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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数字化推广进行研究。方法 简要阐述新媒体语境下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数字化技术与朱仙镇传统木版年画艺术保护和传播进行整合研究的

必要性，探寻了推广实践方式。结论 数字化新媒体的应用加快了传统木版年画现代化发展的脚步，提

高了传统民间工艺品牌传承的受众影响力，有助于拓宽市场化推广渠道；为开封市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

的开发奠定了基础，提升了民间工艺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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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Development of Zhuxian Town Art New Year Paintings 

CHEN Dan, REN Lu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digital popularization of Zhuxian Town woodcut New Year paintings.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th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prot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woodcut New Year paintings in Zhuxian Town, it summarizes the necessit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

itage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new media can accelerate the pace of moderni-

zation of traditional woodblock New Year paintings, strengthened the audienc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folk craft brand 

inheritance, and help broaden the channels of marketization promotion. It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promotes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folk arts and cra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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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传统民俗传承方式的多样性与自身特点的

局限性，能够制定出适应品牌发展的相关策略[1]。朱

仙镇木版年画多以纸质物和版刻物存在，本身不易保

存，由于传统手工艺多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加

之历史交替变迁，对原始资料的保存不当等因素会造

成一定的“断层”危机。历史发展中，现代化逐步占据

着主导地位，新兴事物的时尚姿态也会影响着人们对

于传统木板年画的研习与接受度[2]。本文通过对朱仙

镇木版年画进行个案导入，论述如何在数字化技术的

转化中发挥传统艺术的 大价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更好地发扬、继承以及再创作，有利于民俗文化

在新媒体环境中寻求更为适应现代的发展方式，实现

自我提升与转化。该研究过程与实践方式也可对同类

别的其他非遗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传统民间艺术数字化应用的可行性 

经济的全球化将带来文化交融传播的全球化[3]。

传统可以现代化，现代化也可以容纳传统，对于实现

木板年画数字化传承模式的建构，需要在掌握木板年

画本质属性的基础上，避免因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而影

响朱仙镇木板年画在现代化环境发展的局限与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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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理的应用新媒介方式，重新将传统手工艺赋予

时代的鲜活力，并将在现代生活方式中实现更长远的

保护与传承实践。 

1.1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物质性 

被誉为中国木版年画之鼻祖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继

承了汉唐群画艺术，由桃符转变而来，又称神像画[4]。

因朱仙镇曾是名将故里又是历史战场，当地人便认为

各路神仙在此相聚，故而朱仙镇木版年画的题材多源

自这些历史传说与演义故事，它记录了开封世代更替

的文化信息，反映了民间传统民俗节庆与民间生活，

并运用刚健有力刻线简洁凝练的勾画出豪放、古朴、

大气的形象，在画面处理上讲究满、全、饱、实，多

突出人物正面或稍侧面，并以红、黄、绿、黑、紫为

画面主调，即视感强烈，呈现出雍容、大气、敦厚的

北方地域特征。 

1.2  朱仙镇木版年画非物质特征 

朱仙镇木版年画主要以雕版工艺和水印工艺为

主。制作过程采用我国传统手工艺方式，以画、刻、

印为主，画稿经刻版艺人改造后，要么省略，要么加

强，刻版用刀忌照原稿翻刻，在整体依画稿的基础上

保持刀的特性，并雕刻在坚硬，纹理细腻的梨木、枣

木与镂版的结合上，水印套色后采用统矿植物提纯颜

料多次印制而成[5]。以师带徒、父传子的家庭小作坊

式生产制，体现质朴的手工技艺与审美情感的艺术表

达，兼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统一。 

但纵观发展，朱仙镇木版年画创作形式单一，常

常会在传播中受到时空地域的限制，已然跟不上时代

的步伐；题材的历史性缺少新兴事物的联系，长期单

一的市场整体性管理机制等也导致在相同年画类别

的民间工艺转型的市场竞争中失去优势；外在实施的

传统低效保护手段，也对传统延续的保护与方法造成

严重弊端。因此以现代信息时字化技术作为推广朱仙

镇木版年画的传播和发展途径，主要利用当下各种创

新形态的已广泛应用或具有广泛应用潜力的新媒介

的优势，将年画进行资源整合设计成具有美感的数字

媒体形式，能将互联网作为行之有效的传播手段，并

在数字化技术的帮衬下，形成富有朱仙镇特色的多种

形式的在线信息（资源）的传播并扩散到社会大众，

建构起大众的文化自觉意识，让优秀的民间艺术得以

延展。 

2  木版年画艺术数字化系统设计  

关于年画艺术表现传播模型规划（见图 1），归

纳总结为信息源层、信息描述层、信息应用层。依据

对年画素材资料的分类建立适合的模块匹配，从而提

出数字化技术发展的可行性设计，建立系统结构模型 

 

图 1  年画艺术数字化发展模式技术路线 
Fig.1 New Year paintings digital art development mode of 

technology roadmap art 

的基础上实现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展示与应用传播。 

2.1  建立信息源层 

对于朱仙镇木版年画信息收集主要采用田野调

查的研究方法，具体通过走访年画社、年画作坊、观

摩年画制作流程、与年画艺人进行访谈、记录艺人创

作情感与发展期望、参与用户追踪回访、总结人群分

类的购买需求，以便针对地区环境制定合理的市场发

展规划。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参观博物馆、书刊等

方式，将制作内容、题材、形式进行归类；在基于文

献和史料理论的基础上，促使图像研究和文献研究相

结合，对年画的起源、题材、制作工艺等物质属性的

考证记录，进一步促成朱仙镇木板年画数字化传播模

块的构成。 

2.2  信息描述层模块匹配 

通过应用研究方法，对分散的原始艺术素材包括

年画作品、创意理念、设色原则、制作工艺、代表艺

人等数据资料进行收集、记录、整理，建立模块应用

到数据库信息设计中[6]。建立年画题材、艺人资料、

工艺流程、图案纹样、应用与场景互动等素材的数字

化模块。具体应借助视觉叙事的应用方式将年画的选

材归类到图像解读、音频述说等这一系列信息行为传

递到群众中去，正如英国著名学者罗森女士所说“饰

物有一种功能或目的，这种目的确实可能比纹饰已有

的意义更为重要”[7]。实现图形影像数字化包括将朱

仙镇木版年画的作品素材、工艺技法、朱仙镇的地区

文化等图文介绍制作存储，以实拍方式的年画技艺过

程的视音频展播，将艺术风格与图符纹样元素提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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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可视化创新设计，亦可通过植入数字设计的互动游

戏模式等获取大众关注度等。这类新颖的年画传播形

式在丰富了大众的精神世界的同时，也达到了寓教于

乐的目的。 

2.3  建立数据库系统 

通过信息描述层分类素材与相应模块的匹配，将

所创建的表中的字段内容与应用系统的业务信息相

关联，实现信息应用与表达层的建立。从技术上说，

在满足不同需求的各类用户信息要求和处理要求的

基础上实现数据的安全、共享与储存， 终实现整体

局域网用户对朱仙镇年画数据资源的提取与共享。需

在设计前，必须遵循以下因素。 

 1）实现“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的实质是一种动态的技能的延续性，这种特

性的核心要素就是人，而人是活跃在整个文化发展的

生命线中，文化也透过人的活动得以呈现[8]。所以在

信息化展示朱仙镇木版年画艺术数字化与构建系统

架构的过程中，应以人的活动为核心开展，需在场景

与用途表达上与朱仙镇的历史风俗、地区文化相联系；

在现代化年画艺术设计中注重与信息技术相结合，进

一步形成以朱仙镇为中心的年画地域文化交流圈；在

参与设计中应该提供开放式的群众年画艺术设计制

作体验，以积累深厚的群众基础。 

 2）紧跟市场步伐。以紧跟市场风向为先期条

件，要求软件功能和需求达成匹配，然后评估软件

风险以及代价预估， 后完整实现系统化的开发计

划。由于现代城市节奏生活快，像木版年画类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这种精神层面的抽象资产在市场竞争

中没有直接的价值优势；朱仙镇地理位置的局限性，

导致相关信息传播途径的短缺，不同地区的竞品冲

击，也会导致市场调控匮乏与购买力的匮乏。这说

明作为藏品、纪念品形式存在的年画作品需将地区

文化与经济相联系，加强朱仙镇地区的生活化、日

常化的宣传。 

基于网页平台展示的数据系统库（见图 2），在

设计中的各个视图主要基于信息的各组成要素之间

的联系与相互操作而成。首先通过 IE 浏览器登录进

入本地站点（欣赏页面），登录个人系统，并查看站

点的具体内容有工艺展示、项目类别、主题讨论、虚

拟场景互动等模块，根据模块选择进入到图文结合的

作品链接；对每一个分类都有若干幅代表作品的视音

频缩略图，点击进入欣赏与切换；参与互动区信息讨

论，包括技艺交流、在线问答等模块、与艺人在线切

磋技艺答疑解惑等；使用 APP 模式年画作品的虚拟

应用，参与者通过答题互动理解年画人物图案的文化

意蕴，参与试玩感受创作过程等，游戏预览体验年画

文化乐趣等，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图 2  数据库系统模型 
Fig.2 Database system model 

3  朱仙镇木版年画信息数字化的应用与传播 

朱仙镇木板年画数据库系统的设计是实现年画

信息数字化传播的重要支撑，通过对年画的相关内容

利用数字化技术采集和整理，并 后成立整合。特别

是在数字化信息整合、数据库设计等细节方面，为了

更有效地实现艺术信息检索，及时获知具体年画类

目，系统底层采用了数据库管理系统对资源的路径、

名称、类别等进行有效的管理，并为继续实现更有效

的传播方式打下基础。 
 1）基于网站平台的延伸展示。基于扎实的数据

库资源储备，实现官网平台以更为全面详细的信息搜

索、更为活波新颖的形式展示给大众[9]，用户在线可

以更大程度地体验朱仙镇地区年画文化建设，进一步

提高年画信息的检索效率，扩大市场群众的拥护度；

实现与开封旅游官网链接，致力打造以朱仙镇博物馆

为中心集游览、餐饮、购物、娱乐为一体的文化旅游

景点，创建全国年画交易集散地和线上旅游精品购物

区，提升市场文化的核心竞争力。 

 2）移动终端信息的传播。建立二维码技术支持

下的移动互联网传播，也可通过注册了的微博账号进

行官方微博内容的链接；将朱仙镇木版年画数字化平

台的网址转换为二维码，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即时进

行网站链接浏览或下载数字资讯，这种活泼的媒介方

式，使大众在线互动体验的同时并即时获知图示解说

与动画视频展播，时刻还原木版年画艺术生产场景再

现与工艺产品类别展示等。 

 3）户外电子媒体展示。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下，

可实现户外移动设备的数字化应用[10]，与朱仙镇当地

旅游资源相结合，可在人口聚集的位置设立与宣传，

使当地或外来游客即时获得了年画传播信息。如在景

区入口及大型地段的户外招贴广告的全息投影技术投

入，对年画艺术文化 FLASH 演示，对年画重要成果的

虚拟展示，对工艺产品其他形式的的推介等。这种用

虚实结合的方式将年画艺术的相关信息完整呈现，扩

大二次传播的效果，有益于传统文化的持久更新。 



第 38 卷  第 6 期 陈丹等：朱仙镇年画艺术数字化发展探析 65 

 

4  结语 

本文提出在新媒体时代下的数字化传播形式，主

要是运用网络的传播形式，使传统民间年画工艺以更

加生动的方式，拓展到大众市场领域，进一步契合了

人们理性的认知飞跃。数字化技术具有保存、记录、演

绎等多项特点，创新的传承以朱仙镇木版年画这种传统

技艺形式为载体的历史悠久的地域文化，并继续为木版

年画艺术讯息传播的可持续发展发挥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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