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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木板年画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与启示。方法 结合木板年画的种类及特点，总结木版年

画应用于现代平面设计的重要意义，从包装设计和招贴设计两大方面总结木板年画的具体应用方式，并

对其未来在平面设计领域的发展作出规划。结论 木板年画浪漫的表现手法、夸张的艺术形象和独特的

色彩搭配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将其与现代平面设计进行合理融合与搭配，并创新设计方式方法，能

够弘扬民族文化、丰富平面设计的语言表达、实现艺术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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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wood New Year paintings in graphic design. Com-

bined with the types and features of wood New Year paintings, it summar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ood New Year 

paintings used in modern graphic design, then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graphic design from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mode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poster design in two aspects. Romantic expression, exaggerated artistic 

image and unique color collocation of wood New Year paintings hav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calization, make 

reasonable colloca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modern graphic design, make the innovation and design methods, to promote 

national culture, rich graphic design language, and realize the sublimation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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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彼此之间的借鉴与融合不断上演，给各行各业带来

了全新的局面。在我国，平面设计逐渐出现并占据

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与认可。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对西方现代设计理念的依赖过

重，国内的平面设计作品大多存在生搬硬套、盲目

模仿的现象，即便看上去很美，却偏离了自身的发

展轨迹，本土意识缺失[1]。对于艺术设计而言，本民

族的民族特色、社会观念和审美思维方式永远是其

根源所在，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民族众

多、民间艺术丰富多彩的国家，必须积极创造具有

中国特色的本土化设计，而不是无视自身的文化背

景去完全接受和模仿西方国家的设计[2]。那么，如何

才能从模仿和照搬中挣脱出来，不断丰富和完善现

代平面设计的文化理念呢？木板年画是中国民间传

统绘画的一个独立画种，其对构图、色彩、主题等

设计元素的处理生动地描绘人们的世俗生活，宣扬

孝义道德，表达美好愿望，而这恰恰是现代平面设

计所需要的灵感来源和实用素材，是现代平面设计

获得质的飞跃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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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木版年画的概述 

我国的民间年画由来已久，早在千年之前，年

画就已经出现并被用于祭拜神灵和生活装饰。在时

代的不断发展与演进中，年画的宗教色彩逐渐褪去，

而内容与形式却愈加丰富，一度成为人们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艺术品，广泛应用于重大节日来临之际[3]。

作为年画发展的最初形式，木板年画不仅是我国民

间艺术的伟大结晶，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结合地域特

点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年画类型，如朱仙镇木版年画、

天津杨柳青年画、江苏苏州桃花坞年画、山东潍坊

杨家埠年画、四川绵竹年画等就是其中最具影响力

的代表。各地的木版年画基本都采用质地坚硬、纹

理细腻的梨木、枣木板进行雕刻，再刷上水墨，印

在容易吸水的宣纸上，印成彩色年画。广泛的题材、

吉祥的寓意、饱满的构图、艳丽的色彩、流畅的线

条，将我国人民直爽、幽默、勤劳等性格特点和对

生活抱有的乐观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朱仙镇

年画古朴夸张的艺术形象、富有动感的构成形式、

鲜艳明快的色彩更是凸显出一种强烈的装饰美感和

象征性，是应用最广的年画类型。 

2  木版年画应用于现代平面设计的重要意义 

纵观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大多有着鲜明、独特

的艺术特点，木版年画也不例外[4]。将木版年画运用

在平面设计中，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年画元素进行

再设计、再创作，能极大地丰富和拓展平面设计的容

量和审美内涵，淡化设计作品的商业气息，提升文化

性，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 

2.1  促进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木版年画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丰富表现手段，形成

了具有独特审美属性的艺术形式，不仅是日常装饰、

重要节日美化环境的主力，而且还是传播优秀民俗文

化、寄托美好祝福的有效载体[5]。传承、发展木板年

画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 

2.2  丰富平面设计的形式与内容  

木板年画在平面设计中的合理应用，能够为设

计本身提供更多的造型元素，丰富平面设计的艺术

形式与内容，进一步凸显设计作品的文化内涵。只

要设计师懂得把握设计规律，能够将这两种姊妹艺

术进行组合与创新，便能为平面设计打开全新的创

作道路。 

2.3  创造新的社会价值及审美价值 

在应用木板年画的过程中，平面设计师不能仅局

限于创新表现形式与内容，更要从时代特点出发，在

不断推陈出新中发现新的生机，将平面设计作品的社

会价值及审美价值最大化，向更多的领域延伸，真正

将传统的视觉形象的完美形式与现代设计理念结合

在一起，创造出新的艺术形象与内涵，满足人们日益

增长的文化需求[6]。 

3  木版年画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3.1  包装设计中的木版年画 

随着人们对木板年画的重新认识，这样传统艺

术形式获得新生，不在受限于传统节日，常被作为

礼品和收藏品，体现出巨大的市场价值。首先，针

对专属人群的包装设计。商品包装在进行设计时，

为了更加准确地传达商品信息，常会根据受众群体

的不同喜好进行不同的设计。在运用木板年画元素

时，同样要根据群体的不同灵活对待[7]。比如，面向

年轻群体的商品在设计之初应选取木板年画中有着

积极意义或者反叛精神的内容，迎合他们活跃、积

极，富有激情的年龄特点；针对老年群体的商品包

装则要选取木板年画中富含我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比如松、鹤等，寓意长寿、健康。其次，体现个性

化特征。在选择商品时，包装更吸引眼球的往往能

迅速从同类商品中脱颖而出，因此，当前的包装设

计应重视个性化，以此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促成

购买行为。从这一层面看，木板年画恰恰是包装设

计应当积极借鉴和使用的重要方面。利用得当，既

可以弥补尚未将木板年画作为重量级素材的包装设

计行业的空白，还可以让商品呈现出强烈的个性，

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欲[8]。再者，要尊重地域差异。作

为制造大国，我国的很多商品在源源不断地对外输

出。在这一背景下，包装设计想要获得成功，迅速

占领市场，必须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风俗习惯和

文化形态，不可盲目使用。比如，木板年画中常用

的兰花元素是意大利人的忌讳。只有正确使用，才

能让木板年画展现出应有的魅力与价值，在瞬息万

变的市场站稳脚跟。 

3.2  招贴设计中的木板年画 

招贴设计简洁明确、一目了然，是平面设计中较

为大众化的一种题材。为了更加醒目地表达某种事物

及其含义，招贴设计常常伴有超越现实的构思、强烈

鲜明的色彩、简练夸张的形象以及集中概括的构图。

这些需求恰恰与木板年画的鲜明特征不谋而合。在招

贴设计中，设计师可以将年画中的图形分解成新的元

素，同时使各元素达到一种完美的结合，重新构成新

的形象，使招贴设计更好地传达信息和意图[9]。首先，

解构与重构。在招贴设计中，设计师主要通过分解年

画中的图形，使之成为新的元素，构成新的形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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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招贴作品《保护生态文化》在设计时就对木板年画

中的门神图形进行了解构，接着通过不同造型的卡通

形象对结构元素进行重构，让传统年画中的门神形象

拥有了夸张的眼睛和巧妙的面部，再配合左下方大大

的问号，既有现代人所喜爱的风趣幽默又不失原来的

文化意味，完美传达了信息和意图。其次，意蕴与隐

喻。木板年画在创作过程中将自然和社会融为一体，

通过精确的题材选取，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形成了

鲜明的艺术特色，在内容上也更具意蕴和内涵。现

代招贴设计中对木板年画的意蕴及隐喻也作了恰当

的引用，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10]。比如贴设计作

品《丰收图》是美术家黄妙发的代表作品，其成功

之处不仅在于有着饱满均衡的构图、和谐的色彩搭

配和鲜活质朴的场面，更是水果篮里的蜜桃及女子

怀抱鲤鱼的画面所隐含与折射出来的“年年有余”、

“福寿三多”的美好寓意。作者并没有直接引用视觉形

象，而是将民间年画与现代平面设计有机结合，在

形式、意蕴、审美方式的综合作用下达到传统神似

的目的，从而将传统审美观念和民风民俗综合呈现。

又如文化招贴作品《真假钟馗——打假、假打》，设

计师将民间驱邪捉鬼的钟馗作为打假的实施者，通

过模糊钟馗面部将“打假”与“假打”形成对立，从另一

层面将“假打”的根源之一的地方保护主义揭示出来，

这种隐喻表现形式，完美地表达了主题，给观者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4  木板年画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启示 

曾几何时，年画一度是宣传、传播文化和信息的

重要媒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各种信息

交流渠道逐渐增多，年画的地位岌岌可危。平面设计

对木板年画的重新青睐，扭转了木板年画的僵局，同

时也为自身的丰富与完善创造了更多的可能。 

4.1  创新形式语言 

在平面设计中应用木板年画，应着力打造一种造

型与色彩的和谐感，通过先进的设计手法将传统年画

中的视觉形象进行形式再造，可以夸张传神，也可以

反复提炼，做到曲直有度、刚柔相济，打造形式与内

涵兼有的全新的设计作品。比如香港著名设计师陈幼

坚设计公司的标志就将年画中的“四喜娃”图案引入，

原本富有韵律感、节奏感线条和喜庆感的造型，配合

简练的现代手法，既有着丰满的内容，又有着极强的

概括力。 

4.2  谱写色彩意象 

年画种类繁多，其中的色彩运用也各不相同，装

饰性极强。朱仙镇年画喜用大红大绿，鲜艳跳跃的颜

色对比强烈；桃花坞与杨柳青年画多选用草绿、柠檬

黄、粉红等颜色，清新淡雅的脂粉味洋溢其中。如能

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色彩灵活应用于平面设计中，将

会大大提升平面设计作品的中国味道。比如朱仙镇木

板年画的套摺设计就借鉴了年画的色彩搭配，红色封

面搭配绿色内页，再辅以小范围的紫色，在红火热闹

中凸显了民族情调。 

5  结语 

作为与现代平面设计最为相近的图文形式，木

版年画对平面设计的影响是巨大的。其独特的形式

语言、鲜明的色彩搭配和深刻的精神意蕴，有效缩

小了之前对西方平面设计的盲目照搬与模仿，使我

国的平面设计产业找到了正确的发展之路。从这一

层面看，当前的平面设计师应深入学习木板年画这

一优秀的民间艺术，将其中所隐含和表达的劳动人

民的思想和情感作为创作源泉，努力探究平面设计

发展的新方向，设计出更多更好的具备民族特性的

新颖的艺术作品，向世界展现我们民族风格的永久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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