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画，是中国特有的民间艺术，承载着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与向往，具有鲜明的

文化内涵、地域特点、艺术特质。近年来，伴

随以“年画重回春节”为主题的各类活动举

办，年画成为民间美术实现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代表。越来越多美术工作者通

过创新年画内容、形式等，让年画“活”了起

来、“潮”了起来。新年画，已然成为丰富年

节文化的一抹亮色、展现幸福生活的一扇

窗口。

注入“新”内涵

新中国成立后，年画在改良与创新中不

断被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近年来，新年画在

守护年节文化精神内核的同时，积极表现新

时代生活图景，面貌为之一新。这在由中共

中央宣传部文艺局、中央文明办二局、文化

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中国美术家协会、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新生活·新风尚·
新年画——我们的小康生活美术作品创作

征集展示活动”中，得到生动展现。该活动

已连续举办三届，参与创作者近万人，惠及

群众近百万人次，成为展示小康生活新图景

的一面镜子、一个平台、一幅长卷。

画有年味，年在画中。庆新春、品元宵、

赏花灯等传统节庆习俗的新风貌，是新年画

创作的重要内容。像李龙燕《闹春图》便表

现 了 一 群 孩 子 欢 天 喜 地 过 大 年 的 红 火 场

景。人物形象彰显天津杨柳青年画特色，但

发型和服饰又充满现代感；醒目的中国红改

变了传统年画以“五色”为基调的色彩运用，

烘托了吉祥欢乐的氛围。杨月萍《团团圆

圆》，以夸张的艺术手法和强烈的色彩对比，

描绘了元宵节人们欢聚一堂包汤圆、煮汤

圆、吃汤圆的热闹情景，体现了人月两团圆

的美好愿景。还有一些作品着重对年画中

的生肖元素进行创造性转化。如汤宇丰《兔

临春境》采用群兔形象，串联起吃团圆饭的

趣味情节。画面中的兔子既借鉴了民间文

化中的“兔儿爷”形象，也呈现出生动活泼的

情态，颇富时代气息。郭晨艳《兔年新春》则

以简约现代的线条巧妙将兔子与灯笼组合

在一起，并提炼传统纹样装饰兔身，使作品

兼具传统与现代之美。

除了反映节庆习俗，表现幸福日常也成

为新年画创作的主要题材。当下，很多新作

品聚焦农村变化、描绘农民生活。如陈业华

《新农村的春天》铺展开一幅乡村振兴美丽

画卷：公路铁路纵横交错，农家新居整齐林

立，娇红桃花与碧绿田野交相辉映，处处涌

动着春的活力。王兴华《我家住在清河旁》，

通过刻画水美鱼肥、鸟鸣山涧等动人景致，

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景。还有一

些作品注重表现都市新生活，像刘敏创作的

《锦绣家园》中，庭院内外花团锦簇、鸟语花

香，父母孩童喜笑颜开、其乐融融。这些作

品虽风格各异，却都以鲜明热烈的色彩，定

格生活中的幸福时刻。

迎着春光，一幅幅新年画犹如一朵朵盛

放的花，充盈东方审美精神，折射新时代文

明实践新成果，反映城乡融合发展新面貌，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馨香远播，让“新”的

生机蓬勃而出。

拓展“新”空间

在回归现代生活的艺术追求中，新年画

创作不仅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提炼主

题、萃取题材，还在创作形式、传播方式等方

面与时俱进，大大拓宽了发展空间。

“赏 年 画 过 大 年——2023 我 们 的 小

康生活美术作品展”“古版新韵 开门大吉

——2023 年中国十八地传统年画联展”“奋

进新时代 共绘富裕路——长三角三地民

间绘画交流展”……近年来，年画专题展览

精彩纷呈。纵观这些展览，展出的作品大都

继承了传统年画浓烈的色彩、朴拙的表现手

法，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在广泛汲取传统艺

术营养的同时，一些作品还融入当代审美，

呈现多元面貌。除了借鉴木版年画、农民画

等艺术创作特点，创作者还在作品中融入剪

纸、插画、设计等元素，使画面更具装饰性。

像王奕驰《桃兔临春》围绕“四川手工剪纸”

和“绵竹年画”展开创意表达，将“兔子摘桃”

进行夸张化的艺术处理，增强了画面动感和

活力；整体配色对比强烈，使作品充满设计

美感。又如宋晨《风雅新生》彰显国风意蕴、

陈伯卿《四季里的小康青年们》融入奇思妙

想等，都赋予年画新的审美意境，使年画形

式焕然一新。

为让新年画走进大众生活，其展陈方式

也不断创新。以“赏年画 过大年——我们

的小康生活美术作品展”为例，其立足于与

节日氛围相融合、与百姓生活相融合、与城

市地域文化相融合、与国际文化传播相融

合，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示新年画

艺术，丰富了观展体验。在第二届展览中，

借助增强现实、人脸识别、人体感应等互动

科技，展览实现了新媒体交互技术与传统年

画的“联姻”，为观众带来兼具艺术性、互动

性的沉浸式体验，也打造出一座吉祥美好的

心灵家园。第三届展览则以时令节气为线

索，通过“春和万象”“夏林堆绿”“秋疆如画”

“冬藏谷廪”四大板块展开艺术叙事。展览

现场——北京坊内的公共空间，被巨幅年画

布置得喜庆热闹，北京部分公交地铁站点等

同样设置户外展示区，使民间美术发挥更广

泛的美育功能。

新年画从创作形式到传播方式的创新，

反映着当代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生活空间

的更新，也成为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的生

动缩影，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做出了有益探索。

激发“新”创意

当下，新年画创作队伍不断壮大，既有

专业美术工作者，也有非遗传承人、新文艺

群体等。创作者们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使新

年画既深植传统文化沃土，又彰显时代精

神，在跨界融合中衍生新的艺术产品，使年

画艺术更“潮”、更多元。

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深入挖掘年画的丰

厚内涵，在传统与现代、共性和个性中找到

平衡点，让年画艺术“活”在当下。比如，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年画日新”创作营以“溯源

图新”为主旨，集结全国代表性年画产地的

传承人及相关从业者、高校师生和设计师，

深入挖掘年画蕴含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力量，

进行新年画创作及其衍生品研发，通过富有

创造力的转化实践，呈现出新时代、新生活

的美好图景。《连年有余》等工作营文创成果

创意满满、“潮”味十足，体现了推动传统年

画与时尚生活相融合的创作趋势。

为适应新的时代审美，一些设计师借用

年画作为主要视觉形象展开创意延伸，研发

“新国货”文创产品。如北京大学文化传承

与创新研究院发起“新年画赋能老字号文创

拓新计划”，邀请年画专家、潮流品牌专家、

时尚设计师共同为中华老字号品牌焕新赋

能。点缀着年画元素、文化韵味浓郁的全新

包装设计，使拥有上百年历史的老字号焕发

新活力，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再次擦亮金字

招牌。如今，越来越多博物馆展览里的年

画、非遗传承人手中的绝活儿，经过设计师

的创意赋能，摇身变为一件件有趣味、有温

度的“新国货”，年画文化也借助新载体、新

材料、新工艺实现更广泛的传播。

年画的应用边界不断拓展。像创意舞

蹈《年画舞》融合科技、美术、民俗等多种元

素，展现百姓劳作、丰收、过年的欢乐景象。

纪录片《年画·画年》用舞蹈的形式、动画小

剧场的方式、特效合成的视觉影像等，带领

观众走南闯北领略年画艺术的风采、追寻温

暖的记忆、传承民俗的精髓、体现乡土中国

的情怀，受到许多观众喜爱。形式多元的开

拓创新，让年画艺术历久弥新。

让年画重回生活，既要继承传统，也离

不开从生活、从时代出发的创造。期待未来

在艺术的“百花园”中开出更多表现新生活、

倡树新风尚的新年画“艺术之花”，赋彩人们

的美好生活。

（作者为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

院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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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月 里 来 正 月 正 ，正 月 十 五 闹 花

灯”。当农历新年的第一轮圆月升上天空，

人们张灯结彩，欢聚一堂，赏花灯、猜灯谜、

品元宵，共度这个喜庆祥和的团圆夜。

流光溢彩的元宵节里，绚丽的花灯最

能烘托节日氛围。近些年，在文旅融合大

背景下，传统花灯工艺不断探寻新的时代

表 达 ，丰 富 着 人 们 的 审 美 体 验 和 节 日 生

活。在许多地方，各类灯会竞相举办，各式

灯彩争奇斗艳，做灯、买灯、挂灯、舞灯、赏

灯成为庆元宵必不可少的精彩项目。

辉照传统文化

虽然现代人的夜生活早已不缺乏灯光

照明，但形态各异、玲珑剔透、赏心悦目的

传统花灯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点

亮的花灯，寄托着亲情与乡情，承载着对美

好生活的祈愿，凝聚着对幸福未来的向往。

中国花灯历史悠久、流派众多，精妙绝

伦之作更是数不胜数。浙江仙居针刺无骨

花灯精致典雅，灯面图案由刀凿针刺成孔，

灯身无骨，造型多变；福建泉州花灯式样丰

富，以其独有的刻纸、针刺工艺和料丝镶装

技艺而闻名；广东潮州花灯乡土气息浓厚，

工艺繁复，无论是屏灯还是挂灯，皆精巧多

样、内涵丰富……这些构思奇妙、制作精细

的花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交流等

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近年来，伴随传统工艺振兴，各地大力

推广传统花灯工艺，积极打造文化品牌，精

美的手工花灯踏着时代节拍步入当代生

活。为让更多青少年感受到非遗所蕴含的

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不少地方推出“花灯

进校园”活动，在中小学成立非遗传承示范

基地，开展花灯兴趣班，组建花灯社团，定

期邀请非遗传承人为学生授课……这些举

措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更加

深了他们对家乡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当五

彩斑斓的花灯亮起时，孩子们心中那颗传

统文化的种子也在渐渐萌发。

元宵佳节，赏的是花灯，品的是文化。

花灯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辉映着中华民族

风俗习惯、审美趣味的演变，也蕴含着始终

没有改变的团圆祈福的文化内核。

迸发创新火花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逛灯会是

人们庆祝元宵节的传统习俗。如今，许多

地方的灯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焕然一

新，化身艺术盛会。

兔子灯、走马灯高高挂起，各类大型灯

组姿态万千，新内容、新形态为传统灯会增

添别样色彩。为满足当代观众的审美需

求，许多大型灯会在主题内容上积极创新，

不仅从神话故事、古典名著中找寻灵感，也

从现实生活、流行文化中汲取养分。有的

精心设计科技感十足的太空主题花灯，让

人们尽情释放想象力；有的将本地特色建

筑以花灯形式汇聚一堂，彰显地域文化魅

力；有的将花灯与动漫形象相结合，吸引年

轻观众“打卡”……漫步灯会之中，时代气

息扑面而来。要实现传统灯艺的现代表

达，离不开在艺术形式上的持续探索。近

些年，四川自贡国际恐龙灯会更加注重艺

术与科技的融合创新，其花灯设计制作不

仅运用了玻璃、尼龙、钢骨等现代材料，有

效结合声光电的表现形式，更引入装置艺

术及各类新媒体艺术创作的新理念，探索

展品与展品、观众与展品之间的互动，为传

统工艺的创新发展带来多种可能。还有一

些灯会在传统游览项目基础上，打造沉浸

式互动演艺项目，像南京秦淮灯会同步举

办上元市集、古装表演等，丰富了传统灯会

形态，为观众带来新体验。

伴随科技发展，直播、短视频等新兴媒

介形态为民俗文化传播提供了新机遇，也

让传统灯会有了新游客。今年，上海豫园

灯会以《山海经》为灵感，通过现代灯彩演

绎，为人们呈现东方美学奇境。同时，豫园

还在线上开启慢直播，借助增强现实技术，

将虚拟神兽置入画面，引发许多年轻人对

传统文化的兴趣。在线上，传统灯会相关

短视频的传播，也让更多鲜为人知的民俗

文化进入大众视野。汪满田村是位于安徽

黄山的一个小村庄，每年元宵节前后，村民

都会自发组织盛大的鱼灯会。以往，鱼灯

会只有村民参与，如今，借助互联网传播，

嬉鱼灯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体验，中国年的

至美与浪漫在小小村落华丽绽放。

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创新中赓

续古老的民俗文化传统，正是当代灯会的

活力之源。

装点千家万户

不同的花灯，相似的情思。元宵赏灯，

不只在嬉戏游乐，更重在互动中拉近彼此

的情感距离。近年来，以花灯为灵感的创

意手工产品和活动不断推出，使传统工艺

不再是能工巧匠的“专利”，而是让更多人

参与其中，共享年节之乐。

在手工实践中，创造的乐趣与节日的

仪式感愈发浓厚。一些博物馆在节日期间

推出花灯制作体验活动，邀请专家现场授

艺，像中国工艺美术馆结合新春灯展推出

的“赏灯学非遗，多彩元宵节”研学活动，引

来不少青少年报名参与。还有一些博物馆

以馆藏文物为基础，研发相关文创产品，让

小小花灯装点千家万户，如故宫博物院以

古画中的兔为灵感，设计六角形宫灯文创

产品。不同于打开便会“唱歌”的塑料电子

音乐花灯，消费者需要通过手动拼插，才能

获得属于自己的纸艺灯。手工制作的花灯

或许不甚完美，却带着熟悉的年味，将它送

给亲朋好友，更能为美好祝福增添温度。

各式各样的花灯，既让文化之光更加

璀璨，也让生活之美更具韵味。漫步街头，

琳琅的花灯主题装饰扮靓城市空间；商场

里，室内花灯会等元宵市集活动，让人们在

购物的同时也能享受一场文化盛宴；在各

地旅游景区，花灯节等传统民俗活动的举

办，进一步拓展节日文化内涵，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在海外，“中国彩灯节”的连续举

办，让更多外国友人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魅力，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又一窗口。

以花灯为载体展开的节庆活动，正助力古

老技艺生根发芽，焕发新活力。

元宵节承载着人们对团团圆圆、和谐

美满的祈愿。作为元宵节的“信使”，一盏

盏花灯联结着中华民族的情感纽带，承载

着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继续推动传统民

俗文化和手工技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让优秀文化遗产与当代生活相融共

生，藏在妙手巧思中的中华文化之美，定将

进一步绽放时代光彩。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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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画—

▼

新
年
画
《
兔
年
新
春
》
，
作
者
郭
晨
艳
。

▼

新
年
画
《
盛
世
欢
歌
》
，
作
者
翟
丰
勤
。

▼

新
年
画
《
锦
绣
家
园
》
，
作
者
刘
敏
。

▼

新
年
画
《
新
农
村
的
春
天
》
，
作
者
陈
业
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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