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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素材，与现代网络游戏、视频动画、手机 APP、创意童书、文创产品等新型传播方式相结合，衍

生出更具有文化内核与商业竞争力的设计应用。结论 陕西凤翔木版年画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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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Fengxiang Wood Engraving New Year Pictures 

MA Wen-juan, WANG Yi-xuan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Ming De College, Xi’an 710074,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Fengxiang wood engraving New Year 
pictures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propagat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explore the deep value of Fengxiang Wood En-
graving New Year Pictures deeply and promote thei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e art form of traditional Fengxiang 
wood engraving New Year pictures was analyzed deeply to find the entry point suitable for modern culture and art. With 
the help of its technology, materials and content of Fengxiang wood engraving New Year pictures, the design and applica-
tion with cultural core and commercial competitiveness can be derived by combining with new communication methods 
such as online games, video animation, mobile phone APP, creative children’s books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s an importa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engxiang wood engraving New Year pictures can be combined with modern 
design industry to create new design mode and product application so as to integrate them into modern life and develop 
more diversified design carriers and communication tools to complete “dynamic inheritance and vitality reproduction”. 
KEY WORDS: Fengxiang wood engraving New Year pictures; tradit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
tag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design and application 

木版年画是古代我国农村常见的一种装饰艺术

品。它起源于汉代，随着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出现有

了跃进式发展，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木版年画

的表现内容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素材涵盖历史

故事、戏曲戏剧、人物传记、神话传说、民俗民风等，

被形象地称为“中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1]。陕西

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省会西安更因其“十三

朝古都”之名，在中国历史上长期稳居政治、经济中

心，其文化艺术都达到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水平。凤翔

县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以东 140 km 的宝鸡市，交通便

利，与省会西安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在明代中叶

木版年画便成为凤翔地区最主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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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种类分为吉祥喜庆画、风俗画、门神门画、戏曲故

事画和神码画五大类，被称为“印刷活化石”[2]，有

非常高的学术研究和艺术价值。凤翔木版年画目前以

邰氏家族的“世兴画局”为代表，至今已传承二十一

代，被盛赞为“东方智慧的结晶”，作品被国内外多

所博物馆及私人收藏。 
2006 年，经国务院批准，凤翔木版年画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 年，中国邮政

以“邰立平凤翔木版年画”作为素材发行了特种邮票

一套。《凤翔木版年画》特种邮票见图 1。凤翔木版

年画的雕刻手法继承了西北地区秦、汉、唐、宋石刻

及壁画艺术的技巧，造型借鉴了当地刺绣和剪纸艺

术，以其独有的艺术风格展示了普通劳动人民的生

活、生产场景以及他们精神生活中的美好愿景。其构

图丰满匀称、强调团块的整体布势；采用高饱和度

色彩，色相对比强烈；外轮廓线条流畅概括，使图

像明确并调和色彩；画面主题明确易懂、装饰特点

浓厚 [3]。此外，绝大部分年画都配有以陕西当地方

言写就的押韵文字，以图配文、以文衬图，并收录了

大量陕西地区的民间口诀口歌，既解释了年画内容，

又反映了当时的民风民俗，是陕西地方历史文化的真

实缩影。 

1  凤翔木版年画的素材研究与分析 

凤翔木版年画的文化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多样，
为了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提高自身价值及
商业竞争力，应首先对凤翔木版年画的素材进行深入
的分析，才能提炼精髓，与现代设计产业相结合，进
行创造性转化。根据素材内容可分为故事类、人物及
动植物类、民俗民风类。 

1.1  故事类 

陕西凤翔木版年画的故事素材涵盖了丰富的历
史事件、神话传说、戏曲戏剧、寓言典故等。其中历
史事件及寓言典故往往是民间艺人用自己听过或亲
身经历的题材进行年画创作，从布局、装饰、造型、
层次上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并传递出
积极的教育意义，如《仁义寨大交兵》《白朗过秦川》
《马芳困城》《唐氏乳母》《三娘教子》等，这类素材
对民众了解历史特征、人物画像、社会寓意都有不可
忽视的作用；而神话传说及戏曲戏剧故事取材于故事
中的典型场面和造型，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深受民众喜爱，例如《白蛇传》《猫山王》《苏护进妲
姬》《李逵夺鱼》《火焰驹》等[4]。清代凤翔木版年画
作品《白蛇传》见图 2。  

 

 
 

图 1 《凤翔木版年画》特种邮票 
Fig.1  Special stamps for “Fengxiang Wood Engraving New Year Pictures” 

 

 
 

图 2  凤翔木版年画作品《白蛇传》 
Fig.2  Fengxiang wood engraving New Year picture “White Sn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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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些故事类年画极易转换成为现代设计素

材，可以将艺术形象、故事情节重新整理、编排，并

借助现代媒介以游戏、漫画、童书、动画等形式进行

传播，从而让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 

1.2  人物及动植物类 

人物类在凤翔木版年画素材中类型众多，以十

美、将军、武门神、文门神、门判、天地全神等最具

特色、艺术价值最高。其中，《十美图》包括了鱼乐

图、倩女寻梅、佳人爱菊、天仙、送子、蟾宫折桂、

官带留传、三元报喜、端桃献寿，以生动的画面描述

了女性从青少年至老年的生活过程，体现出古时中国

人心中“十全十美”的圆满观。门神、门判神态刻画

惟妙惟肖，给人威严雄伟、气宇轩昂之感；画面穿插、

呼应、疏密关系恰到好处，线条笔意主次分明，体现

了西北民间艺术的手法和风格。清代凤翔木版年画作

品《十美图》见图 3。 
凤翔木版年画中的动植物造型多为陪衬，常与主

体人物同时出现，起到平衡构图、增强画面的作用。

其名称寓意、轮廓造型、装饰风格各有特色，如《乘

狮献果》《雄鹰镇宅》《四季花瓶》《镇宅神虎》《龙凤

钱马》等，可以为传统风格的平面海报、商品包装、

展览展示设计提供更多的素材和启发。 

1.3  民俗民风类 

凤翔木版年画中的风俗画一部分描绘了人民衣

食住行的画面和农作时的劳作场景，风格写实、气氛

欢乐。例如，清代作品《男十忙》表现了农村的田园

风光以及农忙期间男性在田间耕作、收割的场面；《女 
十忙》描绘了农村女性手工织布场景，并且展示了传

统布匹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步骤。这些富有强烈时代感 
 

的年画素材，使封建社会时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场景跃然纸上，为民众了解传

统习俗及古代人物的服装服饰、生活生产场景、手工

工具等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形象资料。 
另一部分风俗画与传统节气及风俗文化主题密

切相关，运用平面化、装饰化的构图，完整且通俗地

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如《二十四节

气》《四时报喜》《春牛图》《万象回春》等。另有《风

调雨顺》《国泰民安》《吉祥如意》等作品寄托了民众

美好的生活期盼。 
这类素材通过挖掘、整理，极易以文创产品、童

书作品的形式进入现代生活和教育应用场景，完成文

化艺术的教育启蒙和对该项非遗的传承发扬。 

2  凤翔木版年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电子产

品的更新、生活方式的升级、传播途径的多元化，对

仅依靠手工雕版印刷且用途单一的凤翔木版年画造

成了巨大冲击。不过随着近年振兴传统文化呼声的提

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凤翔木版年画

找到了更多的传承途径与发展思路 [5]。国务院曾在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内容，要对其进行完整的保护传承；十九大会议中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并再次强调“要加强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 
的 文 化 基 因 与 当 代 文 化 相 适 应 、 与 现 代 社 会 相 协

调……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

活其生命力”，这为传统凤翔木版年画与现代设计产

业的结合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和理论指南。 

 
图 3  凤翔木版年画作品《十美图》 

Fig.3  Fengxiang wood engraving New Year picture “Ten Beautiful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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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凤翔木版年画积极尝试异业合作，并完成

了多项创造性设计转化。例如，为广汽传祺 GA6 量

身定制，以“穿越传祺，行走天涯”为主题打造作品，

完成了“行走的美术馆——艺术十城巡展”；为延安

卷烟厂“延安 1935”宣传微电影刻制纯手工道具；

助力腾讯手游，凭借高度契合的文化内涵完成了“QQ
华夏”游戏，引领青年一代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魅力；

携手京东，联合年轻的插画师和交互设计师将传统年

画用手机 APP 的方式呈现出来；与手机品牌 vivo 联

手制作年画风格的动画，实现传统与现代融合；完成

中国第一本手工雕版印刷日历，让日历这种生活化的

常用产品成为传统木版年画的有效传播载体。 

2.1  网络游戏设计 

为了结合“年画重回春节”主题活动，以《山海

经》为背景的战斗题材游戏“QQ 华夏”在 2019 年春

节期间联手凤翔木版年画完成了专属游戏的开发，实

现了凤翔木版年画在游戏领域创新应用的探索。此次

年画专版推出了传统年画风格的游戏装扮和道具，包

括游戏中玩家最常用的“天衣”、“坐骑”、“战魂”三

个主要内容，以及其他配套的美术表现。 
凤翔木版年画中的经典形象“门神”是“天衣”

的设计灵感来源。门神的形象源自黄帝时期的神荼、

郁垒两位镇鬼武神，其造型、元素、配色都十分契合

游戏中的使用场景，玩家可以穿着门神天衣，化身为

两位门神的造型在游戏中四方征战。当玩家在游戏中

遨游驰骋时，身边总有坐骑相伴，而游戏中的“坐骑”

是利用木版年画中“狮子”的形象进行加工的，这映

射了传统春节舞狮的习俗并寓意春节吉祥。此外，还

将年画中的经典形象“娃娃抱鲤鱼”作为基础，通过

3D 建模的形式还原到游戏中，预示了“连年有余”

的喜庆含义。凤翔木版年画与腾讯手游的跨界合作 
 

“QQ 华夏”见图 4。 

2.2  视频动画设计 

国产手机品牌 vivo 为了迎合了年轻人的审美习

惯、娱乐习惯和消费理念，基于我国传统春节的习俗

文化，将凤翔木版年画中“挂灯笼、贴春联、迎财神”

的场面素材以视频动画的形式展现出来，让原本静止

不动的传统年画以一帧帧的动画形式活灵活现地连

贯呈现，增加了趣味性和新鲜感，真正做到了“民俗

不俗，老传统跨界新时尚”。 
这次年味十足的新尝试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再生，使 vivo 品牌以中国本土化的形式融入手机视

频，挖掘国产品牌的价值并吸引年轻人走近凤翔木版

年画，以新的体验方式使当代年轻人感受传统与现

代、真实与虚拟、老工艺与新技术产生的碰撞之光[6]。

凤翔木版年画与 vivo 品牌合作的手机动画见图 5。 

2.3  手机端 APP 设计 

凤翔木版年画迎合移动互联网消费热潮，与电商

品牌京东联手，将年画中的《佳人爱菊》《状元及第》

《财神进家》等素材进行二次加工，完成了插画创作。

与交互设计师合作，将插画作品融入手机端 APP，并

加入新年相纸的功能，实现了内容与情景的互动。 
该 APP 展现了年轻人实现恋爱、招财、送子等

愿望的美好寄托，京东品牌 IP 小狗 Joy 贯穿始终，

代表天降神犬为世间派送幸福和喜悦。APP 还配合年

轻人热衷手机社交和自拍的生活方式，可以随机生成

新年相纸和祈愿符文。最终这款 APP 借助移动传播

优势，完成了用户量一亿的突破，不但让更多年轻人

关注到了传统木版年画，也提升了品牌商业价价值，

获得了超流量的宣传[7]。凤翔木版年画与京东联手跨

界尝试见图 6。 

 
 

图 4 “QQ 华夏” 
Fig.4  “QQ Huaxia” 



第 41 卷  第 18 期 马文娟等：基于凤翔木版年画的设计应用研究 365 

 

 
 

图 5  与 vivo 品牌合作手机动画 
Fig.5  Mobile animation cooperation with vivo brand 

 

 
图 6  与京东联手跨界尝试 

Fig.6  Cross border attempt with Jingdong 
 

 
 

图 7 “雕刻时光” 
Fig.7  “Carving Time” 

 

2.4  文创产品设计 

“雕刻时光”手工雕版印刷日历是将凤翔木版年画
的工艺、素材以生活中最常用的日历作为载体展现出
来，将传统文化精髓融合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当中[8]。
该日历以现代复刻量产化和保留手工艺本质作为基础，
以中国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作为素材来源，以现代
的视觉设计形式，记录了中国最有智慧的古老历法。 

“雕刻时光”手工雕版印刷日历在制作过程中保

留了凤翔木版年画传统的选材、雕版、印刷、套色等

工艺流程，在平面处理上适应现代人的视觉习惯，经

过了视觉设计优化、现代排版方式、工业化印刷，形

成了大众使用频率很高的现代产品[9]。整本日历结合

了天文、气象、物候知识，并在每一页保留了记事功

能，同时设置了能够互动的涂色小游戏，完成了凤翔

木版年画的创造、创新，改变了年画表象却承载了非

遗精髓。“雕刻时光”手工雕版印刷日历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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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凤翔木版年画作品《西游记》 
Fig.8  Fengxiang wood engraving New Year picture “Journey to the West” 

 
2.5  童书设计 

凤翔木版年画作为传统连环画的雏形，曾经承担

着重要的教育及艺术启蒙作用，但传统出版物也应该

与现有教育模式接轨，迎合市场，在童书的设计实践

中发展创新，以童书的形式完成木版年画从技艺保护

到开发应用的过渡，最终“讲好中国故事”[10]。凤翔

木版年画中的《白蛇传》《西游记》《封神榜》《二十

四节气》等都是儿童及青少年耳熟能详的内容，在趣

味性和艺术性上均满足孩童的阅读和审美需求，是不

可多得的童书设计转化素材。凤翔木版年画清代作品

《西游记》见图 8。 
凤翔木版年画与童书设计、出版结合，从中获取

灵感、提炼素材，一方面能够挖掘出深刻的教育意义，

另一方面对儿童及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

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将传统凤翔木版年画与现代设计载体、传播

媒介相融合，形成了一批与现代生活、教育、娱乐相

匹配的“新创作、新作品、新应用”，这些深受市场

认可、消费者喜爱的网络游戏、视频动画、手机 APP、

创意童书、文创产品等，充分证明了凤翔木版年画能

够很好地融入现代应用场景，并具有极高的再开发潜

质和设计应用价值。另外，这些积极的探索与尝试激

活了凤翔木版年画自身的文化生命力、为传统文化复

兴注入了新鲜血液，最终得以实现“文化自信”的目

标，“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3  结语 

日本民艺学家盐野米松在《留住手艺》中说道：

“很多传统工艺都消逝了，消逝的原因有几个，其中

最大的应该是人们不再需要它们了。”凤翔木版年画

经历了五百多年的风雨和波折走到了今天，也面临着

相似的困境。究竟该以怎样的思路和方式去保留它？

如何让它有效地融入现代生活，完成从技艺保护到衍

生产品开发应用的过渡？如何使其真正体现“见人见

物见生活”、“活态传承、活力再现”等非遗保护理念？  
与现代设计产业结合将是其发展的有效路径，以

新作品、新形式将凤翔木版版年画这一民间艺术融入

生活、教育、娱乐等各领域，不断优化其创作生态，

拓展现有的设计载体和传播途径；对凤翔木版年画进

行创造性转化，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

会相协调”，最终带动凤翔木版年画的创新性发展，

使这份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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