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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手机被称为“第五媒体”，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传播平台不断升级和拓展，围绕手机所进行的传播活

动也越来越普遍。桃花坞木刻年画是中国民俗文化的一部分，曾在农历春节期间木刻年画风靡一时，成为过年

时节的时尚。本文以苏州非遗文化“木刻年画”为例，探讨在新传播环境下民俗文化的新传播和新发展，提出

传统民俗文化必须拥抱新技术，在“第五传播”的新时空中获得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焕发新的时代生

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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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是从明代发展起来的民间艺术流

派，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与河南朱仙镇、天津杨柳青、山

东潍坊杨家埠、四川锦竹的木版年画并称为中国五大民间

木版年画［1］，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传承，但到了近代，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特别是廉价

印刷品的涌现，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的实用性功能逐渐减

少，工艺有些失传，市场也在不断萎缩，木刻年画的发展

停滞不前。在 2006 年，桃花坞木刻年画经国务院批准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文化得以保护和传承，

特别是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把桃花坞木刻年画引入

校园，成为了大学里的一门常设的专业课程，苏州桃花坞

木刻年画的保护和创新都有了很好的基地。
那么，如何实现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在当下的保护和

创新呢? 如何让传统文化重新绽放璀璨的光芒，实现真正

意义的发展呢? 笔者认为最为核心就是传统文化的新传播，

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实践传统文化，从而爱上传统

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保护和重构，重塑中华民族

的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体现时代价值。我们知道，媒介

形态的发展使得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新的传播方式，“朋友

圈”“微媒体”等新概念层出不穷，手机更成为了现代人

的生活方式之一。2017 年 1 月 22 日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 ( CNNIC) 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7. 3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3. 2%，截至 2016 年 12 月，手机

网民规模达 6. 95 亿。［2］这是一个庞大的用户人群，若我们

的传统文化推介能够借助互联网手段，及时而且有效地传

递到目标用户群，对于传统文化消费者的培养很有价值。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有价值

的尝试，形成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首先，是对于“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商业平台的传

承与保护。我们知道，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能够繁盛很大

程度是因为当时社会市井的需求，有需求才有市场，有市

场才能形成有效益的商业。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在长期的

传承与保护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特色的产品，借助“诚品

书店”的开业，通过“诚品采集”等多种形式，让苏州桃

花坞木刻年画走进了诚品的艺术空间，在“诚品书店”的

平台上不是简单介绍有关桃花坞的书籍，而是以木刻年画

的工艺基础上做礼品做新的尝试，既体现人文风格，又体

现人居品位。在新的时代特征下，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成

为了代表苏州独特气质、体现手工艺情怀的文化载体和表

现。
第二，是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数字化推广和传播。数

字化的推广和传播是新媒体技术下的新的展览和陈列方式，

特别在手机为主的“第五媒体”时期，一场很好的活动需

要最大限度地推广和传播。在农历丁酉新春之际，“苏州桃

花坞木刻年画展”在法国友好城市格勒诺布尔隆重开幕，

百余幅精美的年画吸引了众多法国艺术家和市民的目光，

他们参与其中，体验年画的创作及印制过程。这次展览展

示活动虽然远在万里之外的法国举办，但是活动的盛况通

过微信、自媒体等方式得到了很大的传播。
第三，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发挥传统文化魅力，用手

机链接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跨时空的技术链接和艺术融

合。在古色古香、典雅的朴园内，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博

物馆专卖店开张，一对门神年画价格 10 元，一套 6 张小年

画价格 20 元，等等，周边拙政园、狮子林、苏州博物馆、
忠王府等对公众开放，一场场的活动，一次次的展览，通

过微信公众号推送，无论周末雅集还是市民体验，人们的

日常生活与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

成为苏州古城区的一个靓丽的风景，一个文化好去处。
可以说，“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的美可以通过“第

五传播”的形式达到更大的影响范围，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新的传播技术一定会为民俗文化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生命

力，使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吴歌

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也许，有了更新的理念和

更新的表现，我们身边民俗文化的“意境美”一定会更多

地影响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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