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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保护、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使得传统木版年画能被更多人接受和学习。方法方法 阐述了朱

仙镇木版年画的现状及分类，重点分析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装饰风格以及创作手法，通过对朱仙镇木

版年画的实地考察与分析，整理得出当下图案创作的思路及手法。结论结论 朱仙镇木版年画为传统图案

的创新实践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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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protected，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to make the traditional wood New Year
paintings more accepted and learned by people. It expound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Zhuxian town
wood New Year paintings，analyzes the decorative style and writing technique of Zhuxian town wood New Year paintings，
through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Zhuxian town wood New Year paintings，the ideas and practices of the
pattern creation are sorted. Zhuxian town wood New Year paintings provide the valuable resource for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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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科技的进步与发展都十分迅速，但人们追求

本土化、民族化的欲望也在日益剧增。朱仙镇木版年

画作为中国独有的一朵艺术奇葩，拥有800多年的历

史，被誉为中国木版年画之鼻祖，与天津杨柳青年画、

山东潍坊年画、江苏桃花坞年画并称中国四大年画，

是我国古老的民间艺术精华[1]。研究木版年画的创新

应用是现今设计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目前在朱仙镇懂得雕刻、印版的艺人已经所剩无

几，如果古老的植物颜色的提炼工艺没有得到及时保

护，朱仙镇木版年画很有可能将会彻底消亡。基于这

样一个现状，设计者应通过继承和发扬对传统年画的

保护意识，传承传统木版年画的创作思想，让传统木

版年画通过现代人的理解和创作注入新鲜的血液，使

传统木版年画既饱含传统文化又符合当代潮流，让传

统木版年画的创新创作越走越远[2]。

1 延用木版年画的构图进行创新实践

朱仙镇木版年画是通过继承传统绘画的表现技

法而进行构图的，它采用的是平行透视原理，人物穿

插关系紧密，整个画面饱满、紧凑、严密、上空下实、留

白地方较少，留白的空间多数会加上吉祥花草来增加

画面的紧凑感，使得画面更饱满和更具装饰感。

木版年画构图见图1（图片摘自《朱仙镇木版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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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版》），整幅画面十分紧凑，人物虽多，但并不显得

混乱，骨骼线条清晰可见，因为骨骼的均匀分割，所以

画面主次分明，主、客体间的关系清晰明了。木版年

画以中间人物为中心，四周人物作为辅助，画面虽满，

但不繁琐，构图非常匀称，装饰感非常强，整体画面具

有一定的节奏感，同时兼顾美感[3]。

结合朱仙镇木版年画饱满的构图法则，在当今的

图案创作表现手法上，可将传统元素进行打散、重构，

同时延续传统的平行透视法则，将饱满的构图方式进

行再创作，使得装饰图案更加具有装饰性，创作者在

实际创作的过程中可以结合自身的绘画特点，表现出

具有年画构图风味的现代图案作品，如木版年画的创

新设计，见图2。

2 借鉴年画的线条魅力进行再创作

朱仙镇木版年画制版雕刻的线条分为阴刻和阳

刻，由于使用的是木版雕刻，因此画面所呈现出来的线

条粗犷奔放、刚劲有力、对比强烈、刚柔并济、富有韵

味。朱仙镇木版使用的是桃木，桃木具有非常强的韧

性，对于粗细线条都能雕刻得得心应手，它采用古代人

物画的铁线描技法，尤其在衣纹上面表现得非常突出，

线条粗实纯厚，宁折不弯，具有典型的北方民族独有的

纯朴、厚实、壮健之风。在线条的把握上，朱仙镇木版

年画的雕刻借用了中国古代人物画和书法用笔的技

法，以刀代笔，刀法如同用笔，讲究粗细、力度、疏密、流

畅、曲折、顿挫、起刀和收刀等。朱仙镇木版年画非常

注重线条的装饰效果，所使用的装饰手法有鳞纹、短

线、点、钉子纹等[4]。基于线条的魅力，现代创作者在图

案的创作过程中主要考虑线条的节奏和变化，将粗犷

奔放线条与细腻线条的表现形成强烈的对比，但又显

得协调统一，使得画面的节奏层次清晰，内容既传统又

丰富，更具浓厚的年画装饰韵味[5]。木版年画经过创新

设计后线条的运用见图3。

3 创新设计年画人物

朱仙镇木版年画中的人物造型体态不一，这些人

物造型体态既不按常规，也不求比例。从整体造型来

看，这些人物表现几乎都超出了寻常人的正常比例，

多数以头大身子小的比例关系来处理，比如正常人的

比例为1：7，而木版年画的人物比例接近1：3[6]。整体

造型给人一种敦厚、朴实的感觉。

在表现头部形象特征时，设计师需要注意对眼睛

和眉毛的刻画。年画表达正面的英雄人物形象的画面

较多，以夸张的手法来表达英雄人物的真实形象。朱

仙镇年画多为人物画，且多为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主

要表现英雄的一身正气和公正无私的精神。结合以上

特点，在进行图案再创作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夸张的表

现手法，无论是人物脸部表情还是人物动态都可以进

行夸张处理，再借鉴现代的形式语言进行再创作。木

版年画的形象创新见图4，这是创新后具有涂鸦风格的

年画图案。设计者在再创作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表现

手法和创作习惯，会使得传统图案更具一番现代风[7]。

4 拓展年画色彩

木版年画的发展面临了很多变化，就色彩方面，

以前的年画都是艺人们一幅幅进行手工上色的，木刻

图1 木版年画构图

Fig.1 Wood New Year

paintings composition

图2 木版年画的创新设计

Fig.2 Innovative design of wood

New Year paintings

图3 线条的运用

Fig.3 The use of lines

图4 形象创新

Fig.4 Imag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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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印技术发展成熟后，年画就很少全幅都采用手工上

色了，而采用了套色技术来实现年画的批量生产。朱

仙镇木版年画的颜色看似简单，但用色是非常考究

的，它使用的颜色是以民族传统的技法并采用植物颜

色精心配制而成的，其颜色分为黑、丹红、槐树葵紫、

木红、水墨、印金、撇金等。用这些颜料印制出的年

画，其色彩非常鲜艳，也不易褪色。

朱仙镇木版年画大胆地采用单纯、明快的颜色，如

红、黄、绿、紫，在用色量方面也非常大胆，几乎接近等

比例用色。比如钟馗的形象就使用大量的紫色为面部

用色，黄色的眼白，绿袍上黄紫相间，眉毛、胡子也用黄

色和紫色，怒发冲天，杀气腾腾，使得驱邪将军更具威

慑力和震撼力。在表达其他主题的时候也脱离不开这

几种颜色的运用，只是颜色的侧重比例有所变化[8]。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色彩表现既饱和又强烈，同时

呈现出乐观向上、自信阳刚的豪气和质朴纯真的乡土

气息。当下图案的用色也可借鉴木版年画的用色技

巧，这种色彩可以给人的心理赋予强烈的艺术感染

力，这也是木版年画中色彩给当代图案设计的一大启

示。木版年画的色彩创新见图5。

5 展望未来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未来如何？它应以什么样的

形式去创新？研究中发现其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市场

问题，朱仙镇木版年画应以什么样的形式走向市场才

是对其真正意义上的拯救，这应从主题上、内容上、形

式上进行全方面创新。

1）在表现题材上，朱仙镇木版年画可以借鉴传统

木版年画的创作思路，以吉祥寓意、历史故事等为题

材进行演变创作，并借鉴传统木版年画的表现技巧，

利用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进行再创作。从传统文化

的教育性意义来讲能够起到推动传统文化的再传播

的作用[9]。

2）在表现手法上，可以做适当的调整，如在传统

年画图案中加入时尚化、卡通化、现代化的改变，在传

统人物中加入动漫元素，使得广大青少年更易接受。

3）在表现形式上，利用现代家居生活的装饰品进

行展现是有必要的，广告、当代绘画、涂鸦、礼品包装、

台历、抱枕、邮票、生活用具等可加入木版年画的传统

图案元素，使得木版年画更具现代气息，利于木版年

画的有效传播[10]。木版年画的创新实践见图6。

6 结语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中国文化开始受到世

人的瞩目。木版年画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中重要的艺

术形式之一，它对我国民间艺术、绘画、版画、现代艺

术和设计都有着很强的借鉴、启示价值，在世界艺术

的展台上，它展现出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与自信。而

在艺术多元化的格局中，木版年画面临着世界历史舞

台的考验，这就需要更多的研究者进行探索与创新，

挖掘出具有传统民族文化积淀的当代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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