的那个胖丫头蓝二蛮。  

蓝二蛮气得撅着嘴，蹑手蹑脚地从其背后走过去，又“哇”的一声，

突然跳在了魏长龙的面前：“看啥宝贝呢？长龙哥！”  

魏长龙慌忙将小镜子赶紧揣进怀中，并掩饰地：“哦，没，没啥……

干啥呢？二蛮。”  

蓝二蛮：“长龙哥，你家的货送完了？”  

魏长龙：“送完了。冬月初一挂幌子……”  

蓝二蛮立刻接着说道：“腊月初一出摊子……”  

魏长龙：“对，现在早过了冬月初一，家家户户的货都送完了。只等

腊月初一一到，便摆起摊子卖年画，迎接各路的客商和乡亲们喽！”  

朱二蛮：“那好，长龙哥，你快跟我走！”说着，便不由分说地将自己

的手臂往魏长龙的手臂里一挽，拉着魏长龙便往蓝家膏子店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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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长龙竭力地挣脱着：“哎！哎！二蛮，二蛮，蓝二蛮！你，你这是

要干啥子？”  

然而，蓝二蛮却使着蛮力，紧紧地挽着魏长龙的手臂，毫不松手，

愣是把魏长龙拖进蓝家膏子店里去了。  

7. 巷口  日、外 

巷口，躲在一面照壁后的朱小姐一看，大惊，忙问绢儿：“绢儿，他

们这是要去什么？”  

绢儿忙对朱小姐一阵耳语。  

朱 小 姐 一 听 ， 立 刻 傲 慢 而 不 屑 地 ：“ 嗬 ， 她 ？ 大 字 不 识 一 个 的 蛮 丫

头，又刁又蛮，她，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呀！”  

娟儿急得直跺脚：“不是，不是，小姐……是，是，是……”  

朱小姐：“死丫头，急死我了，她究竟要做啥子嘛？”  

娟 儿 对 着 朱 小 姐 的 耳 朵 又 是 一 阵 耳 语 ：“ 唉 ， 小 姐 ， 你 不 知 道 ， 他

们……”  

朱小姐一听，惊得立刻瞪大了漂亮的眼睛：“啊，还有这样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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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对绢儿：“走，娟儿，快回去！要不，就来不及喽！”  

二人转身便疾走。  

8. 巷内  日、外 

“乃呛，乃呛，乃乃呛……”  

一座院子外，一群老者正坐在门口打围鼓。  

老人们正起劲地练着。  

“戚乃，戚乃，一乃呛！……”  

二人走着，走着，居然踩着这川剧的锣鼓点子走起来。  

打围鼓的老者们惊奇地看着这两个女娃子—— 踩着川剧锣鼓点子

走来的一个小姐和一个丫头，也越敲越起劲了。  

“乃乃呛，戚乃呛，乃乃戚乃一乃呛……”  

朱小姐和绢儿居然也踩着这川剧锣鼓的点子越走越快。  

那双穿着女学生青布鞋的脚和那双穿着丫头花布鞋的脚，简直像在

这小巷中的青石板路上飘了起来，让过路者们都看傻了眼！  

9. 剑南烧坊  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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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地最著名的一家烤酒作坊。前面是三开间的铺面，高挂着“蜀

中美酒剑南烧”的幌子，卖酒。后院是作坊。几间大木屋里，一排大甑正

热气腾腾地蒸着酒。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前店后厂”。  

尽管是冬日，但烤酒的伙计们都穿着短裤，打着赤膊，在汗流浃背

地忙着。  

近 50 岁、秃瓢、长得敦厚结实的胖胖的烧坊朱老板，满脸堆笑地领

着一群客人走来。客人中有穿长袍马褂的前清遗老，有穿中山装的民国

政要，还有当地的乡绅、文人、名流。  

朱老板指着蒸锅：“各位，这就是敝号新添的几口蒸锅。”  

客人们均兴奋地向朱老板拱手祝贺：“恭喜！恭喜！朱老板，你又有

几口锅要出酒了！”  

“裕福兄，你这剑南烧坊真是越办越旺啊！”  

朱老板也兴奋得咧着嘴笑着，不停地拱手回敬道：“嘿嘿，嘿嘿！托

祖宗的福，托这老窖的福！同喜，同喜！同旺，同旺！”  

10. 朱家院子  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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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朱家的住所，与剑南烧坊仅一墙之隔。朱小姐领着绢儿蹑手蹑

脚地从后门悄悄溜了进来。  

二人继续蹑手蹑脚地穿过花园，向后院的绣楼走去。  

绣楼下，我们看见了一辆停在那里的当年非常罕见的自行车。四川

老百姓把它叫作“洋马儿”。  

朱小姐领着绢儿急急地登上楼梯，往自己的闺房走去。  

11. 剑南烧坊  日、外 

偌大的灶膛里柴火熊熊。  

蒸酒的一排大甑上，冒着越来越浓的腾腾热气。  

朱老板兴奋得一边目不转睛地观察着火候，一边不停地用手甩着光

头上的热汗，不断说道：“各位请稍等片刻，请稍等片刻，这新酒马上就

要出来了，马上就要出来了！”  

客人们都屏息静气，期盼着那奇妙的时刻。  

转 眼 之 间 ， 晶 莹 的 琼 浆—— 甑 里 的 新 酒 果 然 一 滴 一 滴 地 滴 出 来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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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老、政要、乡绅、文人、名流们不禁一片鼓掌、欢呼。  

朱老板忙令伙计用土陶碗取来，并亲自送上，请客人们一一品尝。

众皆捋须咂舌，摇头晃脑，煞有介事地品尝着，顿时更是一片“啧啧”的

赞叹之声：“裕福兄，你这剑南烧真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是啊，醇和甘甜，回味悠长，赛似琼浆！”  

“可不，一口触杯，笑煞太白；三杯下肚，醉倒酒仙！”  

“新年添新酒，吉兆呀，吉兆，大吉兆！”  

朱老板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地连连拱手道：“岂敢！岂敢！承蒙各位抬

举！承蒙各位夸奖！”又抬手引路道：“因门面上供不应求，小的还新开了

一家新店，请各位再移步赏光！”  

“好啊，好啊，去朝贺朝贺！”遗老、政要、乡绅、文人、名流们更兴

奋地说笑着，立即随朱老板而去。  

12.  朱小姐绣楼  日、内 

朱小姐虽然走进了绣楼，但眼前还老是晃动着刚才所看见的一幕——

（闪回）蓝家膏子店外，蓝二蛮冲过来，用自己的手臂挽着魏长龙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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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就将他往自己家的膏子店里拖……  

朱小姐气得一屁股坐下来，便紧张地思谋着对策。绢儿走过来想送

茶水，也不敢送。  

我们看见，朱小姐的这绣楼虽然名为绣楼，其实与一般意义上的绣

楼有很大的不同。它压根没有女红之类的东西，而是摆着书，挂着画，

俨然是一间新派女学生的闺房。  

朱小姐正心急如焚，隔壁的烧坊里突然传来一阵喧杂的人声。  

朱小姐不禁烦躁地侧头往花窗外一望——  

13. 剑南烧坊新店  日、外 

原来是她爹朱老板正领着客人们往新店走。  

新店距老店不远，但看来比老店更有气派和规模。新店尚未全部完

工，几个泥木匠人正在门口，进行着最后的忙活。  

新店最醒目的是有着一扇高达丈余的对开大门。门扇还未装上，正

被架在一旁的马凳上在继续加工。但门框旁已挂上了一副新刻的楹联“天

下何人不识君，万里闻香剑南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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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清遗老模样的客人突然正色道：“朱老板，你这也叫联？你这也叫

联？羞煞老夫，羞煞老夫！赶快取下来，赶快取下来！”  

着中山装、挂金表、戴礼帽的客人立刻讪笑道：“孟老夫子，现而今

早就是民国了，还讲你那些臭八股干啥？依我看，管它啥工不工整、对

不 对 仗 的 ， 只 要 让 我 们 剑 南 烧 坊 的 剑 南 烧 ， 名 扬 全 川 全 国 ， 就 是 好 联

呀！”  

其他客人也一齐起哄道：“是啊，孟老夫子，你快别再酸了！”  

“对，裕福兄，就这好，就这好，妇孺皆识，字字吉言啊！”  

另一客人却望着架在马凳上，木工们正加工着的两扇大门道：“要我

说呀，裕福兄，你这剑南烧坊要再旺呀，还缺一样东西。”  

朱老板：“啥东西？”  

客人：“落地门神！”  

众立刻一齐兴奋地喊起来：  

“对，落地门神！落地门神！”  

“我们咋就没想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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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是个保家宅带财运的法宝啊！”  

……  

14.  朱小姐绣楼  日、内 

“落地门神！”“落地门神！”的喊声，立刻引起了朱小姐的注意。  

朱小姐条件反射似的“呼”的一声站起来，立刻奔至花窗前探头细听。 

15.  剑南烧坊新店  日、外 

那客人又问朱老板：“朱老板，你这新店啥时候开张？”  

朱老板：“过年以前。”  

客 人 连 连 击 着 掌 道 ：“ 好 ， 太 好 了 ， 那 就 太 好 了 。” 又 郑 重 地 ：“ 裕 福

兄，你必须赶在过年以前，到魏门神那里去请一对落地门神回来。那你

可就真正双喜临门了！”  

另 一 客 人 ：“ 对 ， 朱 老 板 ， 那 魏 门 神 的 落 地 门 神 可 灵 了 。 只 要 能 请

来，保你全家岁岁平安，财运高照，洪福齐天，人寿年丰！”  

朱老板一拍胖脑门：“哎，看我，看我这豆渣脑壳，这些日子就忙那

新酒去了，咋就没想到这一招呢？”又立刻吩咐一直紧随其后的管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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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代带上几坛陈年的剑南烧，再多备些银子，跟我下乡，去请魏

门神！”  

“是！”管家答应着，正要去。  

“慢！”一客人突然叫住管家，并压低声音，对朱老板神神秘秘地说道，

“裕福兄，别急，我看，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啊！”  

朱老板惊：“为啥？”  

那客人：“我听说蓝膏子最近盖了新公馆……”  

朱老板：“他也要去请魏门神？”  

那客人：“对，大过年的，又都是做买卖的，谁不图个吉利呀？”  

另一客人：“是啊，在这川西坝子，请啥玩意儿，都不如这落地门神

灵呀！”  

又一客人：“可这魏门神每年过年之前，只能画一对落地门神呀！”  

那客人：“对，这是规矩。”  

朱老板惊：“哦……”搓着一双胖手，近乎绝望：“啊，这可怎么办呀！”  

那客人：“别急，别急，裕福兄，大家快来想想，还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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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南烧房的酒客—— 前清遗老、民国政要、当地乡绅、文人、名

流们，忙将头凑了过去，在一起紧急商量起来……  

16. 朱小姐绣楼  日、内 

朱小姐听到这里，突然从花窗前跑回来，冲向衣柜，从那古色古香

的大衣柜里，抱出一个精美的小瓷坛。小瓷坛上，贴着一方红纸。红纸

上用毛笔写着七个大字：“密藏康熙剑南烧”。  

绢儿忙上前制止道：“小姐，这是老爷的宝贝，是专门留来给你将来

做陪嫁的……”  

朱小姐将小瓷坛往绢儿怀里一放：“我啥时候要出嫁了？啥嫁妆不嫁

妆的？快 ，抱着 ，快 跟 我走！”说毕 ，其穿 着白 长袜青布 鞋的脚 已“噌噌

噌”地下楼了。  

绢儿抱着小瓷坛忙紧紧跟上。  

17. 魏家院子  日、外 

魏老大已停止了印版。  

魏老三也已停止了给挂在绳子上的半成品年画填颜料上色。  



钱路 电影剧本选 
QIAN LUJIE DIANYING JUBEN XUAN 

22 

兄弟二人都在收着绳子上已经完成的年画成品。挂在绳子上的、只

印了墨线轮廓的半成品年画已经不多了。  

只有魏大爷还在继续填着。但是，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动作已

越来越慢，碗里的颜料也已经越来越少了。  

老三望了望天色，有些紧张地悄声问魏老大：“大哥，二哥怎么还不

回来呀？”  

魏老大正要回答。  

魏大爷突然正色道：“收你们的画！到时候他再不回来，今年就别‘填

水脚’了！”  

魏老大：“爹，还来得及，我们就等等老二吧。他朋友多，出去总有

些耽搁。”  

魏老三也说：“是啊，爹，等会儿乡亲们还要来看‘填水脚’哩。我们不

能扫了大伙儿的兴啊。”一边说着，一边不停给两个小侄子递眼色，并比

划着要他俩赶快去给爷爷倒酒。  

聪明机灵的粟娃和谷娃会意，忙跑过去，一左一右地拽着爷爷的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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膊，“哀求”道：“爷爷，爷爷，等等二叔吧！”“爷爷，爷爷，我们要看二叔‘填

水 脚 ’！ 可 好 看 喽 ！” 说 着 ， 一 个 抱 起 酒 坛 ， 一 个 端 起 酒 碗 ， 忙 给 爷 爷 倒

酒。  

魏 大 爷 望 着 小 孙 子 双 手 递 来 的 酒 碗 ， 暂 时 没 有 接 ， 仍 铁 青 着 脸 ：

“ 哼 ， 翅 膀 长 硬 喽 ！” 说 完 ， 他 还 是 接 过 小 孙 孙 递 来 的 酒 碗 ， 又 喝 了 一 大

口。然后，向剩下的不多的半成品年画走去了。  

两个娃娃乐得直向他们的三叔魏老三挤眼睛。魏老大紧张地忙以眼

色制止住两个娃娃。粟娃和谷娃吓得直吐舌头。大人和娃娃们望着老人

家的背影都不敢再吱声了，都将期颐的目光悄悄地投向了门外。  

18. 破土地庙外  日、外 

锣鼓声、拉琴声、吊嗓声，破旧的行头，简陋的道具。这一切告诉

我们：有一家民间的川剧戏班暂栖于此。  

一个个头不高的中年汉子，正背着镜头，在指挥着几个艺人在庙外

的空地上练功。  

魏长龙背着背夹大步走来，叫道：“襟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