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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埠年画的全媒体传播策略及价值研究
曲　蕾

（潍坊理工学院，山东 潍坊 261000）

摘要：随着全球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传播媒介开始呈现多样化发展。任何艺术形式的内容，都在不断地尝试更加快速便捷的传播媒介，

包括文学、绘画等。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艺术年画也在不断地探索新的发展出路，杨家埠木板年画的传承人们不仅从创作

理念、创作手法上进行的大胆的革新和创作，更是在其传播路径上下足了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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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家埠年画的历史背景

杨家埠木版年画起源于山东省潍坊市，中国四大木板年画之

一，但提起潍坊，人们总是“只知风筝，不知年画”。因为潍坊

是一座风筝之都，每到春天世界各国的友人都会齐聚潍坊一睹潍

坊风筝节的风采，所以在潍坊的宣传更多是侧重在了风筝上，但

是木版年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艺术，对其宣传的

路径和策略仍需继续改进和创新。杨家埠木板年画寓意美好、造

型奇特、色彩艳丽且非常具备装饰性等特点。在数百年的发展过

程中，杨家埠木版年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创新产品，已经

具备与时代共成长的条件。基于此，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内容丰富

多样，不拘一格。但是在其传播过程中，杨家埠的木版年画却遇

到了发展瓶颈。传播媒介单一成为杨家埠木版年画发展最大的绊

脚石，使其来到没落的边缘。所以在新时代背景下，将杨家埠木

板年画与数字化时代相结合，搭上跨媒体传播的快车，有助于这

一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传播，更好地将杨家埠木版年画宣

传出去，弘扬潍坊当地这一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能够促进传统

文化的发展，增强民族自信，同时能够为全国其他的非物质文化

的发扬和传播开辟一条新的出路。

二、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发展瓶颈

（一）产品形式单一

由于杨家埠木版年画特殊的制作工艺，几百年以来杨家埠木

版年画都是以纸质品进行出售和收藏，其造型设计和内容呈现中

多沿袭固有的模板或风格。此外，杨家埠大观园内缺乏专业设计

人员，因此其开发的有关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关联产品种类较少，

逐渐不再满足日益增强的市场需求，也让消费者难以产生购买的

欲望。

在产品形式设计上，杨家埠木版年画应紧随时代热潮，根据

当下潮流设计内容以及产品形式。例如设计国潮元素印在文化衫

上、挎包上等。大家可以穿在身上，彰显大国文化自信。也可以

根据木版年画的形象，设计漫画书，连载四大名著，比如小朋友

们喜闻乐见的《西游记》等。或是根据年画元素设计化妆品，形

成系列套盒，走国潮时尚风。以此来拓宽产品设计形式的种类，

让年画产品不再是单一的印在纸上、贴在墙上，而是能够在生活

的各个角落、各个方面都能够接触到年画，只有让年画风刮起来，

形式多样，喜闻乐见，才能真正打开传播渠道。

（二）传播方式单一

杨家埠木板年画本身凝聚着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

它是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然而杨家埠木板年画的传播方式止步

于单一的文字记载和口口相传，文字功能仅仅在于对传统文化的

记录、保存，但对于其中蕴含的民俗风格、地区特色、艺术张力、

情感变现是无法彰显的。杨家埠木版年画作为齐鲁大地上的艺术

瑰宝，对其利用现代科技进行保护与推广是极其有必要的。

在全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如果仅仅还是依靠单一的文字记

载和口口相传已经不能满足快车道传播的速度和要求了，所以必

须搭上全媒体的快车道才能不落于人后。从地方政府领导入驻直

播行业带货当地产品来看，直播带货已经是一个风向标。利用新

媒体传播能够对受众精准定位，精确传播。想要走出去，不能仅

仅依靠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应该拓宽传播渠道。例如新兴的自

媒体，朋友圈、微博、短视频、各种直播等等。不同的 APP 能够

覆盖不同年龄阶段、不同阶层、不同兴趣爱好的受众，在不同的

APP 上进行传播会有不同的受众，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三）创新能力不强

创新是任何产品的生命力，也是核心竞争力。在文创产品中，

创意尤其重要。随着审美水平的不断提高，千篇一律的内容已经

不能被大众所接受，受众更喜欢紧随时代潮流的内容，能体现文

化自信的内容。在杨家埠木板年画的创意设计调研中，可以看出

在产品的实际中缺乏创意设计，这源于杨家埠木板年画缺乏创意

核心和专业设计团队。当然，这与经费不足也有很大的关系，在

杨家埠年画的开发和创作中，主要还是依靠当地手工艺人进行创

作和印刷。而当地的手工艺人的创作来源依然是传统的纹样和图

案，没有过多的创新能力。与此同时，创作者缺乏创新意识，在

他们的创作观念中，年画是传统的，是一种老祖宗留下来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所以需要的是继承，并不是创新。当缺乏创新能力

的时候，就无法设计出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在对其他印刷类非遗产品的调研中，可以了解到木板年画除了可

以制作成明信片、速记、纪念封等传统纸质收藏纪念品之外，还

可以做成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创产品，比如学习用品、时尚

口杯、传统团扇、特色印章等，还可以将年画元素加入纺织品中，

比如服装印花、民族包包、特色窗帘、枕巾被套等。

（四）顾客定位单一

目前，青年人也是喜爱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群体，但是目前的

杨家埠年画却忽视了这一主体人群。现在的杨家埠木板年画的消

费群体主要定位在成年人，主要的产品定位于收藏品和礼品，为

了大力推广和宣传，杨家埠木板年画应该推出优质文创产品，考

虑到创意性、趣味性和实用性，力求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和认可，

使其喜爱和接受杨家埠木板年画的艺术元素，激发人们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热爱，提高民族自信。同时，在价格方面，应满足不同

年龄层次的消费群体和消费能力，在价格定位上实现较大的梯度，

从低档到高档都要有所涉及，营造较大的认知范围，从而取得良

好的品牌效应。

（五）缺乏宣传力度

非遗产品除了做好继承工作之外，还应做好其宣传和推广工

作，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搜索杨家埠木版年画，仅有相关文字介绍，缺乏相关的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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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大视频平台上搜索杨家埠年画时，其内容依旧是乏善可陈。

但是其他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国潮相结合后，内容却是非常

多。在评论互动区，大家的讨论热情也非常之高。由此可见，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并不是小众文化，也并不是不被接受的。但

是在接受的过程中可能需要进行嫁接。无论是内容的嫁接还是形

式的嫁接，或是传播媒介的嫁接，这都是必要的。而我们在搜索

引擎和各大门户网站上是不太容易看到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宣传。

由此可见，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关于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推广与宣传

并未大规模的展开，更缺乏以实践形式的针对“杨家埠木版年画”

推广与传播的项目。没有宣传，就没有知名度，也就没有热点讨论。

如果仅仅是靠传统的手工艺人进行制作，靠传统的媒体进行宣传，

效果明显是逊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发的，那么在受众的接

受程度上，也会因此而降低。因此结合当下火热的全媒体传播方

式对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推广与传播是极其有必要的。

三、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全媒体发展策略

（一）木版年画的数字化演绎

全媒体发展环境下以杨家埠木版年画传播推广为目标，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政策支持下，将新媒介手段结合并应用

在传统工艺上进行数字化的演绎。以全新的视角对其进行探索与

推广策划，以跨媒体联动的方式在传承民族传统民间工艺的基础

上，建设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市场化开发与推广道路。跨媒体联动，

将多媒体进行融合，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媒介对杨家埠木版年

画进行统一的宣传。会达到多媒体联动，形成多点齐发的宣传效果。

不同的媒体会有不同的宣传方式，也会有不同的宣传路线。比如

微信公众号是图文的方式，可以用文字进行详细的介绍。短视频

可以进行讲解和实物展示，360 度介绍杨家埠木版年画，起到更

好的互动作用。运用淘宝直播，可以一边介绍杨家埠木版年画的

同时，一边进行带货。这样既能够对杨家埠木版年画有一个好的

宣传，也可以将杨家埠木版年画销售出去，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

针对不同受众制作不同风格化的影像资料，各个相关新媒体平台

上进行宣发，加强与粉丝互动、定期维护账号，专注数据分析、

分析受众群体需求、做好社群运营，结合跨媒体传播方式对杨家

埠木版年画进行推广以达到多平台交互引流的作用。

（二）木版年画的微信公众号传播

建立“听年画讲故事”微信公众号，通过走访调查、查阅相

关资料以及采访杨家埠木版年画的传承人，了解杨家埠木版年画

的制作工艺、历史文化以及精神内涵，同时记录年画制作者讲述

杨家埠年画中的故事，将文学作品与年画内容结合起来，编写推

文进行发布。

（三）木版年画的微博传播

微博侧重于以全新的模式运用于传统文化与新媒体结合的传

播，主要发布关于杨家埠木板年画的影像内容。在杨家埠木版年

画的影像制作上，将摒弃以往“解说词 + 采访”式的传统形式，

而是通过，“听传承人讲年画，让年画讲故事”的形式推广杨家

埠木版年画。通过全媒体技术专注受众数据分析，分析受众群体

需求，与粉丝互动，联合杨家埠木版年画景区共同运营相关账号，

设立粉丝激励机制、做好社群运营。

（四）木板年画的抖音传播

木板年画的抖音传播在关于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推广与营销上，

此项目在进行相关视频的制作中会在一定程度上将杨家埠木版年

画参照“中国非遗文化”“非遗文创作品”“传统文化国潮风”

等主题进行相关的推广，近年来的国潮热将在一定程度上打开杨

家埠木版年画的营销市场。本项目能够为“杨家埠木版年画”文

化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扩充“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途径，提升

大众对“非遗”保护和传承的自觉性。集中制作的有关杨家埠木

版年画的相关影像资料通过新媒体技术的推广，能够为潍坊地区

木版年画的手工艺人们带来一定量的关注度，为杨家埠木版年画

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同时，也为“非遗”的推广与传播提供经验。

（五）木板年画的小红书传播

小红书上主要发布关于杨家埠木板年画的制作工艺、历史文

化和精神内涵，用户可小红书学习相关的木版年画的制作工艺，

同时在小红书中添加线上教学链接，由杨家埠木板年画手工艺者

定时开课，线上教学的流行为木版年画的推广开辟新方式，消费

者通过网络付费可以在家学习到制作木版年画的工艺，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这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发展，整合杨家埠木版年画的传承

者、手工艺人、从业者，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木版年画工艺的教学，

这也是开辟了民俗文化传承的新方式。

（六）木版年画的淘宝直播传播

参照近年来的国潮文创产品热度，将杨家埠木版年画与潮流

产品结合。打破传统的销售方式，开设淘宝店铺，将线上线下、

实体网络相结合，实现杨家埠木板年画的，销售多元化在。在淘

宝销售杨家埠木版年画实物、专属定做产品及系列文创产品。通

过对顾客的数据分析，以便更精准地找到目标客户，推动销售模

式转型升级。将年画销售至海内外各地，才能切实地让年画走出

杨家埠，达到真正高效的宣传效果。

（七）制作专属年画 APP

利用专属 APP 对杨家埠木板年画进行品牌推广，用户们可以

免费下载 APP 进行使用。其中包括网课教程、年画商城、动态交

互设计三个部分。网课教程直播课程和免费课程，直播课程中由

手工艺者定时开课，一对一进行实际教学，可以随时与老师进行

沟通交流，手工艺者给学者提供全程的指导和教学。免费课程是

提前录制好的课程上传到 APP 上，供用户们了解杨家埠木板年画

的制作工艺和大体流程。年画商城是专属网络营销平台，用户们

可以在平台上选择喜爱的年画或者文创产品，也可以与制作者进

行线上的交流，实现手工艺者的直接盈利和年画爱好者的购买便

利。动态交互是用户们可以下载年画 3D 模拟展品，通过指尖与软

件的交互，触摸到年画和雕版的纹理、获得杨家埠木板年画的文

化背景知识，也可以了解到本幅年画所开发的文创产品，可跳跃

到年画商城进行购买。

四、总结

伴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全媒体时代也已经全面落地生花。

杨家埠木版年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发展也必须借助全媒体

手段，利用数字化的传播方式，将年画从潍坊推出去，让更多的

人认识到年画，了解年画，进而爱上年画。与此同时，也可以通

过数字化传播将年画的内涵特征加以介绍，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

新技术相融合，乘着时代的东风，让年画像蒲公英一样吹到世界

各地。在全媒体时代下，让年画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占据更多的

市场，更好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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