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3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第 1 卷第 3 期
２０２５年 4 月

Vol. 1 No. 3
Apr.２０２５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Doi：doi.org/10.70693/rwsk.v1i3.625

年画艺术的审美方向与趋势

孟祥泽1 赵千慧 1

（1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年画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新时代在保持传统精髓核心内涵的基础上，不断融入现代元素，
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年画作品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形成了
丰富多彩的年画艺术风格。在发展过程中，当代年画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表现题材更加多样，更多地关
注现实生活和社会问题。艺术家们通过年画作品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价值
观和社会责任感。随着科技的发展，年画艺术也开始与新媒体等相结合，呈现出新的艺术形态，带来新的
审美体验。科技与艺术的结合，使年画艺术更加贴近现代生活，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在全球化
背景下，年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传承与发展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
义。

关键词：审美人类学；年画艺术；审美方向；文化传承；创新发展

本论文以审美人类学原理为理论框架，深入探讨年画艺术的审美方向趋势与转变。通过对古代年画艺
术来源的追溯，剖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揭示年画艺术与社会文化、民众审美观念之间的紧密
联系。从大众视角下的普遍年画艺术审美出发，详细阐述年画艺术特色，包括其主题、色彩、题材、构图
以及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等方面。进一步分析年画艺术审美方向转变的特征，如从传统到现代的融合在构图、
色彩和题材上的创新表现。深入探讨年画演变趋势的原因，包括审美观念的多元化以及科技手段的引入对
其产生的影响。阐述年画艺术趋势改变的意义，如在文化传承、历史记录、经济价值提升、文化交流和民
族自信增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后，对年画艺术进行评价与反思，提出在新时代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旨在全面展现年画艺术在审美人类学视域下的丰富内涵和多元价值，为其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
指导。

年画是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年画拥有独特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形式。年画艺术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审美意义与审美价值。从古至今，年画都可以作为反映社会
生活现实的依据，是人们审美形态意识的缩影。年画作为一种稳定存在的社会结构表征，在保存稳定社会
功能的同时在流传中不断丰富内涵，扩展形式，具有文化载体的作用，体现出民众的审美取向与民俗民情 。
年画在历史舞台上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年画中蕴涵着一种教人敬畏、感恩、有度、为忠、为善、
为孝、惩恶以及与自然植物、动物和谐相处的总体精神目标和理念[1]。

通过年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我们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世界更加了解和欣赏
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并对年画艺术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一、背景——大众视角下的普遍年画艺术审美

年画的起源可追溯至人类远古时期的自然崇拜观念。“ 年” 字早在公元前 16～11世纪殷商时代的甲骨
文中就已出现，其字形很像一个人在收割。所以《说文解字》称“ 年” 字“ 谷熟也，从禾” 。当田里的五谷
收割完毕，则意味着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开始了，因此俗称春节为“ 过年” 。在中国古代民俗中，将一
些祝贺过年的东西都冠以“ 年” 字�如见面互相庆贺的话叫“ 年话” 、门上和墙上贴的画叫“ 年画” 、吃的
糕叫“ 年糕” 、走亲访友的礼仪叫“ 拜年” 等等。

在中国古代，“年” 字与谷物丰收紧密相关，当田里五谷收割完毕，旧年过去新年开始，春节成为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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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的重要时刻。早期年画围绕驱凶、祈福展开，这与古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密切相
关。例如，在远古时期，人们认为通过绘制特定的图案可以驱赶邪恶的 spirits，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人畜
平安。

从广义上看，民间艺人创作并经由作坊行业刻绘和经营的、反映民间世俗生活的绘画作品均可归为年
画类。其习俗反映了古人的精神信仰与生活习惯，随着社会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崇拜逐渐转变为对社会性
人格神的崇拜与信仰，年画艺术形式也相应改变，围绕祈福纳吉主题展开，制作与售卖也成为春节相关的
自发艺术活动。

从广义上说，凡民间艺人创作并经由作坊行业刻绘和经营的，以描写和反映民间世俗生活为特征的绘
画作品均可归为年画类[2]。年画习俗反映了古人的精神信仰与生活习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
的崇拜逐渐转化为对社会性的人格神的崇拜与信仰，年画的艺术形式也随之改变，年画逐渐围绕着祈福纳
吉的主题展开。年画的制作与售卖逐渐发展为人们自发的，围绕春节展开的艺术活动。

年画在清代进入鼎盛期。清代是年画发展的鼎盛时期。康、乾年间国泰民安，为年画艺术提供了良好
的发展环境；同时，通俗小说的风行也为年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这一时期，年画出现了大量以
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人物、演义小说等为内容的作品，在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上更加多样化。例如，
杨柳青、桃花坞等地的年画在构图、色彩和人物造型上各具特色，展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魅力。

清末，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封建统治动摇，这些变化也在年画上得到充分体现。清
末民初成为年画发展史上最后一个繁荣阶段，尽管社会动荡，但年画依然是民众表达情感、寄托希望的重
要艺术形式，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局面和民众心态。在社会层面上由于康、乾年间国泰民安
为年画艺术形式提供舒适的发展空间和环境；而这一时期通俗小说的风行又为年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
灵感元素。清初年画出现了大量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人物、演义小说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清末
随着内忧外患的到来，国内外各种矛盾激化，封建统治动摇，这些政治局面的改变以艺术的形式充分反映
在了年画上。清末民初时期也因此在年画发展史上，成为年画回光返照的最后一个繁荣阶段[3]。

虽然各地的年画艺术形式略有不同，但是能够统一的是，往往烘托表示红色的喜庆主题。年画主题鲜
明，无论题材如何，年画的主题都非常集中。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吉祥心理根深蒂固。不论遇到什么困
难，中国人都会从最乐观的方面去积极思考，说吉利话，办吉利事，年画欢乐喜庆吉利，热热闹闹，红红
火火，让人感受到蓬勃的生命活力与乐观主义，怀揣着美好的期待，寄予着美好的理想。中华民族不怕吃
苦，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的精神与民族性格在年画中深刻体现出来。年画主题始终围绕着吉祥喜庆展开，
体现了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吉祥心理。无论是神话传说中的神仙鬼怪，还是历史故事中的英雄人物，亦或
是日常生活中的场景，都被赋予了吉祥的寓意。年画中，孩童抱鱼持莲花莲蓬象征连年有余、多子多福；
画鸡代表吉利，画佛手或蝙蝠代表福，画花瓶代表平安等。这种主题表达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在艰难的生活中给予人们乐观积极的精神支持。

即使在社会动荡时期，年画依然传递着积极向上的信息，鼓励人们坚守信念，从困境中寻找希望。例
如，在战乱年代，一些年画作品通过描绘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争精神，同时也
寄托了对和平幸福生活的期盼。

值得注意的是，年画在表现人物形象的同时，也注重情感的传递和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使观者能够
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情感与生活哲理。年画还通过具体形象的想象与联想，传达喜庆、祥和吉祥的愿望。比
如，年画中的莲花和鲤鱼寓意“连年有余”，石榴寓意“多子多孙”等。

年画以鲜明的色彩为主要表现手法，经常采用红色、绿色、黄色等明快鲜艳的色彩，使画面充满节日
喜庆的气氛。民间年画大多采用大红大黄等鲜艳火爆的色彩，往往人物生动可爱，造型喜庆，富有活力。
例如，在一些传统年画中，绿色与红色相互映衬，形成强烈的对比，增强了画面的视觉冲击力；黄色则常
用于点缀，为画面增添明亮和温暖的感觉。不同色彩的组合不仅满足了视觉审美需求，还蕴含着丰富的文
化象征意义。

年画的构图多样，南北方存在差异。北方年画如杨柳青、杨家埠等，人物形象夸张，线条粗犷有力，
色彩鲜艳，展现出粗犷大气的风格。其构图往往注重突出主题，人物和场景布局简洁明了，以强烈的视觉
效果吸引观众。例如，杨柳青年画中的人物形象高大饱满，面部表情生动，通过夸张的手法增强了艺术感
染力。南方年画如桃花坞等，更加注重构图的精细和色彩的协调，整体色调以紫红色为主，呈现出细腻饱
满、欢乐祥和的气氛。其构图讲究对称、均衡，画面元素丰富且错落有致，注重细节描绘和意境营造。例
如，桃花坞年画中的山水、花鸟等元素相互映衬，营造出优美的田园意境，使观者感受到宁静与和谐。

年画的题材广泛，涵盖人神两类。人神题材包括各类武将门神、灶爷、财神、观音等，这些形象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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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众对神灵的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例如，武将门神如秦琼、尉迟恭等，被认为能够守护家门，驱
赶邪恶。灶爷则负责监督家庭善恶，财神象征着财富和好运，观音菩萨代表着慈悲和救渡。年画有很多贴
近生活的主题，有耕织农作、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等，反映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劳动场景和文化传承。耕
织农作题材展现了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们对丰收的渴望；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则通过生动的画面传递
道德观念、历史知识和文化传统。比如，《白蛇传》《牛郎织女》等民间传说成为年画的常见题材，它们
以艺术形式传播了爱情、善良、勤劳等价值观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伦理道德观念深刻影响、制约了民众的价
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它渗透在民众的观念、行为、信仰、情感、思想等各个方面。年画通过各种象征、比
喻、谐音等手法传递着儒家思想、历史传统、伦理秩序和生活知识等多重文化意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观念深刻影响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年画作为民间艺术，成为这些
观念的重要载体。它通过各种象征、比喻、谐音等手法传递儒家思想、历史传统、伦理秩序和生活知识等
多重文化意义。例如，“莲” 与 “廉” 谐音，莲花图案在年画中不仅象征纯洁美好，也寓意廉洁清正；“松鹤
延年” 图案则传达了长寿健康的祝愿，同时也体现了对高尚品德和长寿的向往。年画在民间不仅是一种实
用的民俗艺术，其价值体系使其成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民众通过张贴年画，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祈求，
希望获得保佑和庇护。这种民间信仰与年画艺术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景观，反映了
民众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

二、年画艺术的审美方向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人们物质水平的提高，文化水平的提高。群众对于年画艺术特点和呈现形
式的要求转变。

例如在娃娃戏类年画中，常见孩童抱鱼持莲花莲蓬的图式，这象征了连年有余、多子多福。年画艺术
虽然在绘制技法上发生了改变，但题材和创作模式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从手工印制到机械印刷，从纸制
载体到新材料呈现的图像喷绘技术，年画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传统特色，并在此前提下创新性发展。由此可
见，年画艺术能够创新发展自身形式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继承时代精神。

年画艺术的审美方向转变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过程，它受到社会变迁、文化观念更新以及科技发展等
多重因素的影响。以下是对年画艺术审美方向转变的特征分析：

(一）从传统到现代的融合

在传统年画的基础上，艺术家们开始融入当代元素，如电影、动漫等，使年画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需求。这种融合不仅保留了年画的传统韵味，还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和时代感。例如，现代年画在构图、
色彩和题材上都有所创新，既保留了传统年画的吉祥寓意和美好祝愿，又加入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
表达。

年画艺术在构图、色彩和题材上的创新是年画艺术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这些创新不仅丰富了年画的表
现形式，也使其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现代年画在构图上突破传统的对称、均衡等方式，更加注重画面的层次感和空间感。艺术家运用透视、
重叠、分割等手法，使画面呈现出更丰富的视觉效果。例如，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方式，将不同时间和空
间的元素巧妙组合，营造出独特的艺术氛围。像一些表现城市生活的新年画，将高楼大厦、街道行人、交
通工具等不同元素在同一画面中呈现，展现出城市的繁华与活力。

同时，现代元素也融入构图中，使年画更贴近现代人生活。如借鉴现代绘画构图技巧，将现代生活场
景、物品等元素融入，一些新年画中会出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现代建筑等元素，反映当代社会的科技
进步和生活方式变化。此外，一些艺术家还尝试打破传统的画面边界，采用不规则构图，使画面更具张力
和现代感。

例如，一些新年画作品采用了散点透视的构图方式，将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元素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营
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氛围。在构图中融入现代元素也是年画艺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艺术家们通过借鉴
现代绘画的构图技巧，将现代生活的场景、物品等元素融入到年画中，使其更加贴近现代人的生活。

曾经年画色彩鲜艳、对比强烈是其显著特点之一。现代年画在色彩运用上更加注重对比与和谐的统一。
艺术家们通过精心搭配色彩，使画面既具有视觉冲击力又不失和谐美感。在保持传统鲜艳色彩的基础上，
适当降低色彩饱和度和明度，以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比如，一些新年画作品在红色为主色调的基础上，
加入了柔和的粉色、淡蓝色等色彩，使画面既保持喜庆氛围，又更具现代感和时尚感。

除传统色彩搭配外，现代年画尝试更多色彩组合方式。借鉴现代色彩理论，将不同色系色彩搭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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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独特效果。如冷色调与暖色调对比搭配，营造出不同的氛围和情感表达。一些表现冬季冰雪场景的年画，
以蓝色、白色等冷色调为主，搭配红色的灯笼或人物服饰，形成鲜明对比，增强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
感染力。

现代年画题材更加多样化，不再局限于传统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艺术家挖掘现代生活素材，创作
出反映现实生活、时代精神的作品。以现代家庭生活为例，新年画作品展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互动、现
代家居环境、休闲娱乐活动等，反映当代家庭生活的温馨与和谐。城市风貌也是常见题材，描绘城市的高
楼大厦、公园广场、商业街区等，展现现代城市的发展与变化。科技发展题材则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科技进
步，如航天探索、人工智能、网络通信等元素出现在年画中，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和憧憬。此外，现代
年画还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如环保、公益事业等，通过艺术形式传递积极的社会价值观。

艺术家在创作中注重创意性表达，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巧妙结合。通过夸张、变形等手法对传统年
画元素进行创意表达，使其更生动有趣。如将传统的门神形象进行现代卡通风格的改造，使其更具亲和力
和时尚感。同时，借鉴现代绘画技法如抽象、立体等进行创作，使年画呈现出独特艺术风格。一些新年画
作品采用抽象的线条和色彩组合来表现节日氛围，给人以新颖的视觉体验。

（二）审美观念多元化影响下的创新

古代年画造型形式相对固定，受文人画影响，人物服饰、环境道具等形式要素多处于叠合状态，呈现
古典传统美。而现代年画吸收西方绘画造型手段和透视观念，以写实化造型手法展现出与传统不同的面貌。
在表现人物形象时，现代年画更注重人物的比例、结构和立体感，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生动。这种变化反
映了现代审美观念对创新和多样性的追求，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现代化改造，以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传统年画多以古典浪漫主义风格为主，通过夸张、变形等手法表现吉祥喜庆主题，具有强烈装饰性和
象征性。现代年画倾向于现实主义风格，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创作原则拉近艺术审美与生活实践的关
系。新年画以真实的生活场景为蓝本，描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情感，使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这
种转变体现了现代审美观念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反映，强调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使其不仅具有审美价值，
还能反映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

传统年画在禳灾层面体现老百姓辟邪祈福的文化心理，具有浓厚宗教和迷信色彩。现代年画更多主张
破除迷信、崇尚科学、鼓励勤劳团结、爱党爱国等时代公德，一些新年画作品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主题，展现民族团结、科技创新、社会和谐等内容，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这种变化
反映了现代审美观念对科学、理性、积极向上的追求，以及对社会公德和道德规范的重视，使年画成为传
播正能量的艺术形式。

古代年画作为春节装饰品，主要追求吉祥、喜庆、和谐等寓意。现代人审美需求呈现多样化，追求个
性化、多样化和创新性艺术作品。现代年画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注重创新和多样性，以满足不同观众的审
美需求。现在在一些针对年轻群体的年画作品，会采用时尚的设计元素、流行的色彩搭配和新颖的题材，
如动漫风格的年画、创意主题的年画等，吸引年轻观众的关注和喜爱。同时，也有一些年画作品注重艺术
品质和文化内涵的提升，满足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的需求。

传统年画主要依靠民间市场销售和传播，具有浓厚地域性和民俗性。现代年画更多利用现代传播手段
推广和销售，如互联网、电商平台等。网络为年画传播提供了广阔空间和便捷方式，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浏
览、下载和分享年画作品。一些年画艺术家和商家在电商平台开设店铺，销售各种类型的年画产品，包括
传统纸质年画、数字年画、年画周边产品等。同时，社交媒体的兴起也为年画传播提供了新渠道，通过发
布年画图片、视频等内容，吸引更多人了解和关注年画艺术，拓宽了年画的受众群体和市场范围。

三、年画演变趋势的原因

随着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变化，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不断更新。现代人对年画的审美不再局限于传统
的造型和色彩，而是更加注重其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因此，年画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对
传统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同时结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进行创新。全球化进程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与融合，各
种外来文化思潮涌入中国，对民众的审美观念产生了冲击。例如，西方现代艺术观念中的抽象、表现主义
等风格，影响了部分年画艺术家的创作思路，使他们尝试在年画创作中融入新的艺术元素和表现手法。

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促使审美观念多元化。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每
个群体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审美需求。城市中的白领阶层可能更倾向于简约、时尚、富有创意的艺术
风格，而农村地区的民众可能仍然保留着对传统年画风格的喜爱，同时也逐渐接受一些新的变化。这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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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阶层和群体的差异导致了审美需求的多样化，推动了年画艺术在题材、风格和表现形式上的创新。
教育普及与文化素养提升教育的普及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养，使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和欣赏能力不断增

强。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年画的简单形式和表面寓意，而是开始追求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在
学校教育中，美术教育的推广使人们接触到更多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拓宽了审美视野。学生在学习绘画、
设计等课程时，了解到不同的艺术流派和创作方法，这会影响他们对年画艺术的审美判断。文化素养的提
升也使民众对艺术的创新和个性化有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希望看到具有独特创意、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和个
人情感的年画作品。因此，年画艺术家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内涵，结合现代
审美需求进行创新，以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审美期望。

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他们不仅关注年画的视觉效果，还注重其背后的文化故事和
情感表达。因此，年画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对题材的选择和情感的表达。一些年画作品以
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为题材，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深刻的寓意来打动人心；而另一些作品则以现代生活为
题材，通过幽默诙谐的画风来展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

在古代，年画的造型形式相对固定，人物服饰、环境道具等形式要素多处于叠合状态，且受文人画影
响较深，呈现出一种古典的、传统的美。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年画在形式语言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它吸收
了西方绘画的造型手段和透视观念，以写实化的造型手法呈现出与传统年画大相径庭的面貌。这种变化反
映了现代审美观念对创新和多样性的追求，以及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现代化改造。

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时代精神和审美观念，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年画的形式语言。在古代社会，
人们的审美观念较为传统和保守，年画的形式语言也较为古朴、简洁，色彩搭配和图案设计都相对单一。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社会人们的审美观念更加多元化、个性化，追求新颖、独特和时尚的艺术形式，
这促使年画在形式语言上不断创新，吸收了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和风格，如抽象、变形、夸张等，以满足
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文化交流与融合是促使年画形式语言演变的重要因素。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
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年画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也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文化的元素。清代，随着对
外贸易的发展，年画吸收了西方透视法等表现明暗起伏的画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年画的制作工艺从传统的手绘、木版套色水印，到现代的机械印刷、电脑制作等，经历了巨大的变革。
这些制作工艺的发展为年画的形式语言演变提供了技术支持。机械印刷技术的出现，使得年画的生产效率
大大提高，同时也能够实现更加精细、复杂的图案和色彩效果，为年画的形式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新材料的不断涌现也为年画形式语言的演变提供了物质基础。传统的年画主要使用纸张、颜料等材料，而
现代年画则可以使用各种新型材料，如塑料、金属、丝绸等，这些材料的质感和光泽度与传统材料不同，
能够为年画带来全新的视觉效果和触觉体验，丰富了年画的形式语言。

艺术家作为年画创作的主体，他们的个性和创造力对年画形式语言的演变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同
的艺术家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理念，他们在继承传统年画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个性和创意，创作
出具有独特形式语言的年画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年画的艺术内涵，也为年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年画的发展离不开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艺术家们在传承传统年画的制作工艺、图案题材和形式语言的
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和探索，使年画在保持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的同时，又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
这种传承与创新的互动关系，是年画形式语言演变的内在动力。

年画演变趋势所反映的审美观念变化主要体现在形式语言的多样化、艺术风格的现实主义倾向、文化
功能的时代化以及审美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等方面。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现代审美观念对传统艺术形式
的改造和升华，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总的来看，在我国传统年画作品中，其所描述的主要内
容均与当时的社会生活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受众可以通过年画有效实现对于现实生活的感悟，从而
进一步引导其对年画作品进行理解与认知，有利于实现受众情感的充分发挥与调动，对于年画艺术形式的
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然而，就目前而言，部分年画作品的主题与题材并未有效与当今的社会生活
相联系，从而不利于人民群众对于年画产生相应的情感。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化和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年画艺术的创作和传播中。这些技术为年画艺术的
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可能性。例如，通过 3D技术、AR技术等手段，可以将年画作品以更加生动、立体
的形式呈现给观众；同时，数字印刷技术也使得年画的制作更加便捷和高效。

在信息时代，网络对于年画的图像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便捷效能。虽然网络无法完全替代纸质年画在百
姓生活中的切实作用，但它为年画的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便捷的方式。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浏览、
下载和分享年画作品，从而更加便捷地了解和欣赏年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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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年画艺术的审美方向转变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们需要不
断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涵，同时结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进行创新；同时还需要积极引入科技手段来推
动年画艺术的发展和传播。

四、年画艺术趋势改变的意义

年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与改变承载着深远的意义。年画艺术通过不断改
变，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融入了新的时代元素。这种改变使得年画艺术得以在保留其独特魅力的
同时，更加贴近现代生活，满足当代人的审美需求，从而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新的年画艺术风格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需求，使不同群体通过年画产生文化共鸣在社区文化
活动中，展示和制作具有现代风格的年画可以吸引不同年龄段和文化背景的居民参与，增进社区居民之间
的交流和互动，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它还可以促进文化认同。当人们看到经过创新的年画依然保留着本土文化的核心元素时，会增强对本
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比如，海外华人在看到融合了现代风格和传统中国文化元素的年画时，会更加深刻地
感受到自己与祖国文化的联系，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

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认识的加深和对艺术品收藏的热情高涨，年画作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艺术品，
其经济价值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一些精美的年画作品不仅成为家庭装饰的佳品，还成为收藏家们竞相追逐
的对象年画艺术风格的改变能够拓展年画的市场。在旅游市场，风格新颖的年画可以作为特色旅游纪念品
吸引游客购买。比如，以旅游景点为主题、采用创意设计的年画在旅游景区销售火爆，为当地旅游业带来
经济收益。在文化创意产业市场，经过艺术风格创新的年画产品可以作为文化创意商品进入商场、电商平
台等销售渠道，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

它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年画风格的创新可能涉及新材料的使用，这会促进材料供应商等相关产
业的发展。同时，为了制作风格独特的年画，可能需要新的印刷设备或制作工艺，这也会推动印刷、手工
艺等产业的进步和发展。

年画的内容往往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人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以及价值观念等。随着社会的变
迁，年画中的主题、人物形象、色彩运用等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成为记录历史、反映时代变迁的重要载
体。

在全球化背景下，年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有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豪感。通过年画这一艺术形
式，人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同自己的文化根源，进而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和独立性。

五、评价与反思

年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还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
富的文化内涵，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喜爱。以下是对年画艺术的评价与反思。 年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
值。年画起源于古代的“门神画”，历经数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它见证了中国春节文化
发展，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历史变迁和民俗风情以及人们的审美追求，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
价值。

年画在色彩上大胆使用红、黄、白、绿、黑等鲜艳颜色，形成充满活力的视觉效果。这种色彩运用不
仅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并且年画的组成元素往
往丰富多样，人物、动物、花鸟等形象栩栩如生，展现出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年画往往通过图案和文字
的结合，融入丰富的寓意和祝福。如“福”字、鲤鱼、蝙蝠等图案，都寓意着吉祥和幸福，寄托了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现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使得年画在民间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逐渐缩减。因此如何年画资源的保护和发掘是
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年画资源的保护和发掘必须符合民俗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然而在数字化的今
天，纸质媒体的生存空间也在受到挤压，这样的大环境似乎使人预见到传统年画走向衰落的时代。因此弘
扬传统固然重要，但求新求变方能找到出路。即使是古旧的文艺作品，只要选对了媒体载体，依然可以以
适应时代的新面貌呈现。就像新式年画曾成功适应工业化时代一样，在未来，年画的艺术风格以及文化符 号
也不应止步于纸质媒体时代的框架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年画艺术面临着传承与创新的双重挑战。一方面，
需要加强对传统年画的挖掘、整理和保护工作，确保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也需要积
极探索年画艺术的创新发展之路，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和市场变化。

在商品经济时代，年画的市场需求逐渐萎缩，受众群体也趋于老龄化。为了拓展年画的市场空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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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培育新的受众群体，特别是年轻一代。可以通过举办年画展览、开展年画教育活动等方式，提高公
众对年画艺术的认识和兴趣。

年画艺术的教育和普及工作至关重要。可以将年画艺术纳入学校美术课程或课外活动中，通过课堂教
学和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作能力。同时，也可以利用媒体和网络平台广泛宣
传年画艺术的价值和意义，提高公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结语

年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面对新的挑战
和机遇，将年画艺术传承发展下去，需要加强传承与创新、拓展市场与受众、引入技术与材料以及加强教
育与普及等方面的工作，以推动年画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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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esthetic Direction and Trends of New Year Picture Art

Meng Xiangze1 , Zhao Qianhu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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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 of New Year pictures is a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essence, modern elements are
continuously integrated, achiev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New Year picture
work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learn from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forming a rich and colorful artistic style of New Year picture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expressive forms of contemporary New Year pictures are more abundant, and the themes are more
diverse, with more attention paid to real-life and social issues. Artists express their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real life through New Year picture works, conveying positive values and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 art of New Year pictures has also
begun to combine with new media and others, presenting new art forms and bringing new aesthetic
experiences. The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art makes the art of New Year pictures closer to
modern life and meets people's diverse aesthetic need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s a treas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rt of New Year pictur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national culture and enhancing cultural confidence.

Keywords: Aesthetic Anthropology; New Year Picture Art; Aesthetic Direc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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