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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届”年味儿有点儿时尚
——观察年轻的春节文化产品设计者

年味儿是什么？是儿时庭院里噼噼啪的鞭炮声、兜里鼓囊囊的压岁
钱，是长大后桌上热腾腾的年夜饭、街上高高挂的大红灯笼，抑或是后来
手机里满屏的红包、心里默念好运来的集福卡。

生活变化，科技发展，身边的年味儿不断被赋予新内涵、呈现新形
式，但这股藏在中国人记忆深处的味道，从未变淡。

传统与创新似一对孪生兄弟，交织共生。“他们俩”被一群年轻的“设
计师”视作珍宝、捧在手心、汇入脑海、融入设计。年味儿新内涵、新形式
的背后，是年轻的“设计师”对传统年俗的全新打造，他们希望用自己的
积累和智慧，传达出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祝福与向往。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说起年画，不少人的印象还停留

在面目肃然的二位门神，或是憨态可

掬的送财童子。而在“年画女侠”刘钟

萍这里，年画早已不是老样子。

用“脱单神器”“行桃花运”来解

释传统的喜神和合二仙；用“逢考必

过”来解释状元及第；用“二孩神器”

“儿女双全”来解释传统的送子娘娘

……她把年轻人感兴趣的语言巧妙

融入传统年画，让佛山木版年画里的

诸神以崭新形象出现。

85 后青年刘钟萍，是佛山木版

年画的市级非遗传承人，在刘钟萍看

来，年画承载着人们代代相传的美好

情感，但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

年画的记忆也出现过断层。“接续很

难，一幅作品仅简单依靠‘好看’这一

条，无法达到效果。”刘钟萍说，要想

办法将非遗带入大家的生活，它才有

生命力。

就这样，潮流热词和流行形式一点点融

入刘钟萍的年画创作，深受年轻顾客欢迎，帮

助木版年画打开了销路。但刘钟萍明白，时

尚的表达理念，其实也离不开传统。她说，年

画里悠久的故事和精神内核是世代相传的。

与古老的艺术形式一同传承的，还有手艺

人的匠心。80后民间艺术家谢范生是福建南

平非物质文化遗产竹木工艺画的第三十二代

传承人，出生于竹木画世家，深受父辈精益求

精的品格影响。

为庆祝辛丑牛年的到来，谢范生从四年前

就筹备复制韩滉《五牛图》来制作《俯首甘为孺

子牛》。其实这已是他第三次复制了，过去的

《五牛图》采用8个色调，这次突破到了13个，

并且实现了1∶1大小的还原。面对厚薄不一

的竹衣，他掌控炭火温度的手法越来越纯熟，

牛绒毛的走向和光感越来越逼真。看着这幅

好像刺绣品的《五牛图》，很多人想象不到这是

用竹木做出来的。

“我希望以一种新的思路、新的定位，精准

地表现传统文化。”谢范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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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拜年，已成为“新四大年俗”之一。

借助表情包来云拜年，也成为最方便实用

的选择。

“我们平时聊天经常喜欢搜集各类好

玩的表情包，传达一些文字传达不了的情

绪。”热衷使用表情包聊天的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研究生吴冰玉，今年年初参与了一项

被她评价为“好玩”的项目——制作年画表

情包。

“年画话年”系列表情包，由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副教授原博带领的设计团队制

作，设计上借用木版年画中的神仙形象，加

以矢量化造型和波普风的动态表达，使之

融入年轻人的热门话题和聊天场景。

在设计中，大家确定了一个基本理念

——要想增强传统年画在移动网络中的渗

透力，就一定要突破常规。吴冰玉在设计

抢红包专用表情“再来一个”时，开始用的

是朱仙镇年画中“马王”的形象，因为马王

有三眼四臂，非常适合抢红包“眼观六路，

手抓八方”的感觉。后来在一次讨论中，导

师原博指出朱仙镇年画中也有“牛王”的形象，今年

也正好是牛年，于是他们将“牛王”和“马王”合二为

一。长着牛角的三眼四臂“牛马王神仙”就这样诞生

了，成了表情包里唯一的“合体神仙”。

春联是“年味儿”里的又一大文化形式。今年春

节前，光明日报发起了“全球共写新春联”的互联网线

上活动，90后青年刘梦是活动执行人之一。

活动开启前，她对人们的参与度还没有十足把

握，可实际效果远远超出整个团队的预期：活动征

集到近万副线上春联，还有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华

侨和外国人发来的短视频……

谈起设计活动的初衷，刘梦说道：“春联作为中国

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是长时间积累下来的优雅、体

面的表达方式，今天仍旧为人所喜爱。它传递着文化

记忆中一种古老、朴素的情感。今年，受疫情影响大

家过年的方式可能有变化，但对年俗的向往始终在。”

“他乡守岁，幸福何方不增岁；就地过年，平安在

哪都是年”，这样别具一格的作品，是此次获奖春联里

的“人气王”。“在我们年轻人看来，它与当前环境和心

境相符，是今天的表达、此刻的表达、生活的表达。”刘

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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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节，有点特殊。

随着就地过年的倡议在各地得到响应，如何让不能回

家的人们感受到家的温暖，成了许多年轻策划者的课题。

山西青铜博物馆的85后青年吴楠，与团队设计了

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银饰在山西有着悠久的历史，“晋工”银饰享誉一

时。吴楠所在的团队就此原创打造了“如银岁月 美

意延年”山西传统银饰展。

如何才能让历史“活过来”？吴楠想到了“邀请观

展者做手工”的方法，让它与展览主题相配合，这样既

动了脑，又动了手，能切身体悟历史。山西的银饰品类

众多，有头饰、耳饰、项饰等，可以给观众们发互动材料

包，通过“传统银饰知多少”的线上微课堂，让观众们制

作“金丝婉转”掐丝画、“饰美牛年”绒花发簪等。此外，

山西青铜博物馆还举办了“福牛贺新岁 文物话新春”

的直播活动，观众们可以一边拿着自己制作的“长乐未

央”的走马灯、“迎新纳福”的醒狮灯，一边看直播。

就职于河南省文化馆的80 后青年王濮希望借助

春节活动，唤起人们对乡土的感情。

黄河、美食，构成了不少人心目中“老家河南”的乡

愁。美食承载着年味儿，也饱含着期盼。于是，王濮规

划着将这些元素利用起来，去黄河岸边录制舌尖记忆。扛着摄像

机，走在黄河边，拍拍那些新鲜出炉的美食。

2月4日，“欢乐过大年·迈向新征程”全国“村晚”河南省登封

市大冶镇朝阳沟村分会场正式上线，村民们的拳头功夫、洛河大

鼓齐上阵，全网有77万余人次点击观看。回想录制过程，王濮觉

得虽然教村民演出、联系舞台的工作很辛苦，但看到他们展现

自己、享受新年喜悦，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如今，像王濮、刘钟萍、“年画话年”团队这样的年轻

人，正成为打造现代社会年味儿的主力军。原博认为，

这一代年轻人要传承和创新年味儿，需要学会“瞻前

顾后”。“这意味着一方面要温故而知新，让年轻人

更多地了解传统年俗及其背后蕴藏着的丰富文

化内涵，提炼挖掘其中的文化、艺术及审美价

值。”原博说，“另一方面要探索未知，了解

科技发展对媒体环境和生活形态所产生

的巨大影响，思考如何以年轻的视角

将传统的年俗与新媒介、新载体、

新平台进行合作，探索创新转

化的新模式，以设计联结起

传统工艺与当代生活。”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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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钟萍在制作木版年画。谢范生埋头于竹木工艺画的设计。
“年画话年”表情包制作团队对神仙形

象做的萌化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