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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互联联网网时时代代苏苏州州桃桃花花坞坞木木版版年年画画的的传传承承与与发发展展  
朱诚逸  

（苏州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苏州桃花坞年画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及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在我国民俗艺术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以及现代印刷技术的冲击，桃花坞年画日趋衰落。互联网时代，桃花坞年画的传承和发展应该抓住

机遇，勇于创新，借鉴其他民俗艺术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互联网传播快捷的特点走向国际，探索出符合时代特点的发展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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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艺术在中国古代有着吉祥幸福的美好寓意。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随着劳动人民过年风俗的演变和发展，从而

形成了一种我国民间特有的具有象征意味的装饰艺术。木版

年画的历史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远古时期的自然崇拜和宗教

信仰、祭祀等等。而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因为具有独特的艺

术魅力，在国内流派繁多的年画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它有自

己的独到之处，不但具有图文并解、题材多样、故事连续的

特质，在构图上也是丰满、精巧，富有江南水乡的温婉细腻

之美。 

一、桃花坞年画衰落的历史原因 

桃花坞年画在康熙、乾隆年间进入兴盛时期，木版年画

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深入到家家户户。太平天国运动时，

清兵围攻苏州，大多数店铺被大火烧毁，经营年画的店铺自

然也未幸免于难，大量的年画作品毁于一旦，许多珍贵的年

画资料也就此失传。桃花坞木版年画艺术从此一蹶不振。 
民国初年，因受到西方印刷术的冲击，传统木版年画渐

渐失去了广大的市场。直到19世纪初，桃花坞木版年画艺术
家创作了许多以当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新潮物件为主题的作

品，但这一类年画的数量及其有限，在当时没有产生较大的

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破坏了

经济，搞得民不聊生、百业俱废，势必又对年画艺术造成了

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艺术是一场浩
劫。当时，桃花坞年画被认为是封建迷信，遭到大量损毁，

在此期间，桃花坞木版年画全面停产。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大批画家和匠人以他们的满

腔情投入新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创作中。桃花坞年画开始慢慢

得到复兴。如今，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让我们步入了一个文化

多元交融的新时代，网络上的信息传播具有多样性的特点，

这促使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呈现在我们面前，让人眼花缭乱。

城市环境和每个人的生活习性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桃花坞

木版年画也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静静地藏匿在城市的某

个角落。除了部分专家学者和慕名前来的收藏爱好者愿意购

买外，普通市民无人问津。年轻一代对桃花坞木版年画更是

缺乏了解、不感兴趣，更不可能愿意学习桃花坞年画的制作

技艺。桃花坞年画的传承和发展任重道远。 

二、新时期桃花坞年画传承和发展的路径 

1.创新宣传渠道与政府扶持政策 
在互联网时代，桃花坞年画若要恢复以往的兴盛，必须

做好年画制作工艺的传承，并在宣传渠道、政府扶持政策方

面有所创新。1979年，桃花坞木刻年画社被重新组建起来，
人们又开始关注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有了新鲜血液的加入，

桃花坞木版年画作品的创作再次充满了活力，焕发了生机！

桃花坞年画的创新之路迈出了振奋人心的探索步伐。但是一

直到2000年，桃花坞木刻年画社所拥有的设计师仅两名，刻
工、印工也只剩3个人，几乎是处在停产的状态。为了继承和
发展桃花坞年画艺术，苏州工艺美术局和苏州工艺职业技术

学院在2001年6月联名上书苏州市市政府，就 “桃花坞木刻年
画社”的划转工作提出请示。等到2002年的5月，“桃花坞木刻
年画社”终于正式划转到了苏州工艺职业技术学院，这使得原
本已经陷入低谷的桃花坞木版年画艺术开始了它继承发展的

新阶段[1]。 
桃花坞年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传承和保护工作

需要来自艺术院校的支持，也需要学院派的声音来为它的发

展建言献策。但是真正要让大众认识、喜爱并且愿意来学习

桃花坞年画的制作技艺，还是要依靠传统媒体以及网络等传

播介质大力宣传。目前，艺术收藏品、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制

作是桃花坞年画的主要发展方向。那么，能否以商业软文的

形式将与桃花坞年画相关的旅游纪念品进行包装？软文通过

报刊杂志的刊载广泛地传播，再配合网络新媒体，比如微信

公众号、兴趣部落等，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互动关系，扭转

认知、培养兴趣，从根本上重新培育桃花坞年画的社会土壤。 
在年画艺术相关衍生品的开发上，也要尝试题材的创新。

现在市面上的儿童故事绘本大多画工粗糙，严重妨碍了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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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认知审美发展。桃花坞年画恰好有以多张连续性的年

画来叙述戏文故事的形式，将《杨家将》《西游记》等人民群

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传说、小说故事改编成拥有桃花坞年画特

色的儿童故事绘本，既拓宽了桃花坞年画的市场，又能让少

年儿童从小就接触到桃花坞年画独有的艺术风格，做到“年画
要从娃娃抓起！”更何况，一个孩子的背后往往凝聚着多名成
年人的关心，以桃花坞年画的风格来绘制的儿童故事绘本一

旦受到家长的追捧，必将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必须

在注重产品文化属性的同时，强调其创意性和功能性，以社

会公众需求为向导，根植于传统，紧扣流行文化的脉搏，增

强桃花坞年画艺术衍生品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在不断加强保护和传承力度的同时还要大范围地宣传桃

花坞年画艺术，这些工作都需要政府扶持政策的支撑。苏州

针对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保护和管理政策一直走在全国前

列。苏州人自古以来就有“小富即安”的思想，如果非遗传承
人拿到政府扶持资金后不作为或传承工作不到位，那么对年

画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就很不利。《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修订稿）》中明确地提出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称号以后不再是终身

制，文广新局将对非遗传承人进行相应的绩效考核以作为管

理依据。 
手工艺界正普遍存在着对 “传承人”头衔热评、热捧的歪

风邪气，其中有少数的传承人在其入选后并没有履行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职责。许多热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有着大量申报人数，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却很少有人

报名。苏州非遗文化作为城市的一种活态文化，它的继承和

发展需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代际传承，所以认定和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必要的。但这样的必要措施

并非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应该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相应的资格和政策支持，这种做法的最终目的是让

他们能够更好地带动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继承和发展，

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绝不能

只看个人的技艺高低，还要看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继

承和发展做了什么事，尽了哪些责任。该修订稿对此提出了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要采取绩效考核管理措

施，只要有以下三类情况可以换人：一是原有代表性传承人

去世；二是代表性传承人因年龄、健康等原因而丧失传承能

力；三是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却不履行相关责任与义务，

被取消传承人资格。针对后两种情况，市非遗办将每两年组

织专家进行一次资质与传承能力及传承绩效的考评工作[2]。 
《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

办法（修订稿）》还列出了缺少从业人员或已经进入《苏州市

濒危非遗项目名录》的项目，能力达到一定水平的中青年只

要能够通过相关的程序，就会被列为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候选。一旦发现原有传承人已经不具备传承能

力或者没有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职责，立即换人。

相信这一政策的出台会促使更多喜爱苏州传统文化的年轻人

愿意投入到桃花坞年画的学习和制作中来。 
2.借鉴苏绣与宋锦的成功经验 
早期桃花坞木版年画吸收了外来艺术的精华，使得作品

层次上升，甚至影响了日本浮世绘艺术，从而又间接影响了

欧洲印象派绘画，海外媒体称桃花坞木版年画为“东方古艺之
花”[3]。近年来，桃花坞年画艺术走向衰落，与桃花坞年画同

样代表苏州民俗艺术的苏绣、宋锦却频频在国际舞台大放异

彩。桃花坞年画的传承和发展应该学习它们的成功经验，抓

住机遇，走向国际。 
要善于利用名人效应，苏州绣娘姚建萍因其刺绣作品经

常被国家领导人当作国礼赠送人而出名，再加上她本人又善

于包装和宣传自己，从而带动了苏绣的发展。在当代，似乎

找不到名人或者艺术大师与桃花坞年画有关联，但是有一位

历史文化名人给桃花坞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那就是大才

子唐伯虎。看过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的人都知道，秋香最

喜欢的唐伯虎的诗就是歌咏桃花坞的《桃花庵歌》：“桃花坞
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

酒钱。”可见在明朝末年，桃花坞就已经声名鹊起，桃花坞年
画到了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才会与天津杨柳青年画形成“南桃
北柳”的态势。苏州本就是历史文化名城，利用江南才子的文
化效应，大力做好网络宣传。并且，配合苏州桃花坞木刻年

画博物馆，将唐伯虎与桃花坞年画联系在一起，开发旅游项

目，让五湖四海的游客都来桃花坞领略年画艺术。 
要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理念，2014年APEC会议过后，苏

州宋锦织造工匠抓住机遇，学习国外知名奢侈品的设计理念，

把宋锦产品打造成时尚的奢侈品，打通了中高端客户的渠道。

桃花坞年画的传承和发展也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理念，既要提

高年画的观赏功能，又不能削弱年画的实用功能。年画不应

该只是人们传统记忆中过年可有可无的一张纸，而是任何时

候都能拿出来翻看的精美的工艺品、艺术品。19世纪初，桃
花坞木版年画也曾出现了不少能够反映国内外事件和新潮事

物的作品，例如《法人求和》《苏州铁路大轮车》等。网络时

代，聚焦时事的题材十分容易就能获得，网络传播又只需要

设计图的扫描稿即可，免去了繁琐的刻板、套色流程。大量

地创作这一类年画作品，必然会使桃花坞年画成为微信、微

博疯狂转载的热点。此外，在宣传手段上也要多多运用国外

先进科技，诸如3D打印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全息影像技术，
给予人们更好的视觉体验。要先让大家熟悉并喜欢上桃花坞

年画，才有可能吸引他们来学习或体验原汁原味的桃花坞年

画制作工艺，购买桃花坞年画艺术的衍生产品。 

三、结 语 

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创作必须与时俱进，必须能够适应潮

流的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在多元文化互相交融的背

景下，桃花坞年画的传承和发展面临着重大的挑战，机遇与

风险并存。只有迎难而上，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

才能为苏州民俗艺术的发展探索出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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