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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逆向工程的杨家埠非遗木板年画活态保护与传

承研究

徐　媛

潍坊职业学院　山东　潍坊　261041

摘　要：随着时代发展与新媒体环境的影响，杨家埠木版年画保护与传承现状并不让人乐观。本文对杨家埠木板年画的保护与传承现

状进行分析，探索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运用逆向工程技术解决潍坊杨家埠木板年画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问题并进行生产性保

护，以及如何继承创新杨家埠木板年画非遗文化，将木板年画文化遗产扎根民间、实现活态传承，以期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弘扬杨家

埠非遗木版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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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家埠非遗木板年画生存现状分析

中国木刻版画三大产地之一的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其工艺

精湛、色彩鲜艳、乡土气息浓厚、制作工艺别具特色，是潍坊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家埠木板年画历史悠久，是著名的

“中华老字号”，在鼎盛时期曾有“画店百家，画种上千，画版数万”

之说。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信息化、快节奏的现代化生活环境

中，在人们不断转变的文化需求中，这种传统非遗技艺的生存、传

承与发展正经受着严峻的挑战，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现今，杨家埠木板年画的雕版技艺面临着艰难的传承问题，一

是传统技艺逐渐流失，掌握木板年画雕版制作技艺的老一代艺人逐

渐减少，而现代的年轻人很少有人愿意花费多年时间进行钻研，造

成雕版人才培养困难；二是对雕版古板的保护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些古雕版遭受了遗失、损毁或者被人购买收藏，不见踪影，对古

雕版的保护刻不容缓 ；三是木版年画艺术缺乏品牌文化意识。由于

雕版没有版权或申请版权费用过高，影响了年画艺人的创新创作热

情 ；同时各家商品相互压价销售、出现了同质化竞争，一定程度上

也降低了年画艺术作品的附加值，这些现状不仅限制了雕版技艺的

发展和创新，也制约了年画工艺的传承，致使年画创作难以跟上时

代的步伐 ；四是木板年画题材有限、市场活力不足，雕版难以做到

推陈出新，缺少能适应现代人审美需求和流行文化的新产品，其商

业化道路还很漫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如何利用当下先进的信

息技术对木板年画非遗传承实施保护显得尤其重要。

二、逆向工程技术用于年画雕版的可行性分析

对于非遗项目的数字化保护，比较多见的是用传统的三维建

模方式，其工作耗费时间长、工作量大、精度不高。逆向工程是产

品设计制造技术中的一种先进技术，可以开发出更先进的同类产品。

逆向工程技术常采用无接触式三维扫描仪获得产品数据，进而生成

三维数字模型，通过 3D 打印输出产品。

三维扫描是用集光、机、电和计算机技术于一体的扫描仪，

对物体空间外形和结构进行扫描，以获得物体表面的空间坐标——

三维点云数字信息，通过计算处理，将被扫描物体状态在计算机虚

拟空间进行呈现以及 3D 打印输出。三维扫描中的无接触式激光扫

描方法具有速度快、精度高、仪器损耗小等特点，对扫描对象基本

没有损伤，而年画雕版表面结构复杂精细、不涉及细微纹理结构和

色彩信息，也不需要扫描内部结构，因此适合用这种方式进行三维

扫描建模。

目前已有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逆向工程技术在

文物保护领域应用的可行性，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了这些技术在文

物保护中的重要性。国内已经比较广泛地应用无接触式三维扫描技

术进行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敦煌莫高窟、

秦兵马俑、故宫数字博物馆等。从三维数字模型的获得和处理的角

度来看，逆向工程技术在杨家埠木板年画保护中的应用是具有可行

性的。

三、木板年画保护传承中运用逆向工程的路径解析

1. 年画雕版的数字化保护方法

1.1	对现存雕版古版的保护

通过逆向工程的无接触式三维扫描技术，对现存刻版进行三

维数据采集，用得到的点云数据重构模型曲面，由数模师应用三维

建模软件（如 3Ds	Max）、数字雕刻软件（如 Zbrush）对获得的模

型进行转换和进一步处理，建立出适合 3D 打印的刻版三维模型，

实现刻版的高精度复制，刻录到光盘上或存入文物数据库作为文物

数据永久保存。由于 3d 打印对于模型的要求是所有模型必须是实

体 , 在雕版模型建立过程中 , 部分穿插线条结构容易产生破面 , 会

导致打印无法进行 , 因此在建模过程中间需要注意这些情况、仔细

修正优化。

1.2 对破损及遗失古版的复原

由于种种原因，杨家埠木板年画的母版不少已经流失或被损

坏。对破损不全的雕版及遗失古版可以通过三维重建技术，借助现

存的收藏年画作品尝试进行复原。比如，通过对年画所存在的地理

环境、历史发展脉络、作品品种、艺术特色、变迁轨迹以及制作工

艺等的梳理研究，借助现存雕版的三维模型数据、并对比留存的年

画，通过图片建模方式进行“逆向 + 正向建模”，最终得到完整的

雕版复版模型，然后通过 3D 打印得到古版复版，而模型则充实到

雕版模型数据库中，从而实现木板年画的长久保存与可持续传承。

1.3	优化木雕刻版的制作方式

由数模师和工程师运用逆向建模技术重建能真实完整地反映

原状的刻版模型，通过 3D 打印技术快速制作出不同精度的模型，

例如打印的传统手工制作过程中所需的刻版粗胚，可以为进一步的

手工制作提供基础 ；通过这种方式实现量化生产，能够为刻版技艺

的传授和训练提供了兼具环保与实用特性的雕刻底版 ；配以木雕精

雕机等，则能生产出高精度刻版，从而更好地解决刻版长久保存的

问题。

2. 年画雕版的数字化传承方法

杨家埠埠木版年画的制作要经过绘画、雕刻木板、印刷、补色、

装裱等十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极为精细准确，都需要耐心细致

的制作，而其中最难的工序就是雕刻木板。在传统的木板年画技艺

传承中，教授的重点就是培养徒弟刻版制作的工艺和知识，而传承

人出现断层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在这一环节。在信息化时代，需要研

究如何借用数字化技术进行雕版技艺的培养传承。

2.1 雕版原料的 3D 打印替代品分析

杨家埠木板年画的雕版是雕刻在梨木或棠木板上，而木材是

一种不易长久保存的材料，特别是加工过的木雕刻版经过长久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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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出现开裂等问题，影响刻版的品质。在如今强调绿色环保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下，我们要思考、寻求适合的雕版替代材料。

逆向工程中的 3D 打印技术是一种以三维数字模型为基础，通

过叠层成形的方式生产物体的技术。3D 打印技术具有快速、灵活

及适应性强等特点。3D	打印的原料来源广泛，目前，常见的 3D 打

印材料主要有工程塑料、光敏树脂、橡胶类材料、金属材料和木材、

陶瓷材料等多种类型。这些材料各有特点，例如工程塑料的强度、

硬度、耐性、抗老化性均比较优秀 ；光敏树脂由聚合物单体与预聚

体组成，可用于制作高强度、耐高温、防水材料。我们可以选用如

工程塑料、光敏树脂等材料来作为创新 3D 打印雕版的材料。

杨家埠木板年画的刻版是先雕刻出主线版、再刻出色版，进行

套色印刷 ；年画的颜色主要运用红、黄、蓝三种颜色进行调配。因

此，在对应这几种类型刻版进行 3D 打印时，可以分别打印红、蓝、

黄几种颜色所需的色版，实现创新型雕版的快速生产，同时新材料

也更方便存储。

2.2 数字化技术推动手工雕版量化生产

借助三维扫描技术得到的雕版模型数据经过进一步的人工调

整、优化之后，制作成低精度模型，然后导入木雕精雕机软件中，

可以批量生产雕版粗胚，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手工雕刻，通过这种

途径既能够实现雕版的量化生产，又能使雕版留有手工雕刻的价值，

使得每一件雕版作品都是独特的手作产品，丰富了产品的艺术形态。

2.3 创意创新木板年画文创商品的设计研发

杨家埠木版年画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乃东说过，年

画的创作题材来自于人们的期盼，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年画被创作

出来。因此，尝试革新、丰富木板年画的商品类型，不断推出新的

年画题材，丰富年画产品的呈现形式，才能让木板年画非遗技艺获

得更强大的生命力。比如，在对传统雕版进行三维扫描和三维重建

的过程中，对收集的数据和模型进行大数据分析，得到木板年画雕

版的模型结构特点，结合对年画艺人的调研走访信息所提取的传统

年画创作艺术规律，针对当下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流行元素

开展创新年画设计，构建出对应的三维模型，经过 3D 打印及手工

精雕，生产出更适合现代消费需求的新式年画产品及各类周边商品。

通过对刻版的三维模型进行任意比例放大、缩小、改变画面内容等

二次设计，并运用不同材质进行 3D 打印，可以开发出适合亲子、

研学、家装等领域的文化体验产品，如挂件、摆件、装裱画等文旅

商品、家装元素（背景墙、隔断等结构）的应用、具有收藏价值的

礼品、以及印刷技艺教具等 ；除此之外，还可提供定制化服务，年

轻人可以自制贴画、请柬、贺卡等创意物品，以及印花布包、抱枕、

油纸伞、围裙等一系列年画衍生产品。通过以上这些制作方式和销

售途径，使传统的木板年画也能符合现今种类多样的文化消费趋势，

将古老文化与流行时尚相结合，在保持木板年画文化基因的基础上

改变其传统固有的生产方式和使用形式，拓宽其应用领域、增加时

代适应性，让木板年画在适应时代新环境的同时保存传统技艺，实

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发展。

数字化技术在非遗项目的生产性保护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新一

代传承人中普及数字化技术，在木板年画的内容和雕版制作中运用

数字化设计和生产技术，能够更好地促进新时代科技思维和艺术思

维深度融合、互相影响。同时，数字化技术为年画设计者提供了广

阔的创意发挥空间，拓展了传承人的思维边界和表现手法，使木板

年画从业者和艺术设计师能够打破传统边界，突破材料和定式思维

的限制，更关注消费需求与产品的关系，从而设计出更具个性化、

艺术性的木板年画作品。

四、与乡村文化振兴有机融合促进木板年画活态传承

提起木板年画的发展前景，木板年画非遗传承人都有这样的担

忧——城市的孩子不了解农村的民俗，人们张贴年画的意识慢慢消

失，年画会逐渐被人们淡忘。要解决这一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背

景下，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进行木板年画文化传承与保护是一

条可行之路。具体来说，运用逆向工程助力木板年画非遗项目在文

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中保护、传承，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1.将木板年画融入旅游线路。例如推出一批网红非遗雕版工坊、

木板年画打卡地等，把年画元素融入民宿、酒店、乡村景观、乡村

旅游景点建设中。

2. 推动采用 3D 打印与新式雕版制作的现代年画作品及其他类

型的刻版印刷作品批量生产，融入各地旅游路线规划中，促进游客

亲近非遗，同时带动非遗传承人更好地传承非遗和创新非遗作品，

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供给。

3. 结合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鼓励和支持

木板年画非遗传承人在乡村开展非遗技艺观摩和传习承活动，比如

为年画技艺爱好者提供 3D 打印的雕版粗胚，以及可以 720°交互

观察的雕版三维模型，让其体验、学习雕刻技艺，从而促进乡村特

色文化产业的建设，让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对非遗的保护传承意

识活起来，真正地走近非遗，了解非遗，热爱非遗。

4. 借助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积极开展木板年画的产业业态更

新，结合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木板年画产业电子商务化

的变革，帮助乡村非遗产品走出去。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日益流行的大众旅行方式，可以更好地促

进乡村建设，助力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只要坚持以活力再现、活态

传承为乡村旅游开发的指导理念，增强旅游的体验性、感受性，相

信能够有助于解决传统年画文化存续、非遗技艺传承等问题。正如

潍坊木版年画雕刻传承人张运祥所说，“过去的年画能够流传下来，

也是因为每年都有新的花样，年年翻新”，只有让木版年画成为现

代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实现民间艺术真正意义上的传承，将传

统文化的卖产品转换成为卖体验。因此，将非遗产品与现代社会有

机融合，不断创意创新，才能实现更长远的非遗技艺活态保存和有

效传承。

五、结语

随着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们

认识到“中华老字号”的重要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并积极对其进

行挖掘和保护。杨家埠年画历史上曾改革创新，从而发扬光大。今

天的杨家埠年画要能更好地适应人们已经改变的欣赏习惯和文化需

求，需要在保存原有技艺与特色的基础上，做出更多更丰富的艺术

作品。本文提出了运用三维扫描技术建立木板年画雕版模型的方式

进行杨家埠非遗项目的挖掘，借助 3D 打印技术制作刻版高精度实

体模型的方法进行复原和抢救，以及对雕版模型进行二次创意开发、

实现年画在新时代的赋活和量化生产，以期更好地继承和弘扬这一

宝贵的传统民间工艺，更好的解决非遗保护的困境，促进非遗文化

长久、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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