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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北风阵阵，却吹不散游

客的热情。走进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

古镇景区，数十家年画作坊、店铺林立，

迎接八方来客。年画，为这座古镇平添

了许多生机，带给人们无限遐思。

“丹青百幅千般景，都在新年壁上

逢。”杨柳青木版年画始于明代，画师们

用杜梨木作刻版，以“勾、刻、印、绘、裱”

五大工艺，将木版套印与手工彩绘完美

结合，最终创作出刻工精丽、绘制细腻、

色彩明快、形象生动、乡土气息浓郁的

年画。这些年画通过碧波荡漾的大运

河销往各地，杨柳青木版年画由此家喻

户晓。

走入估衣街 003 号——杨柳青年

画馆，穿过两重院落，便看到 72 岁的国

家级非遗项目杨柳青木版年画代表性

传承人霍庆顺正在聚精会神地给作品

上色。只见他左手端着颜料碟，右手拿

着画笔，不一会儿，画中儿童的裙摆已

敷上淡彩。“门框子上的这 6 幅是《十不

闲》，另外 6 幅是《连年有余》，已经创作

了一个多月，如果不忙的话，再过 10 天

差不多就完工了。”霍庆顺一边介绍作

品，一边仔细查看年画上的颜料是否

均匀。

“杨柳青木版年画的综合性很强，

融合了工笔画、版画等多画种特色。把

画变成雕版，非常考验技艺。比如，古

代人物画中用于表现衣裙纹理的‘钉头

鼠尾描’，用纸绘和用版雕完全不是一

回事。在印刷好的年画上补以彩绘，也

很有难度。像这幅《十不闲》中有 6 个

儿童，每个人物仅面部彩绘就很见功

力，即使是我全身心投入作画，成品率

也只有七成。”霍庆顺说，杨柳青木版年

画 的 五 大 工 艺 传 承 至 今 ，从 出 稿 、刻

版、印刷、彩绘到装裱，每一步都要下

足功夫。

“ 杨 柳 青 木 版 年 画 源 于‘ 过 年 的

画’，但更应该是生活里的画，是世世代

代传承的画。”霍庆顺的大儿媳妇、杨柳

青木版年画“玉成号画庄”第七代传承

人张宏，始终记得老爷子的话，并努力

通过创新让年画“活”在当下。

来到张宏工作室所在的小院，只见

左侧销售展台上摆满了题材丰富、造型

各异的年画新品。展台最显眼的位置，

是一只“钞集兔”，身骑老虎、手持如意、

头戴潜水镜，造型圆润饱满、憨态可掬，

寓意吉祥，以它为主题的年画和衍生品

早早被订购一空。“在今年 9 月举办的

第十三届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上，我们

还特意设计了一款年画套色印章，吸引

很多年轻人‘打卡’，一天能有 200 多人

来盖章。”张宏说，通过盖套色印章这种

形式，人们可以体验一幅年画的生成过

程，沉浸式感悟传统文化魅力。此外，

张宏还尝试将年画与吊钱相结合，制作

年画吊钱；把年画从纸上画到团扇上，

制成年画团扇；与设计师合作推出年画

周历签；与手机厂商合作，将年画与卡

通形象、增强现实（AR）相结合……一

系列创意实践，让杨柳青木版年画从纸

上“飞”入大众日常生活。

“年画之所以能传承至今，源于人

们内心始终葆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

祈盼平安吉祥、幸福安康、事业有成等

等。如今，虽然时代变了，但人们深层

的精神需求没有变，这是年画创新的基

石。”说话间，张宏拿出一幅新作。“这幅

《魁星点斗 独占鳌头》以碑拓上的魁

星形象为原型，辅以艺术加工，人物造

型灵动飘逸，承载美好寓意。”张宏说，

今年毕业季，仅天津一所高校就预定了

1300 幅作品，作为送给毕业生的礼物。

漫步杨柳青古镇，融合年画元素的

创意宣传随处可见，不少前店后厂模式

的传统画坊也新增参观和体验服务，游

客推门而入，便能深入了解年画制作过

程。为进一步盘活年画产业资源，西青

区提供场地、出台政策，实施年画振兴

工程，设立年画博物馆、民俗文化馆等

文化空间。“非遗进校园”、年画节、年画

展览等活动，更为传统技艺“火”起来增

添动力。

在霍庆顺看来，“年画来自民间，懂

的人、会的人越多，越容易传承发展下

去。”如今，一些拥有独门绝技的老艺人

打破传统思维，一面作画，一面收徒教

学、传承技艺。西青区乃至天津市许多

高校在开设年画大专班的基础上，成立

本科班，将“杨柳青木版年画艺术”纳入

高校美术学专业课程体系。“西青区已

培养了 2 位杨柳青木版年画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4 位市级非遗传承人、上百

位高级工艺美术师和画师。”天津市西

青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卢盈说，

“西青区将秉承‘非遗保护重在传承’的

理念，积极拓展‘年画+产业’版图，打

造‘年画之乡·杨柳青’文旅新品牌，让

更多人爱上杨柳青木版年画。”

“这件白色 T 恤上印的是经典年画

《连年有余》，寓意吉祥；这件黑色 T 恤

上印的是年画里的钟馗形象，彰显独特

个性……”走进西青旅游集散中心，文

创商品负责人夏婷正在向游客介绍两

款特色 T 恤。柜台里，还摆放着明信

片、冰箱贴、充电宝等上百种文创商品，

总量近万件。“今年 1 月至 8 月，文创商

品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多。接

下来，我们会继续创新设计，优化文创

商品的使用体验和情感体验，让人们在

‘日用而不觉’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夏婷说。

融 入 人 间 烟 火 ，点 染 精 彩 生 活 。

2022 年春节，纪录片《过年的画》在电

视和网络上热播。该片以杨柳青木版

年画的传承与创新为主题，通过多元拍

摄视角和细腻情感表达，阐释了年画丰

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引发观众对非遗保

护、传承、发展的思考。“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国人的心灵故乡、精神家园。

杨柳青木版年画将新时代的新元素融

入年画表现体系，赋予古老年画青春活

力。继续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有助于实现‘活态’传承。”该片总撰

稿、执行导演张玲说，她将一如既往地

关注杨柳青木版年画，并努力将相关

纪录片推介至海外，让世界了解中国

年画。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灯箱上、画

舫上、墙壁上，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杨柳

青木版年画在灯光照耀下，焕发别样

光彩，让杨柳青这座千年古镇更加璀

璨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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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青木版年画文创产品《连年有余——茶具新年礼盒》，设计者孙文涛。

▼“大道无极—赵无极百年回顾特展”现场。

▲《读画》杂志封面。

▼中国美术学院美育项目“国美夜校”宣传海报。

美术是人类视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作品

通过视觉形象记录着各个时期的历史事件、社会生活、

自然万物，凝聚着创作者敏锐的洞察、深刻的思考与美

好的愿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

感、认知和行为。初冬时节，西子湖畔，在中国美术学

院举办的“新时代文化艺术传播与社会意识塑造”座谈

会上，专家学者围绕全媒体时代美术与传播如何双向

赋能展开讨论，旨在促进跨界交流合作，更好凝聚社会

共识，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见证历史厚度和时代温度

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美的创造与传播，不仅展

现出富有时代特征的外在表现力，更通过现实关切对

社会产生积极推动力。对美的价值的揭示与运用，密

切联系着新时代文化艺术传播的有效实践路径。

从延安文艺到新时代文艺，精神一脉相承，又与时

俱进。与会专家认为，让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

深入人心，要依靠优秀的文艺作品和广泛的文艺传播，

充分发挥其塑造社会意识的作用。

以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

诗，不仅是主题宣传、主题创作的导向，也体现在艺术

院校的课程教学、学术研究和出版工作里。如何涵养

90 后、00 后大学生深沉的家国情怀？中国美术学院教

师将思政课和专业课相结合，不断延伸课程触角，通过

真实有力的小切口，展开撼人心魄的大叙事。比如，在

《家庭编年史》课程中，教师会引导学生梳理、回望家

庭、家族和家乡，借此重新看待社会、历史、世界和自

己。还有教师多年来持续抢救性地收集、整理、修复、

保存中国近现代的摄影档案，并通过出版《中国》《革命

与复兴：中国共产党百年图像志》等大型画册使这些档

案资料得以广泛传播。这些实践反映了美术教学的创

新理念，以及教学、创作、研究、展览、出版、传播相结合

的创新探索。

开展面向全社会的美育普及，打造无界大课堂，是

美术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共同的责任。中国美术学院

社会美育学院前不久推出了新美育项目“国美夜校”，

向市民开放，颇受欢迎。读图时代，美术和大众的关系

更加密切，美术传播更加日常化、大众化、便捷化，大众

对美术作品的接受方式、接受渠道、接受心理也发生了

很大变化。专家认为，美育不仅要在殿堂上、课堂上进

行，城市的社区、胡同、弄堂里，乡村的街道、院墙上，都

是开展美育的新天地，美术应当从殿堂课堂走向乡村

弄堂，社会美育拥有广阔发展空间。未来，美术界与传

媒界应继续加强合作，为更多人带来美的享受。

涵养专业精神和责任意识

信息时代，专业精神和责任意识是美术工作者和

新闻工作者参与有价值的时代议程设置、创作优质内

容、实现积极有效的信息传播的重要条件。

新时代的大美术之路，正努力将艺术与社会生活

相结合，而这种努力以“传播”为中心展开。同时，大众

传播对信息的高倍机械复制，让本来多义的艺术阐释

变得单调化、平面化。各方携手深耕，以专业标准创

作、传播艺术精品，成为人们的共识。

近年来，国风国潮在大众传播领域获得了空前的

热度和影响力，成为年轻人文化消费的热点。聚焦国

风国潮，文艺界和传媒界不断跨界合作，开展创意互

动，探索多元生产，打造特色鲜明的内容矩阵和传播格

局。有的媒体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如戏曲艺术的现代

表达，以适应年轻人的话语方式讲故事，受到广泛好

评。这也说明，要做好新时代文化艺术传播，必须特别

关注年轻群体。

对艺术本体魅力的发掘，在传播领域是最常见也

最能体现专业水准的形式。当人们热衷于享受数字艺

术、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时，绘画应该以什

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去释放艺术力量？绘画如何更好地

打动人心？今年年初，由中国美术学院主管主办的人

文杂志《读画》正式创刊，在这个图像海量出现、人工智

能内容无限生发的时代，旨在将视觉经典的内涵与情

致、意兴与格调带给尽可能多的人们；前不久，学院举

办“坚持绘画的理由”活动，通过反思“为什么要坚持绘

画，坚持怎样的绘画”，展现绘画不可替代的魅力；还有

特别策划的“宋韵今辉”艺术特展、“大道无极——赵无

极百年回顾特展”等大型展览，通过对千年宋韵的梳理

和对赵无极艺术的百年回望，使古今中外艺术交汇

……通过这些活动及展览，美术工作者进一步坚定了

创作信心，新闻工作者看到了更多可能，润物无声的艺

术滋养传递着文化的力量。

丰富国际传播叙事体系

如今，国际性美术展览、美术论坛不断增多，美术

史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对中国美术

史和东方美学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不少学者认

为，应当以全球语境中的平等史学观念撰写新型全球

艺术史。

优秀的艺术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

具有当代价值。专家们认为，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离不开深耕专业领域又拥有国际视野

的感同身受者、身体力行者、厚积薄发者。比如，中国

美术学院教授全山石先生，耄耋之年创建艺术中心，90
多岁还亲自带领高研班学生到新疆写生，并通过展览

将各国的经典绘画带到中国观众面前，用毕生心血推

动中外绘画交流互鉴，体现了老一辈美术工作者的世

界眼光。

中国艺术内涵丰厚，“不可视性”突出。在全球视

野和跨学科框架下，重新激活山水文化、卷轴画等中国

艺术中日用而不知的特有文化要素，不断拓展中国艺

术的边界，已成为美术史家的学术方向。许多新闻工

作者也通过“世界化”的中国艺术史的讲述，架起更多

沟通中外的桥梁。一些媒体通过艺术名家专访，展现

其作品的中国风格、国际视野，进行“好感传播”和“美

感传播”，有效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多元的美术创作实践，也丰富了国际传播叙事。

有的媒体在海外社交账号上发布中国青年为扮靓家乡

而创作墙绘的短视频，收获大量关注。这启示着美术

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做好国际传播重在将宏大叙事

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生动故事展现出来。

动漫和游戏国际化程度高、传播效率高、覆盖面

广，是容易打动年轻人的传播载体。中国美术学院教

师曾带领团队创作了一系列动画片和网络游戏。在他

们看来，游戏的互动性和用户代入感更强，在游戏中融

入中华文化元素可以助力文化艺术传播。

“千载寂寥，披图可鉴。”以美为媒，不仅可以增进

理解，让中国故事在更大范围及更多层面上引起关注、

回应和共鸣，还可以促进受众思维水平与创造力的提

升。作为一种有深度的精神生产，美的创造与传播有

着广阔发展空间。期待美术工作者与新闻工作者携

手，通过传递中国精神的文艺作品、体现专业精神的叙

事方式，实现有效传播、有效塑造，充分发挥美育和美

学的社会价值，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本文图片均为中国美术学院提供

版式设计：蔡华伟

让美术与传播双向赋能
徐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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