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sign 设计, 2024, 9(1), 832-837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1099     

文章引用: 韩璐华, 黄天灵. 朱仙镇木版年画在插画设计中的创新与应用[J]. 设计, 2024, 9(1): 832-837.  
DOI: 10.12677/design.2024.91099 

 
 

朱仙镇木版年画在插画设计中的创新与应用 

韩璐华，黄天灵 

南通大学艺术学院，江苏 南通 
 
收稿日期：2023年12月2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22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6日 

 
 

 
摘  要 

在现如今快节奏的社会中，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了解其根其源被越发重视，河南朱仙镇的木版年画

作为民间四大木版年画之一有其传承的意义，朱仙镇木版年画自宋代便已经产生，明清更是到达了发展

高峰，在现如今作为非遗文化的代表更是被多次提及。本课题分析木版年画的现状，运用插画工具，对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内容进行深度挖掘，将木版年画中的传统元素与插画相结合，以增强人们对于朱仙镇

木版年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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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fast-paced societ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digging deep into tradi-
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understanding its roots, and the woodcut New Year paintings of Zhux-
ian Town, Henan Province have its inheritance significance as one of the four major folk woodcut 
New Year paintings, and the woodcut New Year paintings of Zhuxian Town have been produced 
since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ve reached the peak of development, 
and they have been mentioned many time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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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 today. This projec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oodcut New Year paintings, uses illu-
stration tools to deeply excavate the content of Zhuxian Town woodcut New Year paintings, and 
combines the traditional elements in woodcut New Year paintings with illustrations, so as to en-
hanc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Zhuxian Town woodcut New Year pain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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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仙镇木版年画背景概述 

木版年画，是一种广泛流传于全国各地的民间艺术。因其本身起源于中国的年文化，木版年画在我

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一席。河南朱仙镇木版年画目前现存木版年画中较为著名的一支。其基

础是在汉唐时期墓室壁画的根基上由桃符演变生成，在宋朝时便成名，北宋时开封街巷已经出现了售卖

年画的市场，当时人们称呼年画为“画纸儿”。当时统治阶级对年画艺术十分推崇，作品内容有许多明

显的官方审美趣味。在北宋灭亡后，许多木版年画艺人流落到离东京不远处的朱仙镇制作木版年画，这

个时期的朱仙镇木版年画多以民间生活为题材，在样式上既有雅致主题的也有市井主题的。到了明末，

都御史刘大夏等人兴修贾鲁河，水路的便捷使朱仙镇吸引了大批各地制作年画的艺人，这个时期的朱仙

镇也因此成为以木版年画为中心的重镇，加之生活需求促进了年画的发展。因此，王树村是这样评价的：

“自宋至明末，纸马铺有增无减。”[1]大量的木版年画艺人、手工作坊、买卖商铺都集中在朱仙镇，年

画售卖市场热闹非凡。到了明清时期，朱仙镇木版年画在制作技艺上已经特立独行。乾嘉之年，朱仙镇

与景德镇、汉口镇、佛山镇、并驾成为中国四大名镇，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年画商号，如“德源长”“老

天成”“天盛德”“万通”等老店，年画远销山东、江苏、安徽、宁夏等地，朱仙镇木版年画此时大有

独占市场之势[2]。清末，因为贾鲁河洪灾频发，许久都不被修缮，许多周边居民搬离了朱仙镇，到了光

绪年间朱仙镇的人口只有三千多户，这就导致了年画产量日益减少，商铺纷纷关闭，年画艺人纷纷游走

于各地，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发展自此也基本徘徊不前。现如今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现状也不容乐观。因为

其缺乏传承人，传达内容和表现形式单一，在市场上也鲜有人知。这些导致朱仙镇木版年画难以在现代

市场上有所发挥。而且有很多以次充好的木版年画产品扰乱市场，使得优质朱仙镇木版年画遭到冲击，

造成这一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危机。所以想要避免危机，对木版年画进行创新是最有效的途径。不断地

进行保护性开发会使得木版年画时刻保持着生命力，使其不至于最终凋零。 

2. 朱仙镇木版年画现状分析 

关于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现状，我们可以从其发展的脉络来分析，朱仙镇木版年画发展较早，至今约

有九百年的历史文化渊源，宋代是其发展的顶峰，自清朝末年始，朱仙镇木版年画渐渐失去了市场上的

优势地位，朱仙镇木版年画销量渐少，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汴梁城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的丧失，

二是因河道淤塞导致朱仙镇失去其便利交通优势，三是抗日战争爆发使得民不聊生，四是黄河不断泛滥，

五是 20 世纪战乱纷纷而得不到发展[3]。在现如今随着民间风俗和社会科技的迅速发展，这种传统技艺更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109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韩璐华，黄天灵 
 

 

DOI: 10.12677/design.2024.91099 834 设计 
 

不复当年，不光是中国，世界范围内的传统制作技艺都面临这种局面，上个世纪的欧美各国已经开始重

视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以避免他们被冷酷的机械所取代。传统文化作为我们自古以来的基石，怎么去保

护和促进其发展绝对是我们要重视和考虑的。2014 年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指出：“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4]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和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抢救和保护传统美术类的木版年画项目被提到了

重要日程。保护好非遗，首先就是要保护好非遗的传承人。传承人在传承手艺的同时也承载着传承文化

的使命。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有国家级、省级、市级三类，国家级传承人代表人物有郭太运、

任鹤林，省级的传承人有张廷旭、张继中、尹国，市级的传承人有郑海涛，蔡瑞勇。国家对非遗传承人

进行培训，以实现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开发。最后，有关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再创新作品也一定

程度上反映着木版年画的现状。 
目前朱仙镇木版年画仍停留在以传统工艺和手工作坊为主的生产模式，其产品仅用于供年画爱好者

收藏。其创作队伍和生产规模较小、产品种类相对单一、发展前景不容乐观[5]。河南朱仙镇的传统美术

展馆以及周边的各种民俗博物馆，陈列展示的多是之前木版刻画的样本和古早的制品，有关木版年画现

代创新作品较少。因为木版年画的生产始终依托与手工制造，所以能否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是当下所要

考虑的。因此，朱仙镇的木版年画现代化创作空间很大，河南木版年画本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自

身就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气息，插画创新作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形式，它的优势是在非遗的

基础上快速创作。现在国家大力推动各类传统文化创新设计，也是希望这些优秀的文化能够顺应时代的

快速发展而不消逝。所以本课题重点便是分析河南朱仙镇木版年画现状后，在后续使用插画的形式对朱

仙镇木版年画进行再创新。 

3. 非遗木版年画插画设计 

首先，从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内容上，多数的题材来源于明清的章回小说情节、古代神话传说、戏曲

故事等文学典故，其中章回小说以《穆桂英挂帅》《隋唐演艺》《重耳走国》学术研究 Oriental Collection 
Oriental Collection 116 等为代表；神话故事以《盗仙草》《哪吒闹海》等为代表；戏曲故事则以《长坂

坡》《对花枪》《三娘教子》等故事为代表。朱仙镇木版年画从这些题材中选取出生动的故事，以年画

的形式讲给人听，传授文化历史知识。这类故事的蓬勃发展，使得朱仙镇的木版年画事业变得绚丽多彩。

无论是剧曲题材里具体的门神形象，还是曲题材里的门神描绘，都让朱仙镇木版年画的门神形象更加饱

满[6]。同时选择朱仙镇木版年画中的元素加以利用，例如明亮的色彩和夸张的线条表现，朱仙镇木版年

画因为其出现的场合大多是喜庆的节日，所以其颜色大多数是红色，因为红色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代表

着喜庆，也能衬托出节日的热闹活泼。 
在创作插画时提取的内容不能偏离传统，既要保证原滋原味的同时，又有些属于我们这个年代大胆

的创新。现代多媒体插画的迅速发展拓宽了艺术设计实践的道路，他的影响面不仅是怎样去传播一项艺

术，而是真正的促进了新型插画艺术设计的诞生。挖掘当今插画流行的趋势，以方便让人们了解作品。

而熊猫作为我们国家的国宝，早已享誉世界，其形象既憨厚又同时具备力量感，很符合我们中话民族一

贯的内敛含蓄，而其本身也具有故事性，因此可以为本课题提供创新思路。 
本课题插画《强国有我》在传统门神形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将人物形象替换为也可以代表中国的

熊猫形象，并与古代小说相结合，分别创作了一副门神“强强”以及女门神“国国”，二者的人物形象

也与中国古代门神形象相结合，“强强”熊猫形象则借鉴了传统门神形象中的秦叔宝，秦叔宝以忠肝义

胆而闻名，所以熊猫形象也就比较威严肃穆，“国国”的熊猫形象则是借鉴了穆桂英，既有女性柔和的

一面但同时也充满了坚毅。因为是木版年画，所以节庆日的味道要重，本课题插画在色彩上也沿用了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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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年画一直以来的厚重，色彩丰富，色调鲜艳。主要有红色和深蓝色两种色调，充满年味。而整幅插画

的构图也比较饱满，线条以粗线条为主，为的就是突出中间的熊猫门神，诸恶退散和百毒不侵的主题则

是展示了前些年抗击疫情时国家的付出，始终为了百姓，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使得我们老百姓真正

的受益其中，可以说整幅插画都紧紧围绕现代主题，但是也并没有失去木版年画的特色与内涵，创新性

十足(如图 1)。 
 

 
Figure 1. Zhuxian Town woodcut New Year illustration 
图 1. 朱仙镇木版年画插画 

 
当然，插画的衍生产品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对插画进行整合和提炼后，也可以将它与现代的文创

产品进行结合，使木版年画能够以一种新的形象去展示，当然结合过程中一定不能忽视木版年画本身的

特点，要现代适应传统，这样子的文创设计一定是能够让人接受的。现有的朱仙镇木版年画文创产品设

计主要是根据年画的造型、色彩、材料进行设计。首先，视觉图案的提取，常常会选取木版年画中的门

神、钟馗、南极仙翁等周边元素，对图案提取后，进行再设计，运用到各类日常用品中。其次，朱仙镇

木版年画十分重视色彩搭配，因此其文创产品设计中色彩的视觉表现，也常用中国古代哲学中代表生命

的绿色、红色、紫色、黄色、黑色，这些颜色的运用赋予文创产品独特的中国传统美学价值[7]。文创产

品一直以来都是与我们的生活相结合，它兼具实用注意特色的同时还重视产品本身的艺术美。一般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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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不是生活用品就是工艺品，因为它可以直接被我们所使用。本课题将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形象印

在了海报以及贴纸上，因为海报和贴纸都是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物品，并且还将年画形象做成书签和立

牌，这些都突破了年画的传统载体形式，以此达到创新的目的(如图 2)。在载体上进行创新的同时，网络

时代，我们也可以增加线上的交互，如今 ui 设计盛行，我们也可以考虑是否可以给朱仙镇木版年画或者

非遗做专门的针对性网站或者 APP，并在网站里做详细介绍和分类，这样子的话可以更加直接地去了解

他们。文创设计注重的是内涵和生命力，让观众感觉到有趣，观众才会更想去了解这个作品本身。换句

话说，无论如何，设计以及非物质文化是需要靠人们去传播的，他不能一成不变，而是需要随时代发展，

这样子才能生存。 
 

 
Figure 2.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of woodcut New Year paintings 
图 2. 木版年画文创设计 

4. 结语 

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作品形式丰富，刻画精细，寓意美满，深得受众喜爱。

但是，相比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朱仙镇木版年画缺乏宣传，传承人又较为稀缺，所以在宣传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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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年画的时候要注重其内涵，把木版年画本身的特色宣传出去，用现代的设计手法去进行非遗的再创新，

使得更多的人能看到并且对其产生兴趣。本课题分析木版年画的现状，将河南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内容和

元素与当今热门话题相结合，并且以插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将年画传统艺术特色与现代设计轻松愉快地

融合，相互碰撞，用新的设计手法来诠释朱仙镇木版年画，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和传承。 

注  释 

所以图均来源于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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