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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运用设计手段为大运河文化基因活态化传承赋能，促使大运河文化内涵与时俱进，助力大

运河文化在当今时代不断延续。方法 以杨柳青年画为例，梳理文化基因类别，构建文化基因设计逻辑。

依据不同文化基因的特性，提出三项文化基因符号设计应用原则，对文化基因提取方法和应用流程进行

实践。结果 运用所提出的文化基因提取方法提炼出杨柳青年画《连年有余》的基因符号，并依据取舍

有度、与时俱进、多维渗透原则将其转译变换，得出一款具有现代特征的包装设计方案。结论 运用文

化基因理论能有效实现对大运河文化基因的提取及设计应用，所提出的文化基因提取方法及基因符号设

计应用原则为大运河其他文化基因的设计开发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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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Gene Design of the Grand Canal with Yangliuqing  

New Year Painting as Example 

LIU Lin-lin*, ZHOU En-yu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use design methods to empower the dynamic inheritance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genes,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t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and boost the continuous con-

tinu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e in today's era. With Yangliuqing New Year Painting as an example, the categories of 

cultural genes were sorted out and the logic of cultural gene design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

ferent cultural genes, three principles were proposed for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gene symbols, and the ex-

traction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processes of cultural genes were practiced. The proposed cultural gene extraction method 

was used to extract the genetic symbols of the Yangliuqing New Year Painting "Lian Nian You Yu". Based on the prin-

ciples of balanced selection,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and multi-dimensional infiltration, it was translated and trans-

formed, resulting in a packaging design scheme with modern characteristics. 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gene theory can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extraction and design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genes in the Grand Canal. The proposed cultural gene 

extraction method and gene symbol design application principles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other cultural genes in the Grand C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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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愈来愈重

视。在 2014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保护与传承

我 国 文 化 遗 产 是 时 代 赋 予 的 重 大 使 命 [1] 。 大 运 河

（Grand Canal）是诸多文化遗产中十分具有研究价值

的典型案例之一。助力大运河文化长远流传，其本质

也是对民族文化基因（National Cultural Gene）的保

护与传承。随着时代文明的快速演变，大运河文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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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也面临着重组、变异与衰退的风险[2]。为完整保留

大运河文化基因并使之向良性方向演化，推动其基因

内核在当今时代不断延续，本文以大运河天津段的杨

柳青年画为例，尝试对文化基因类别、提取方法，以

及应用流程进行探究。 

杨柳青年画产生于大运河天津段的杨柳青镇，它

是我国传统年画的一大中心，也是天津十分具有代表

性的民间艺术之一，充斥着浓郁的“津味”气息[3]。

杨柳青年画具有发展历程悠长、知名度高、技法独特，

以及题材涉猎广泛等特点，是大运河文化基因集群的

重要分支，它在演变转型过程中带动着大运河的文化

发展。 

1  文化基因模型构建与杨柳青年画基因 

文化基因（Meme）这一概念基于生物学基因原

理而产生[4]，它在分析与探究文化演变路径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文化基因与生物基因较为类似，它刻录着

不同文化所特有的遗传密码，文化基因的主要内核包

括宏观的物质形态、微观的思维观念与价值取向等。

文化基因具有唯一性与象征性，对某一文化进行解读

时，唯有精准把握其基因特征属性，才能为后续的研

究打下坚实基础[5]。 

构建文化基因设计模型有助于判断基因类别，为

文化基因的活态化运用提供便利。在文化基因模型的

构建之初，首先要明辨每一种基因类别及其属性特

征，明确不同类别基因之间的作用关系，以此为依据

归纳出基因提取方法，形成最终系统化的文化基因设

计逻辑。 

1.1  杨柳青年画表征 

杨柳青年画历经 400 余年的发展历程，其文化精

髓得以沉淀与传承，主体特征也愈发明晰，主要体现

为以下几个方面：在色彩方面，所用颜色较为华丽且

色调明快，粉红、粉黄、粉蓝和粉绿等颜色在画面中

的出现频率较高，色彩对比关系较为强烈[6]。在造型

方面，刻画写实而又生动形象，人物外部的轮廓线条

流畅干练，内部的刻画仔细，体现出一定的严谨性与

理性[7]；在题材方面，涉及种类广泛，以吉祥娃娃和

仕女形象的作品最为经典，并常常使用配有吉祥寓意

的事物与娃娃共同构成画面，如牡丹、如意、鱼、扇

和寿桃等；在手法方面，形成程式化的表现方式，娃

娃的造型较为富态圆润，神态表情憨态可爱，表现出

儿童天真活泼之感；仕女造型则柔美细腻，弯弯纤细

柳叶眉，一副清秀的瓜子脸型配上一双狭长的丹凤眼与

一张小如樱桃的饱满双唇，形态特征优雅中透露着些

许含蓄，注重对面部表情与神态的刻画，见图 1[8]。 

1.2  文化基因类别及关联性 

1.2.1  文化基因类别 

以主次关系与功能属性作为划分标准，可将文化

基因分为三类，即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三

者各有不同的职能与特性，同时也存在着紧密联系[9]，

见图 2。 

1）文化的主体基因在文化基因中占据主导地位，

它包含了地域文化的核心价值，具有易识性、区域性

和悠久性等属性。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出发，文化主体

基因是文化延续与繁衍的母体。若母体基因发生变异

或消亡，会直接波及其所关联的子集因素。通过前文

分析杨柳青年画特征可知，它的主体基因体现在吉祥

文化、娃娃、侍女形象，以及程式化的人物表现手法。

主体基因使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年画风格，增强了作

品的可识别性。 

2）文化的附着基因是指特定的或可视化、多感

化的载体形式，通过它可以将文化特征直观地进行展

现。附着基因与主体基因两者相辅相成。附着基因是

主体基因的呈现方式；主体基因是附着基因产生的首

要前提。为使文化附着基因得以延续，可采用多元化

的传承路径，例如使用现代化、新颖化、时尚化的新

兴载体与数字媒体技术将文化主体基因进行展现。杨

柳青年画的附着基因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手工艺品、影

视作品，以及文化衍生品等。 

3）文化的混合基因是指某一文化在历史变迁过

程中受到来自外界其他文化介质的影响，是两种或两

种以上的文化发生碰撞后诞生出的一种新型基因。这

种基因具有较强复合性，虽然它不具备明显的地域标

识性，却能将某一地域文化基因属性变得多样化，以 

 

   
 

图 1  天津杨柳青年画作品 
Fig.1 Yangliuqing New Year Painting in 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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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因模型 
Fig.2 Gene model 

 

达到多种区域文化交融的效果。混合基因服务于主体

基因，同时也影响着附着基因。杨柳青年画的混合基

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文化荟萃的民俗文化街与民俗

文化馆；与时俱进的潮流文化、迭代更新的艺术内涵等。 

1.2.2  文化基因关联性 

主体基因、附着基因与混合基因三者各有所职且

缺一不可，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文

化主体基因作为文化得以存在的重要源泉，是附着基

因与混合基因的根基；文化的附着基因是主体基因的

物化形式，其将主体基因中抽象化的理念进行表达，

同时又维系着混合基因；相较于前两者，混合基因主

要发挥出充实文化内涵的外部推动作用，对文化形式

的多元化呈现具有重要意义。如图 3 所示，将杨柳青

年画代入到图 2 的基因模型中，即可看出杨柳青年画

的三种基因作用关系。伴随着时间的催化，每种基因

也在与时俱进地产生着微妙的变化，促进杨柳青年画

的基因重组，以实现基因内核的良性变异。 
 

 
 

图 3  杨柳青年画基因结构 
Fig.3 Genetic structure of Yangliuqing New Year Painting 

 

1.3  文化基因提取方法 

依据三种文化基因的功效与属性特征，这里尝试

提出四种文化基因的提取方法，分别为：基因特征捕

捉法、重构变异法、转译变换法，以及植入共生法。

文化基因提取原理是将所研究的目标对象中的宏观

特征与微观特征进行凝练或分解，并结合时代特征、

文化属性，以及设计应用需求等因素，将分解出的各

个部分基因采用不同的变异方法完成良性变异。此过

程中既要凸显出文化主体基因的本质内核，也应兼顾

文化附着基因与文化混合基因的适配关系。 

1.3.1  基因特征捕捉法 

特征捕捉法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文化基因提取方

法，采用观察分析与调研汇总的方式捕捉文化元素的

表象特征（Surface Features）。文化的表象特征具有

直观性和概括性，包括视觉表象、听觉表象、嗅觉表

象、味觉表象，以及动觉表象等，可通过多感官层面

被感知到[10]。同时，文化表象特征也可以作为微观的

思维活动而存在。在提取杨柳青年画基因时，侧重于

捕捉视觉表象特征，具体体现在年画作品的色彩关

系、人物形态、题材素材，以及创作技法等方面[11]。

此外，也可以从思维表象着手，选取杨柳青年画中所

蕴含的美满富足、吉祥安乐的寓意为主体基因。这些

表象特征恰恰是杨柳青年画主体基因的内核，在捕捉

其文化主体基因时，要甄选出识别度较高的特征进行

提炼，从而将其主体基因特征完整、准确地体现。 

1.3.2  基因重构变异法 

基因重构变异法是指将主体基因的内部组织结

构与排列方式进行重组及解构处理的提取方法。这一

方法需在保持文化主体基因属性稳定的前提下，综合

考虑文化主体关联度、设计需求与使用要求，对作为

文化研究对象的部分基因因子进行合理取舍，选取具

有类似属性的其他因子并将之置换，组成新的基因内

核。杨柳青年画带有平安吉祥、生机喜庆、富足美满

的文化寓意，在维持其主体基因属性稳定的前提下，

可借助当今时下流行的时代文化对其文化内涵进行

丰富。例如，将年画人物的服装样式、神态动作、物

品器物，以及场景环境等元素置换为现代元素，以更

新主体基因的子集要素。同理，该方法在提取大运河

文化基因的过程中发挥着以点带面的连带作用，对大

运河文化基因的良性变异产生催化作用。 

1.3.3  基因转译变换法 

文化基因的转译变换是在基因特征捕捉法的基

础上，采用具有新潮化与新鲜感特征的催化媒介，将

原始的、传统的、单一的文化基因内核转译成一种新

形式的基因，使文化呈现感受发生变化[12]。这一基因

提取方法既使文化主体基因得以进化，也使附着基

因的形式变得更为多样。在使用这种方式提取杨柳

青年画基因时，可从表现手法、风格特点等方面进

行突破，将传统杨柳青年画作品写实细腻的风格向

现代简约的插画风格转译，使转译的作品更加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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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与时尚。 

1.3.4  基因植入共生法 

基因植入共生法是一种以文化交融为特性的基

因提取方法。它是将与主体基因有关联的其他区域文

化基因因子融入其中，在维持文化主体基因特征稳

定的基础上，实现多维度文化共生之效的方法。这

一 方 法 主 要发 挥 了 文 化混 合 基 因 中多 方 交 融 的优

势，从而进一步丰富与深化原有文化内涵。例如，

杨柳青年画可以与剪纸文化基因进行结合，以达到

文化共生的效果。 

1.4  文化基因设计逻辑 

通过前期对文化基因的类别、特征，以及提取方

式进行探究，为大运河文化基因设计逻辑的构建创造

条件。如图 4 所示，大运河文化基因设计逻辑与生物

学的基因工作模式相仿，每一个独立单元通过 DNA

链将基因信息完整地传输、交换与接收[13]。在利用此

逻辑提取文化基因时，首先要选取一个文化要素作为

基因提取对象；其次，分别从内在、外在两个层面将

其文化特征进行分筛，以完成一次聚焦；最后，通过变

异转换完成二次聚焦，便得到了最终的文化基因符号。 

 

 
 

图 4  大运河文化基因设计逻辑 
Fig.4 Design logic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gene 

 
2  文化基因符号在设计中的应用原则 

原始的大运河文化内涵具有一定保守性与局限

性，为使之与当今审美需求相适，要将原有的文化元

素放置于文化基因设计逻辑中，以完成转译与良性变

异[14]，使新型基因能够在当今时代得以延续与推广。

运用不同种类的设计表现手段可以呈现出多种多样

的形式美感，能够使不同属性的文化基因得以生动展

现。为使设计方向更为明确，将大运河文化基因应用

于设计实践时需遵循取舍有度、与时俱进，以及多维

渗透的原则。 

2.1  取舍有度原则 

大运河文化中的每一种文化元素都包含着丰富

的文化内涵，若是将全部文化基因特征运用于设计中

则会显得混乱冗杂，缺乏秩序性与设计美感。解决这

一问题需要遵循取舍有度原则。主体基因在该原则中

要突出最具识别性的显性特征，并弱化次要的隐性特

征。取舍有度原则具体体现在两方面：精准提取元素

对象，要求相关人士综合考虑基因元素的数量关系、

主次关系、整体关系，要对原始的文化基因要素进行

合理筛选，删减功能类似或数量重复的基因因子；提

取独有的基因符号，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最为独特的象

征寓意，要提取辨识度最高或最为典型的基因因子进

行设计应用[15]。图 5 是第十三届全运会吉祥物——

“津娃”[16]，它精准地捕捉到杨柳青年画独特鲜明的

特征，体现出取舍有度的原则。首先，它将杨柳青年

画中最为经典的吉祥娃娃作为主体基因符号，去除多

余的装饰纹样与陪衬之物，在保留独特的人物开脸技

法的前提下，将人物形象进行精简化处理；其次，人

物身着印有牡丹纹样的服装与虎头鞋，使吉祥文化得

以彰显；最后，活泼多变的运动姿态将娃娃活泼生机

之气充分地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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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吉祥物——“津娃” 
Fig.5 Mascot of the 13th National Games - "Jin Wa" 

 

2.2  与时俱进原则 

现如今，随着我国智能技术研发水平的日益提

升，多种先进性、革新性、创新性的造物方式为文创

产品设计增添了新的活力。顺应文化科技融合的时代

背景、坚持与时俱进的文化基因设计应用原则，是推

动大运河文化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与时俱进原则催

化着附着基因结构种类的变异，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1）文化载体与时俱进。在造物手段不断革新的

时代，打破以往文化载体种类单一、局限性强的局面，

载体种类逐渐向多维化方向转变。在选择基因载体

时，须满足时尚化、精致化、新潮化等要求，进而有

助于契合当今年轻用户的审美喜好。例如，可以将转

译后的杨柳青年画基因符号与仿生设计理念结合进

行创作，通过新兴材料与精巧结构制成立体、精致的

产品包装[17]；也可以将主体基因中的个别因子提取后

设计成创意胸针、手机支架、手办、盲盒等[18]。 

2）交互方式与时俱进。除了以往实体化的呈现

形式，还可尝试借助影像技术与数字媒体等途径进行

表现。同一元素对象在通过不同的交互路径进行设计

加工后，交互效果也会各有差别。例如，可利用 VR

技术与 AR 技术等虚拟现实方式将杨柳青年画中的人

物或场景进行呈现，以达到增强互动性的效果；也可

将年画人物设计成动漫人物，拍制成系列动漫，编排

丰富的故事情节让用户了解年画知识，拉近年画与用

户的距离。 

3）时代内涵与时俱进。时下“国潮风”的文化

浪潮日趋高涨，它也为大运河文化基因在设计中的革

新发展提供了机缘。将提取的杨柳青年画基因符号中

融入唯美秀丽的国风装饰手法，便是给其增添一抹亮

丽的时代色彩[19]。 

2.3  多维渗透原则 

为进一步拓宽大运河文化基因的传承范围，可采

用多渠道、多感官、多平台的多维渗透原则，增强其

在时间与空间方面的影响力。这一原则充分体现出混

合基因的多元交融优势，为文化元素的立体化展示提

供了新思路[20]。 

一方面，可以从多感官角度出发，调动人体视觉、

嗅觉、听觉、触觉与味觉等五感将文化基因进行传播。

例如，将吉祥娃娃可爱活泼的形态进行卡通化处理后

制成智能交互玩具，为其植入传感器与语音芯片，用

户触摸它时可以说出吉祥祝福的话语以回应用户，从

而使杨柳青年画的吉祥文化特征及娃娃的生机活力

之感得以传达。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发达的互联网这一重要平

台。便利的网络媒体平台拓宽了文化基因的传播渠

道，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实现了多平台之间的

文化跨界交融。就杨柳青年画而言，可将其主体基因

符号的娃娃与侍女形象应用于网络游戏、表情包、手

机 UI，以及 APP 等方面，从而扩大了杨柳青年画文

化基因的传播范围。 

3  文化基因符号的设计应用流程 

依据前文的研究，这里将应用流程分为三个模

块，分别是：文化基因设计符号提取、属性判定、活

态化运用[21]，以杨柳青年画为例对所提出的应用流程

进行验证。 

3.1  文化基因设计符号提取 

这里选取数十幅市场占有率较高的杨柳青年画

作品为研究样本，将选取的样本分发给从事杨柳青年

画研究的专家及相关用户进行调研分析，评选出作品

《连年有余》最具代表性且知名度较高。如图 6 所示，

将《连年有余》带入前文构建的文化基因设计逻辑流

程中以获取基因符号，具体步骤如下。 

1）使用特征捕捉法提取主体基因。《连年有余》

的主体基因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即色彩因子、造型因

子、手法因子和题材因子，依据取舍有度原则捕捉最

具识别性的视觉元素，对主体基因因子进行筛选提

炼：提取作品中典型的几种色彩作为主体色彩因子；

将娃娃的形态、发髻和服装纹样作为主体，配合鲤鱼

元素共同构成主体造型因子；保留独具特色的人物开

脸技法作为主体手法因子；保留原作品吉祥富足的题

材特征作为题材因子。 

2）运用基因重构变异法将所得主体基因进行良

性变异。变异过程结合与时俱进原则，使附着基因呈

现方式发生变化，促使基因符号的内涵与时俱进，强

化变异后基因符号的现代感。这里采用元素置换的方

式，将服装样式、人物动作、人物神态及物品等与现

代元素进行置换，实现主体基因的重构。 

3）通过基因转译变换法完成主体基因转译。参

考多维渗透原则，发挥混合基因优势，将现代扁平化

表现手法融入到所提炼的《连年有余》主体基因中，

发挥跨界融合的作用。原作品主要以写实风格为主，

画面中色彩变化丰富且细节较多，将原作品进行降维

转译，弱化画面层次关系，增强平面化特征，得到最

终主体基因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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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杨柳青年画基因符号提取流程 
Fig.6 Extraction process of gene symbols from Yangliuqing New Year Painting 

 

3.2  文化基因属性判定 

为了解用户对所提取的《连年有余》基因符号特

征的感知情况，将提取成果发放给用户并获取反馈结

果，进而判定出所提取基因符号的特征属性，过程如下。 

1）获取属性基元。以年龄、性别和受教育水平

等因素为划分依据，邀请 35 名从事非艺术工作的用

户组成测评小组 A。通过发放问卷与走访的形式对组

内成员进行调研，收集到 35 个描述《连年有余》基

因符号特征的感性词汇。35 个感性词汇经过整理分

类可概括为 7 个基因特征，即喜庆吉祥、生动活泼、

多子多福、活力满满、唯美清秀、客观写实、风趣幽

默等，见表 1。 

2）组建测评小组。为明晰 7 个基因特征的权重

关系，确保基因权重判定结果客观准确，邀请 40 名

从事艺术研究工作的相关人士与 165 名一般用户组

成测评小组 B，合计 205 名测试用户，包含了 10 名

从事产品设计行业 5 年以上的设计人员、30 名从事

杨柳青年画研究工作 10 年以上的专家学者、95 名年

轻用户、70 名杨柳青镇当地居民。为区分后期的数

据分析结果，将设计人员与杨柳青年画研究专家所在

组别命名为 B1，年轻用户和杨柳青镇当地居民所在

组别命名为 B2。 

3）基因属性权重分析。运用语义差分法表示 7

个特征词汇与《连年有余》基因特征的关联性强弱，

分值为 1~5 分，程度由低至高，分别是“最不重要”

“可以具备”“应当具备”“非常重要”“不可或缺”。

使用 AHP 层次分析法对 B1、B2 两组问卷数据进行

运算，判断每一特征权重的占比情况。以 B1 组数据

为例，首先根据 40 份问卷各项平均值构建判定矩阵；

其次，依据 AHP 层次分析运算法则，得到各项占比

权重情况；最后，对所得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确保

所得数据符合一致性要求。同理，对 B2 组的问卷反

馈数据进行权重分析。 

4）分析判定结果。对上一步所得的 B1、B2 两

组权重数据分别进行排序，排名前四位的特征说明其

在《连年有余》中的影响力较大。如图 7~8 所示，“喜

庆吉祥”“生动活泼”“活力满满”三个特征在两组结

果的前四名中均有出现。为验证三个特征是否可认定

为杨柳青年画的主体基因属性，调研市场上现有的相

关竞品进行核验。从图 9 可见，杨柳青年画衍生品中 

 
表 1 《连年有余》感性特征汇总表 

Tab.1 Summary of perceptual characteristics of "Lian Nian You Yu" 

特征凝练 单项评价反馈结果 

（1）喜庆吉祥 No.01 热闹欢腾   No.02 幸福美好   No.03 吉祥如意   No.04 大吉大利   No.05 安定祥和 

（2）生动活泼 No.06 生龙活虎   No.07 无拘无束   No.08 放荡不羁   No.09 活蹦乱跳   No.10 调皮可爱 

（3）多子多福 No.11 子孙满堂   No.12 人丁兴旺   No.13 红火繁荣   No.14 富贵满堂   No.15 充实富足 

（4）唯美清秀 No.16 眉清目秀   No.17 面如白玉   No.18 楚楚可人   No.19 白里透红   No.20 粉嫩多娇 

（5）活力满满 No.21 朝气蓬勃   No.22 炯炯有神   No.23 调皮多动   No.24 活泼好动   No.25 神采奕奕 

（6）风趣幽默 No.26 妙趣横生   No.27 举止滑稽   No.28 饶有风趣   No.29 天真烂漫   No.30 憨态可掬 

（7）客观写实 No.31 栩栩如生   No.32 活灵活现   No.33 惟妙惟肖   No.34 别具一格   No.35 细腻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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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B1 组权重排序图 
Fig.7 B1 weight ranking diagram 

 
 

图 8  B2 组权重排序图 
Fig.8 B2 weight ranking diagram 

 

   
 

图 9  《连年有余》衍生产品 
Fig.9 "Lian Nian You Yu" derivative products 

 

所运用的娃娃和鲤鱼十分生动，又传达出祥瑞与生机

活力之感。综上所述，“喜庆吉祥”“生动活泼”“活

力满满”这三个特征可作为《连年有余》基因符号的

特征属性。 

3.3  文化基因符号活态化运用 

将提取出的《连年有余》基因符号借助设计手段

进行呈现时遵循呈现载体与时俱进的原则，灵活运用 

多种形式的载体特性实现活态化展示。基因符号应用

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其与载体之间的契合关系，还应

充分了解目标用户的喜好特征，进而给人以眼前一亮

的新鲜感受[22]。这里将从《连年有余》中所提取出的

基因符号应用于“百草味”零食包装中，将“连年有

余”的富足红火特征与小鱼干零食特征巧妙契合，包

装风格和谐统一，为品牌包装注入新活力，见图 10。 

 

   
 

图 10  《连年有余》包装设计应用 
Fig.10 Packaging design application of "Lian Nian You Yu" 

 

4  结语 

大运河历经漫长的发展、演变与沉淀，所孕育出

的大运河文化深刻影响着沿线数十座城市的发展。唯

有深入挖掘大运河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结合新技

术、新手段和新观念将其内涵本质进行提取并持续更

新，方可使其文化内涵在时代发展的长河中历久弥

新。本文以杨柳青年画基因为例进行实践，从文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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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视角探究大运河文化基因的传播路径。以用户需求

为导向，将文化主体基因进行转译变换，使文化内涵

进一步更新迭代，推动大运河文化主体基因内核长远

延续，为大运河其他文化基因的传承与运用奠定基

础。大运河文化体系较为庞杂，本文目前仅完成对杨

柳青年画基因提取与应用的初探，如何将大运河其他

类别文化基因特征进行提取与应用延展，提升大运河

文化基因运用的多元性，将是后续研究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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