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32022 年第 5 卷第 11期 高等教育前沿

探索与创新

民间年画元素在三维动画角色设计中的运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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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间年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独特

的寓意、特有的造型内容，获得广大受众喜爱和欢迎。通过借鉴、

提取民间年画中的艺术元素，设计人员不仅可传承和发扬民间年

画艺术，又能打造更具感染力、形象感的动画角色，提升三维动

画设计的吸引力。鉴于此，本文介绍民间年画的题材、艺术特征、

功能与文化特点，探讨民间年画元素在三维动画设计中的体现和

运用，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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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民间年画是一种广受大众喜爱的

传统艺术形式。动画角色设计具有极强的多变性、复杂性和综合性，

要想保证整个动画的质量，必须要精准设计动画角色。在塑造动

画角色的个性特征时，设计人员应注重绘画艺术，通过运用多种

类型的绘画艺术，绘画形象各异、造型各异、颜色各异的动画角色，

运用绘画艺术，给动画角色注入生命和活力。作为古典民俗艺术

的重要一支，民间年画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情感，透过

色彩、线条、韵味，淋漓尽致地呈现艺术审美特性与个性化的美

术风格。结合民间艺术元素，设计具有古典特色的三维动画角色

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间年画的基本题材分析

（一）神像类年画

在远古时期，人们缺乏一定的知识，十分崇敬大自然的力量，

早期的年画主题出现了神像、守护图腾，成为百姓迎接福气的重要

载体。在百姓的思想观念中，神像类年画承载了新一年的美好祝愿。

（二）吉祥类年画

在吉祥类年画中，人们结合日常生活和客观事物，选取黄色、

红色为主色调，经过理想化的处理，达到色彩、造型的和谐统一，

从而传递对家人吉祥如意的祝福。在春节期间，百姓会张贴大红

色年画，烘托节庆的氛围。

（三）历史传说类年画

年画是一种极具地方性的民俗艺术。在不同地区，年画的艺

术风格存在差异，记录了多种版本的历史传说故事，如《红楼梦》《白

蛇传》《钟馗嫁妹》等。经过手工艺人独具匠心的刻画，打磨一

系列情感细节，形成了历史传说类的年画题材，为传承历史文学、

传统道德观念提供了条件。

（四）叙事类年画

除了寄托美好愿景、记录历史的年画题材，民间年画还有展

现百姓生活的题材，创作者会根据时代背景，结合个人生活经历，

将生活小事创作成叙事类年画，画面具有极强的故事性、直观性

和典型性。一些年画还记录了时事趣闻、时令风俗，如胶南年画《春

华秋实》《扎糊棚》《二十四节气—阳春六节》等。

二、民间年画的艺术特征

（一）传承吉祥观念

作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年画题材包罗万象，最受百

姓欢迎的是吉庆类年画，此类年画的应用范围也更广泛。根据《山

海经》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因夜晚睡眠质量，要求画工将尉迟恭、

秦叔宝形象画在宫门上，早期具有吉祥的寓意。经过一段时间的

发展，张贴年画成为民间的节日风俗活动。每逢春节，百姓都会

张贴各种吉庆主题的年画，寄托阖家平安、风调雨顺、农事丰收

等愿望，将无限的生命力注入到年画中。诸多吉庆类年画造型至

今仍被沿用，如《天官赐福》《连年有余》题材常出现在门贴、

广告、日历中，这些题材不仅为民间生活增添了节日氛围，又能

传递寓意美好的思想理念。

（二）拥有繁多的年画造型

从造型角度看，民间年画拥有多种造型特征，且形态表现方

式也各具特色，如挑灯、携子、抱鞭等动作，以清奇的外廓动作，

呈现质朴与浑厚的审美意象。根据民间传唱的口诀，我们可以发

现年画绘制特色：在年画造型上，需要创作者注重画面的完整性，

并在头部运用夸张表现手法，饱满和夸张也是长期以来的年画创

作精髓。以《秦琼敬德》民间年画为例，为了带给人一种英勇魁

梧的视觉体验，画工放大了人物头部，采用横部拉伸的方式，处

理人物的身躯部分，达到良好大变形效果。同时，古人在创作绘

制年画时，十分注重眉目的传神作用，不同年画主题人物的眉眼

绘画风格不同，或威严、或可爱、或活泼。

（三）展现鲜明的色彩特征

根据人们的视觉识别需求，画匠会了解大众对不同色彩的本

能反应，合理运用年画色彩。从主体色调上看，年画创作者十分

注重色彩对比性，追求明亮、简洁，多将黑色、大绿、大红视为

主色调。在鲜亮的色彩搭配下，百姓能够从中体会到较强的节奏感。

为了弥补年画中间色不足的问题，创作者会采用留白的方式，避

免给大众带来视觉疲劳。年画在保持强烈色彩对比度的同时，达

到和画面和谐统一，使人不自觉地品味和感知视觉画面中的色彩

关系。在民间年画中，常见的对比色有黑白、蓝金、黄紫、青赤等，

借助色彩交织带来的视觉效果，创作者能更好地传递视觉信息、

寓意、情感等深层次信息。

（四）饱满的构图特征

在中国传统观念下，画匠认为“美”与“满”存在密切的联系。

在民间年画中，诸多创作者采用全局满布的方式，追求饱满的构

图效果。画面中较少出现空白，从侧面反映了百姓对现实生活的

美好愿景。在饱满的构图效果下，百姓的心理能够获得满足。同时，

年画构图中也常出现对称布局的形式，这是人们追求对称美的集

中体现。在吉庆类年画中，创作者会绘制成对的画面，且两幅画

面的构图和姿态相对称。由于对称形式的年画能给人带来平和、

稳定的审美体验，民众也十分喜爱这种年画。此外，在年画构图上，

画匠也借鉴了中国绘画的散点透视经验，画中人物一般不会出现

遮挡现象，且人物多为正面形象，动作简单，如纺织布料、摆动

武器等，无形中传递质朴气息。

三、民间年画艺术的功能与文化特点

（一）拥有广泛的年画题材

基于民众所向往的生活，画匠会采用巧妙的变形艺术，创作

各种民俗、叙事类年画，如胶南年画。早期，民众产生了绘画年

画的需求，从日常生产劳动和生活中选取题材，再结合地方民俗、

民风，使年画能够代代流传，获得庞大受众群体欢迎。在多样化

年画题材的影响下，各个地区的创作模式存在差异，如半印半画、

木印、人工绘制等。从题材看，创作者结合现实生活，演变出多

种年画题材，如门神画、风俗画、喜庆画、戏剧画等。

（二）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

在年画创作中，人们将大众道德文化审美与艳丽的色彩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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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年画艺术展现民众对美好的生活的祈愿。所以，年画在早期

就成为一种大众读物，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媒介。当前，民

间年画的留世作品多来自人们的饮食起居，体现了不同地域大众

的民俗和风尚。同时，年画巧妙地歌颂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等

品质，在引人向善明德的同时，给大众带来了良好的审美体验。

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图形装饰层面，还具有宣传社会伦理道德的独

特艺术价值，反映了社会形态和大众生活情趣。

（三）传递特有的艺术元素

从画风上看，年画受创作手法和人文地理的影响，但整体形

式具有一定统一性。从整体角度看，画匠在保持夸张的造型手法

的同时，借鉴了南方文人画的画风，呈现紧致而饱满的画面，设

色也参考了宫廷画的色彩，增强了年画的装饰感。除了纸质年画，

诸多地区也应用了木板年画，类似木刻版画，如开封朱仙镇的木

刻版画，其不仅呈现了粗犷、夸张的形象，还体现了纸质版画的

画铁线描特点，极具“刀味”特色。

（四）呈现独特的形态与文化精神

在年画作品中，画匠会运用画面情境、情节，体现人物的性格

特征、情感，并从现实环境、历史故事和自然生活中选取素材，使

得年画带有强烈的生活特色和地域气息。以戏曲故事类题材为例，

画匠会选取地方戏剧的故事和人物，画面中的人物打扮、房屋器具

均符合当地、当时的情况。如体现民间家庭乐趣和现实生活的年画

《走亲戚》《赛龙舟》《小满苦菜秀》（胶南年画）等，创作者根

据人物的主要和突出特征，采用夸张的方式进行表现，提升了视觉

画面的感染力，便于欣赏者感受其中的精神和文化情感。

四、民间年画在是三维动画角色设计中的运用

（一）汲取年画中民俗文化

通过汲取民间年画中的民族、艺术性元素，设计人员可丰富

角色造型表现内涵。以好评如潮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动画作

品为例，设计团队结合传统名著的经典故事片段，融合年画元素，

设计出厚重的大圣身体线条，描绘形象各异的天兵天将及武器。

尤其是大圣在蟠桃园的片段，设计人员以夸张的肢体动作，展现

大圣大圣侧身甩蟠桃的画面，搭配侧边的漫画效果线条，使得人

物的内心和动作高度结合，满足了三维动画艺术形象的场景需求。

（二）挖掘年画中的造型元素

年画具有多种类型，画匠也会运用几何体展现画面，体现人

物内在。在设计动画角色造型时，设计人员需要重视角色的固有

属性，以夸张变形的手法，打破传统动画的发展障碍。以《大闹

天宫》《哪吒闹海》为例，二者的人物设计与中国年画有机结合。

在《大闹天宫》中，设计人员运用年画中常见的黄、绿、黑、红色，

将年画装饰与简练的人物造型结合，精细地雕琢和再现大众熟悉

的形象，给人带来新鲜的体验，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民族

气息。通过融入具有民族特点的年画元素，设计人员能够促进民

族动画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借助民俗造型传递浓郁的故乡之情，

呈现朴实、纯挚的文化艺术。

（三）融合年画角色造型风格

在设计动画角色造型结构时，设计人员应从骨骼结构、比例

关系入手，结合设计初衷，设计独特的动画角色造型。年画具有

极强的装饰感，各个题材的人物拥有多种风格，尽管没有透视和

光影，并非是写实的人物比例，但画面动势都能体现人物的性格，

展现饱满度、律动感强的结构形态。在故事情节的支持下，设计

人员可更好地塑造动画角色的性格。为增强大众对角色形象的了

解，设计人员应从细节处入手，刻画角色造型。民间年画具有较

强对比性的画面颜色、线条鲜明的人物轮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所以，设计人员应分析和理解这些细节，抓住大众情感与年画元

素之间的关系，将年画造型的情感融入动画角色造型中。

五、民间年画元素在三维动画角色设计中的运用与启示

（一）结合年画构图设计动画角色

根据年画的整体构图特点，设计人员可合理参考年画的美感

和思想呈现方式。对于年画中过于饱满的画面，设计人员应取舍

次要和烦琐的元素，以简洁的方式表现画面。如优秀传统动画《骄

傲的将军》，设计团队保持原有的面部特征、造型装束，但舍弃

了一些基础纹样，使得将军人物的动作与场景紧密结合，赋予画

面极强的张力。所以，在设计动画角色时，我们应以尊重传统艺

术为前提，选用年画构图手法、把握画面疏密程度、构图设计，

设计更加生动的动画角色。

（二）借鉴年画形式美设计动画造型

年画具有极强的历史承载性，设计人员可运用粗犷有力、流

畅简练的线条，巧妙展现分饰角色、人物，让欣赏者感受艺术节

奏和力度，体验动态线条传递的生命力。相较于年画，动画造型

线条的复杂性更强。所以，根据角色设计需求，我们可以灵活运

用线条表现方式，运用线条传递情感、突出人物，增强人物外在

的节奏感、力度感，通过设计刚劲、柔和的线条，让欣赏者感受

到力量感、缓和感、温柔感。

（三）根据年画装饰元素设计动画角色

在国内动画产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大众希望看到具有民族

特征的动画角色。与单纯的几何图形相比，年画的人物服饰、线

条勾勒、色彩对比都能传递情感，为动画产业发展注入生命力。

所以，在设计动画角色时，设计人员可逐个分析年画元素的组成

部分，坚持设计的统一性和节奏性。在造型设计中，我们可借鉴

有文化寓意的纹样，再次设计中式服装形象，增加金色、红色系

的配色，塑造活泼的动画角色，拓展民族动画的受众群体。

（四）结合年画装饰元素设计动画造型

年画具有独特的民俗性，色彩对比性强且大胆，在保持跳跃

性的同时不失和谐。优秀的年画作品往往拥有科学的色彩配置。

所以，在设计动画造型时，人员应借鉴年画的装饰元素，搭配和

谐的色块颜色、调节冷暖色调，通过融合年画装饰元素，灵活运

用色彩对比手法，设计人员可更好地展现动画角色的精神面貌。

五、结语

综上所述，民间年画的民俗、线条、色彩、造型都能丰富动

画角色设定。因此，设计人员要善于借鉴和使用民间年画元素，

将具有地域特色的年画元素融入动画角色设计中，打造更具个性

特点、民族特点的动画角色，塑造更加立体的动画角色，促进民

间年画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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