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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将传统年画艺术应用于现代室内设计，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方

法，提升桃花坞年画这一民间艺术的现代影响力，满足现代人对室内环境的精神需求。方法 以桃花坞

木版年画为研究对象，从设计学角度出发，采用案例研究、比较研究、视觉分析以及实践研究的方法，

对桃花坞年画造型元素进行研究分析，将传统民间艺术与现代室内设计相结合。结论 桃花坞年画造型

元素多样，各有艺术特征，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与艺术价值。将桃花坞年画造型元素分类、提取设计，结

合现代工艺、材料以及现代住宅与公共空间中各个空间的功能性，应用于现代室内设计，能实现中国传统

民间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合理应用，既为传统年画增加实际应用价值，又能为现代室内设计增添人文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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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odeling Elements of Peach Blossom Castle Wood-engraved  

New Year Paintings in Modern Interio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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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pply traditional New Year paintings in modern interior design,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enhance the modern influence of Peach 

Blossom Castle Wood-engraved New Year paintings to meet the spiritual needs of modern people for interior environment. 

Taking Peach Blossom Castle Wood-engraved New Year paintings as research object, the modeling elements of Peach 

Blossom Castle Wood-engraved New Year paintings were studi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esign with the 

methods of case study, comparative study, visu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study to combine the traditional folk art and mod-

ern interior design. There are various modelling elements of Peach Blossom Castle Wood-engraved New Year paintings, 

and each has its ow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with stro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rtistic value. Modelling elements of 

Peach Blossom Castle Wood-engraved New Year paintings are categorized, extracted and designed, and applied to the 

modern decoration design combined with modern technology, materials, and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each space in modern 

residence, to achiev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olk art in modern design, both increasing practical 

application value for the traditional New Year pictures, and adding cultural atmosphere for the modern interior design. 

KEY WORDS: Peach Blossom Castle Wood-engraved New Year paintings; modeling elements; modern interior design; 

functional space; application research 

年画是一种在中国传统节日张贴的画张，最早可

追溯到汉代。年画的早期表现形式是赐福财神、赵公

明、燃灯道人等门神画，而后出现了风景名胜、岁时

节庆、戏文故事、时俗新闻、连环画等诸多题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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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四大年画”之一的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制作工艺高

超，造型丰富，线条生动，以其所具有的淳朴的艺术

风格、浓郁的文人书画气息和独特的地域文化著名。

桃花坞年画中蕴含了许多生动的造型元素，归结起来

可以分为“人物鬼神”“风景建筑”“走兽虫鱼”和“花

卉博古”。 

1  桃花坞年画造型元素的分类及其特点 

1.1  人物鬼神 

年文化表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生活的理想化和

理想的生活化[1]。人们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在人物鬼神

造型元素中随处可见。“人物鬼神”又可细分为“人

物”与“鬼神”，这两种造型元素各有其特点。桃花

坞年画造型中的“人物”有举止端庄的曼妙少女、活

泼可爱的孩童、体型憨厚的老妪、全副武装的士兵和

各具特色的戏文人物等诸多造型。人物类造型姿态生

动，变化多样。孩童的面部造型较为圆润，仕女面部

造型较为纤细挺拔。创作于清中期的一幅名为“和合

致祥·一团和气”的年画是人物年画的代表，见图 1，

在写有“和合致祥”的装饰花格下，端坐一体态饱满

的童子，该童子面部圆润喜庆，神态安详平和，手中

捧有“一团和气”字样的书卷，“长命富贵”银锁佩

戴于胸前[2]。画中的童子与吉祥话儿都表达了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祈愿，画面装饰趣味浓郁，充满着和气吉

祥的美好氛围。神像可大致分为两种，一为驱邪捉鬼

类，一为祈福纳祥类，前者造型姿态各异，多为单脚

站立，面部表情奇特怪诞，却又带有着几分诙谐，体

现了此类神像“驱邪捉鬼”的功能特点，后者造型

一般体态端正，较为憨厚，面部饱满严肃，既贴近

人们生活，又给人一种适当的距离感。如年画“门

神尉迟敬德”与“门神秦叔宝”中的造型生动形象，

手持法器，面部圆润劲健，颇为严肃，画中带有多

种艺术性的装饰元素，如坐骑、战旗、官帽、如意、

葫芦等。 

1.2  风景建筑 

每一段人类文化及其历史的缩影都会在其所在

城市中有所体现，集中反映了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文

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3]。苏州的风景名胜驰名中

外，这不单是因为其处在四季分明、风景秀丽的江南

水乡，更得益于士族富绅与文人志士聚集于此地，从

而造就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园林建筑和独特

的地域风格。这为桃花坞木版年画提供了很好的造型

元素，从而成就了桃花坞年画具有江南气质的造型风

格。中国传统绘画中散点透视的绘画方法在桃花坞年

画中被广泛应用。桃花坞年画在一段时间里还吸取了

西洋画中焦点透视的构图方法与明暗的表现形式，出

现了“仿泰西笔意”，建筑线条平行均匀、具有很强的

规律性，常以数条平行线表现天空与江河的空间感[4]。

“姑苏阊门图·三百六十行”见图 2，在这幅年画中

描绘了苏州阊门周围的建筑与风景，采用焦点透视的

方法，其中建筑造型多样，亭台楼阁各有其特点，错

落有致。墙面与屋顶的线条均匀规律，版味十足，细

微处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船只周围的水面则采用西方

版画的排线手法，长短各异的细线条排列于船只周

围，提升了立体感与空间感。 

1.3  走兽虫鱼 

中国古人相信“万物皆有灵”，追求“天人合一”。

人们将老虎的形象诙谐化并装饰在孩童的服装上，体

现了人与自然合而为一，追求内心祥和的心理。同样

的，桃花坞年画的创作者们将老虎、狮子、雄鸡、鲤

鱼等走兽虫鱼造型运用在年画的创作中，给传统节日

营造出一种独特的美好氛围。走兽虫鱼类造型元素多采

用简化及增添装饰、概括及规整处理的造型特点[5]，常

见的有形态上的简化与结构上的简化。通过对造型的

简化，突出要表现的形象特点，从而使造型更加形象

并具有代表性和装饰意味；增添装饰的手法在桃花坞

年画中也较为常见，如将鱼鳞装饰到鸡身上，寓意吉

祥如意；或将钱币装饰在老虎身上，寓意财源滚滚。

概括及规整处理的手法常用于对各种走兽虫鱼的花

纹装饰与造型特点上，如将狮子身上的毛发或是猫身

上的花纹进行归纳概括，从而形成如今人们看到的和

谐统一的带有装饰意味的造型元素。年画“鸡王镇

宅·金鸡报晓（对）”见图 3，此年画中两只雄鸡嘴

中各叼一虫，昂首阔步，姿态威武，气势十足，公鸡

身上装饰了鱼鳞的造型，错落有致，颇具趣味，在公

鸡周围还装饰有吉祥花卉，表达了人们祈祷吉祥的美

好愿景。 

1.4  花卉博古 

“梅兰竹菊”向来是历代文人雅士的气质代表，

寄托着他们对圣洁人格的追求。另外，牡丹的富贵、

莲花的清廉、桂花的贞洁也都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渴求和高尚品质的崇拜与向往。“博古”文化实际

上是古代文人“雅好博古”的爱好追求使然，体现了

文人对于“雅致”生活的追求和向往[6]。将博古题材

运用在桃花坞年画中，表现了苏州独特的文人气息。

花卉题材年画中的造型充满生机，构图饱满富有张

力，博古的造型多较为端正，常见的有果盘、花瓶、

鼎、佛珠等。装饰图案常见的形式有对称、四方连续、

八方连续等，多为带有美好寓意的吉祥纹饰，如缠枝

纹、龙凤纹、钱币等。花卉博古类的年画往往通过单

个意向的寓意或谐音将两种或多种意向结合在一起，

常见的有牡丹与蝴蝶的高雅富贵、梅花与喜鹊的喜鹊

登梅、石榴与苹果的多子平安。还有的将各类博古与

花卉结合，年画“瓶花博古图”见图 4，此画将博古

瓶与花卉、长笛、佛珠、书本、如意等元素结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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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年画“和合致祥·一团和气” 
Fig.1  New Year painting  

“Harmony” 

图 2  年画“姑苏阊门图·三百六十行” 
Fig.2  New Year painting “Gu Su Chang Gate 

Map·Three Hundred and Sixty Industries” 

图 3  年画“鸡王镇宅·金鸡报晓”（对）
Fig.3  New Year painting “Chicken King 

Bless House·Rooster Heralds the Dawn” (pair)
 

 
 

图 4  年画“瓶花博古图”（对） 
Fig.4  New Year painting “Vase Flower Bogu Picture” (pair) 
 
造出一种轻松、高雅、淡然的氛围，构成丰富画面的 

同时也给了年画更加丰富的美好寓意。 

2  研究流程构建 

在分析桃花坞年画中各类元素的特征、寓意和艺

术性的基础上，梳理了研究思路与流程，见图 5，对 
 
 

桃花坞年画中的各类造型元素进行主要造型结构的

提取，作为造型再设计的样本。通过造型的简化与重

组、造型的线条化与块面化将图形进行进一步设计。

再将设计过的造型元素结合其内涵与现代材料、室内

各空间的功能特点相结合，应用于现代设计中。 

3  桃花坞年画造型元素的提取与设计 

造型元素的提取与设计主要采用形式的简化与

重组、造型元素的线条化与块面化的设计方法对造型

元素进一步设计。对待传统年画造型元素应有所取

舍，在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继承与发展时，要用客观

的态度设计，客观地分析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元素，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给现代室内设计增添活力[7]。在

造型元素的线条勾勒基础上进行造型的简化，主要是

对内部装饰的简化，使其更加符合现代人审美。在简

化与重组后的造型元素中用黑白或符合现代审美的

颜色搭配（如绘画、陈设等领域的经典配色）进行填充，

从而形成适合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应用的年画造型[8]，造

型元素提取与设计过程，见表 1。 

 
 

图 5  研究流程 
Fig.5  Research flow chart 



288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2 月 

 

表 1  造型元素提取与设计过程 
Tab.1  Modeling element extraction and design process 

桃花坞 

年画 

     

造型元素 

提取 

     

造型元素 

简化与变形 

      

造型元素 

填色 

     

 

   
a                                       b 

 

图 6  玄关效果 
Fig.6  Porch effect picture 

 
4  桃花坞年画造型元素在家居室内空间中

的应用 

人类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开始对居住环境进行

装饰，主要以彩绘与雕刻等作为表现形式。其中蕴含

了人类对居住环境的审美要求以及更重要的精神需

求。现代居室包括多种功能空间，其中玄关与客厅具

有基本居住功能外的展示功能，相对开放，文化特质

较为突出，故而选取这两个空间进行应用尝试。 

4.1  在玄关中的应用 

玄关是给访客第一印象的空间，是住户文化品位

涵养的体现。精心营造一个实用而美观的玄关空间，

能给空间中的人带来视觉与心理上的双重享受。门神

多表现天地万物之礼序，年画多倡导世俗生活之教

化，体现并传承了中国人共同的生命观，影响了华夏

民族五千年[9]。门神形象多较为刚硬，可根据现代审

美将造型简化与调整，应用于较为简约或色调较冷的

家居设计案例中，材质可选用现代感较强的金属、玻

璃或是采用浮雕的手法应用于玄关主立面上，周围墙

面、鞋柜、灯具等可选用桃花坞年画中较为硬朗的装

饰元素加以辅助，例如玄关方案一，见图 6a，将提

取并简化后的门神造型线条化，采用亚克力材料应用

于玄关隔断中，配以盆景、假山等营造一幅富有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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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淡薄的环境氛围。除门神画造型元素外，还可选用

其他带有吉祥寓意的较为亲近的造型元素，此类造型

元素可选用纺织、彩色亚克力板等质地较为柔软的材

质，加以温馨的灯光与色调，烘托整体氛围。例如玄

关方案二，见图 6b，将年画“和合致祥·一团和气”

造型元素进行了简化提取以及整体造型的块面化，结

合磨砂亚克力板应用于玄关的主墙上，作为主装饰元

素，相对稳定的莫兰迪灰色调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需求，而金属线条的点缀使其不会过于沉闷，也能更

好地与整体家居设计相呼应，为迎合“一团和气”这

一中心环境气氛，在玄关地面处采用大理石拼花工艺

将桃花坞年画中花卉造型元素应用其中，为整体的玄

关环境增添一分素雅。 

4.2  在客厅中的应用 

传统的厅堂因礼制需求，常常讲究对称与庄严，

其中蕴含着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哲学思想。由于西方家

居装饰风格的影响，如今的客厅已经焕然一新，功能

性也发生了改变，不仅有着日常起居功能，并且是家

庭聚会、招待外宾、休闲娱乐、展示等各个功能集合

成的综合功能空间。将桃花坞年画中的造型元素应用

于客厅设计中，提升客厅整体文化氛围，营造一个适

合家人交流、互动的环境。可将较为挺拔的风景建筑

造型元素运用其中，提升客厅的整体气氛与文化性。

应用媒介可以选择沙发背景墙、电视背景墙等体量较

大的墙面，使建筑等的造型更具气势，从而烘托客厅

的整体气氛。沙发、茶几、电视柜等软装上也可进行

装饰或造型上的应用。如客厅方案，见图 7，将建筑

元素提炼并应用于整面沙发背景墙上，采用浅浮雕与

立体装饰的手法相结合，将建筑元素线条化，符合现

代的简约审美，颇具雅致气息。用立体的造型手法突

出重点的装饰部分，如具有代表性的江南建筑的挑

檐、花窗，既对比强烈，又富有整体性，增强了客厅

空间的整体设计感与文化感染力。   

5  桃花坞年画造型元素在公共室内空间中

的应用 

公共室内空间的范畴较广，包含各类商业空间与

办公空间等社会性较强的非私密空间，公共室内空间

面对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社会人士，其承载着重要

的社会功能。如今桃花坞年画等中国传统元素日渐深

入人心，故而应发展具有东方韵味的公共室内空间，

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也使现代室内公共

空间更加多元化。 

5.1  在茶馆中的应用 

中国人自古喜好饮茶，茶文化距今已有几千年的

历史，《诗经》《茶经》都对茶以及茶文化有所记载，

更有白居易引茶入诗。茶在中国人的概念里不仅是独

特的饮品，其背后蕴含的茶文化更是体现着中国的古

典哲学。饮茶在古代可谓是家家户户、各个阶层都有

的习惯，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饮茶的文化相对

弱化，而茶馆这一室内公共空间在现代社会就显得更

具文化代表性。茶馆是以盈利为目的，为顾客提供一

个品茶论道、交友洽谈空间的商业公共空间。由于茶

馆独特的功能性，其对室内的布置与装饰要求较为特

殊，一般为颇具中国文化特征的家具、茶具和装饰等，

将桃花坞年画中的部分造型元素应用于茶馆空间中，

符合当代茶馆空间需求。在元素选用上可选择博古类

造型元素，既与大众对文人墨客生活态度的追求相契

合，又能为茶馆空间增添文化性与艺术性。在材质上

可选用木材、陶瓷、纺织等，应用媒介可选取家具、

屏风、条幅等。如茶馆方案，见图 8，将年画“逼鼠

蚕猫”中的猫鼠造型元素进行提取与块面化设计，采

用陶瓷拼贴技术制作组合式条屏，挂于茶馆背景墙

上，将年画“瓶花博古图”中的花卉与博古造型元素

线条化，采用木材浮雕技术装饰于条屏两侧，配以中

式家具、茶具、植物等，从而营造一幅稳重、富有文

化性且不失趣味的茶馆空间，在满足顾客需求的同

时，促进桃花坞年画这一传统民间艺术的推广与发展。 

5.2  在民宿中的应用 

“民宿”一词源自日本，指凭借周围的自然景色

和人文环境等资源吸引游客，将自家空置的房屋作为

家庭副业进行出租，是“贩卖”别具特色乡野生活的

居住场所[10]。民宿在现代旅游度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是因为其被当地风景民情所围绕，能给游客一种

别具一格的生活体验。桃花坞年画作为苏州当地的代

表性文化，被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游客所欣赏，戏文

故事题材的桃花坞年画不仅受苏州当地小说、戏曲的

影响，还吸收了京剧等艺术形式的营养，形成现在独

具特色的戏文故事年画。可将此类年画中的造型元素

应用于苏州或其他地区民宿的室内设计中，在增加民

宿艺术性与趣味性的同时，为民宿的设计赋予更深层

次的文化内涵。材质的选择范围较广，木材、金属、

布艺或是亚克力板等均可利用，应用媒介可选择前台

的主背景墙、地面拼花、家具等。如民宿大厅方案，

图 9，将年画“赵家楼”中的造型元素进行线条化，

并结合铁艺应用于民宿前台背景墙上，作为民宿大厅

的主要装饰。将年画“白沙滩”中的造型元素进行提

取与简化，并赋予新的配色，应用于洽谈区的地毯上，

搭配简约的家具和装饰，构成一个风格独特、趣味十

足的民宿室内环境。 

6  结语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室内设计多重视人们

的审美需求，却忽略了人们内心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

设计的文化性。通过形式的简化与重组、造型元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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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客厅效果图 
Fig.7  Effect diagram of living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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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茶馆效果图 
Fig.8  Tea room effect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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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民宿效果图 
Fig.9  Hostel effect diagram 

 
线条化与块面化的设计方法，对桃花坞年画中的各类造

型元素进一步设计，利用现代工艺材料，与各类室内空

间的功能特性及其内涵相结合，提出可行的应用案例，

可以满足人们在室内空间中的情感寄托，唤醒中国人对

传统年画美的回忆，也为相关现代室内设计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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