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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新媒体
打通年轻人市场

临近春节，记者来到位于潍
坊市寒亭区杨家埠社区的西长兴
画店作坊，几位老手艺人正在套
印杨志滨今年新创作的《金蛇献
瑞》年画。6块颜色鲜明的色版整
齐地摆放在一旁，只见负责印刷
的师傅先将色版摆正，手拿棕把
子熟练地刷上颜料，随即翻纸趟
压，一块色版只能在年画上呈现
一种颜色，要完成一幅年画，通常
需要5至6块色版。杨志滨站在中
间，一边看大家工作，一边跟大家
随时交流年画套印过程中呈现出
来的颜色效果，哪块色版颜色重
了，哪个步骤不完美了，他都了然
于心，一幅完整的年画作品，往往
要经过数道工序。

2024年11月，杨志滨开始创
作《金蛇献瑞》，用他的话说，这
次创作让他觉得很“忐忑”。这是
他第一次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
与公司合作进行联合销售，由于
这次合作公司的客户群体非常
年轻，杨志滨有些担忧自己的作
品会不受年轻人喜欢。

“每年的生肖年画，对于年
画艺人来说都是一次机会。”杨
志滨说，生肖年画的销量其实
是比较好的，创作的重点就是
要有新意，跟现代年轻人的审
美相结合。通过互联网社交平
台，杨志滨发现了很多喜欢年
画的年轻人，他们或因为找不
到合适的学习路径，或对传统
文化不了解，以至于与年画之
间似乎总隔着一层“壁”。年轻
人赤诚的热爱鼓舞了杨志滨，
他在与这些鲜活的灵魂交流过
程中，逐渐找到了适合杨家埠
年画创新发展的道路。

创作《金蛇献瑞》，对杨志
滨来说是偶然，也是必然。金黄
(橙)色的蛇身上牡丹、荷花争
相斗艳，石榴、柿子硕果累累，
一串串铜钱象征着对美好未来
的期许与希望，缠绕的葫芦、如
意与中国结象征着对新春的殷
切祝福，这幅作品共用了6块色
版，以红、橙、黄等暖色为主色
调，象征着祝福与美好。一完
成，就被合作公司下单2000多
幅，在小红书等平台进行销售，
在平台售价为78元。

这一次合作让杨志滨明白
了艺术不能孤芳自赏，只有交
流、协作，才能让更多人了解、
喜欢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

同样是在2024年，由山东吉
相宝宝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
长于茂津提出创意，杨志滨组织
雕版、套印完成的《潍坊吉象》年
画也同步问世，这幅作品是以目
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象之一，
唯一以中国城市命名的猛犸象
种类“潍坊象”为设计原型，是充
分展现潍坊文化“年味儿”十足
的典型杨家埠木版年画作品。

跨界联名
戳中各地消费者审美

为了迎接蛇年春节，杨乃东
创作了一幅非常具有杨家埠年
画特色的作品《灵蛇献瑞，紫气东
来》，寓意金蛇狂舞，富贵吉祥，紫
气东来。2024年11月，杨家埠木版
年画亮相“与辉同行”山东专场直
播间，杨乃东和董宇辉一起现场
展示的作品正是《灵蛇献瑞，紫气
东来》，目前该作品线上线下售
出数量已经有3000张左右。与
此同时，杨乃东还将杨家埠木版
年画与美妆品牌联合，创作了

《蛇转乾坤》系列礼盒，在礼盒内
部扫码可以看到杨家埠木版年
画制作工艺的详细视频。

杨家埠木版年画，是一种流
传于潍坊市杨家埠的传统民间
版画。其工艺精湛，色彩鲜艳，内
容丰富。杨家埠木版年画乡土气
息浓厚，制作工艺别具特色，与
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并称中

国木刻版画三大产地，2006年5月
20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现如今的杨家埠木版
年画，可以是游戏、可以是化妆
品、可以是汽车，也可以是帆布
包和抱枕，它正在以崭新的形式
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2023年1月，风靡全球的游
戏《原神》推出了纪录片《流光
拾遗之旅》，首期聚焦的便是杨
家埠木版年画，将游戏中的“五
夜叉”刻印成年画作品，而与之
进行合作的正是杨乃东。该纪
录片发布仅3天，全网播放量就
超过400万次，目前已在超过
20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制作了
15种语言字幕的版本。

杨乃东认为这次创作的难
度非常大，是他从艺50多年来
遇到的最难的一次创作。杨乃
东说：“这幅《五夜叉》里包含了
20多种颜色，由于色块非常小，
刻版难度增大，刷颜色的过程
是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每一
种颜色都要印两三遍，一幅画
下来要印五六十遍，从刻板到
最后完成花费了大半年时间。”

正是这次合作为杨家埠木
版年画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粉
丝”，有慕名前来拜师学艺的，也
有想购买杨家埠木版年画的。

“泼天”的流量让杨乃东突然明
白，对于杨家埠木版年画来说，
如果仅仅把发展的视角放在销
售年画上，很难让这个行业能够
真正从市场中“杀出重围”。创
新，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

如果说杨乃东是传统匠心
的守护者与传承者，那杨静就

是文化创新的尝试者与拼搏
者。开网店、做文创、跨界联
名……杨静介绍，截至目前，他
们已跟20多种产品进行了联名
合作，范围辐射各种品类，影响
人群覆盖各个年龄阶段。

传承与保护并存
木版年画再登巅峰

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目前，杨家埠木版年
画已经成为潍坊市寒亭区文化旅
游产业的主要项目之一。当地现
有年画业户20余家，相关从业人
员200余人，年产年画1亿余张。

“艺术是多元的，创作也应
该是多元的。”杨志滨说，作为杨
家埠木版年画的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他既有对于艺术方面的追
求，更有跟市场和年轻一代相结
合的作品，无论是跨界合作还是
协同创作，都是杨家埠木版年画
在现时代谋求发展所开发的不
同道路，它来源于中国人对于春
节和新年原始质朴的追求向往，
终究伴随时代的发展，回归到大
众最基本的生活中来。

于笔墨丹青间描绘的“年味
儿”，寄情在刀锋雕刻间的怅然
里。杨家埠木版年画以平实、真
挚的情感托举了潍坊非遗代表
性项目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它从
来都不曾是遥不可及的艺术孤
品，也不会成为躺在玻璃柜中的
遥远传说，它是鲜活的、浪漫的，
是融汇在潍坊乃至全国人民春
节里不可或缺的情愫，亦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春节深情的
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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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正是年画销售的旺
季，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省级
代表性传承人杨志滨的西长兴
画店作坊里，几位老手艺人正
在套印今年新创作的《金蛇献
瑞》年画。

与此同时，杨家埠木版年
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乃东
正在自己的和兴永画店里整理
年画。临近春节，不仅年画销量
上升，来拜访杨乃东大师的社
会人士也多起来，杨乃东热情
地向每一位访客介绍自己今年
新创作的蛇年生肖年画，儿媳
杨静化身他的“金牌讲解员”，
将这个传承600多年的国家级
非遗娓娓道来。

杨乃东正在制作年画。 受访者供图

《红楼梦》主题的木版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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