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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杨柳青年画的社会创新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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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互联网+”的社会创新手段，对天津民间美术类非遗杨柳青年画构建系统化保护与传承。将社会创新设计方法与

社交网络媒介相结合，对杨柳青年画延展出来的社会创新设计进行研究。提出Culture to Citizen媒介平台，即通过“互联网+”

建立“文化”与“市民”沟通的信息平台，借助SNS、O2O等多元化方式来构建杨柳青年画与市民之间的沟通平台，创造互联网时

代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新方式。以社会创新设计的路径、案例分析、架构研究，探讨社会创新设计与非遗传统手工艺发展的方

式方法。通过社会创新设计链接市民与非遗文化，实现非遗传统手工艺“保护—传播—教育—传承—启示”的过程。以杨柳青

年画为研究样本，为非遗保护与传承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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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combine the social innovation means of“Internet+”to construct the systematic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ianjin folk art 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Yangliuqing Painting. The social innovation design method combined with social

network media is used to study the social innovation design of Yangliuqing Painting. Culture to Citizen media platform is put

forward. That is, an information platform is established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culture”and“citizens”through“Internet+”.

With the help of SNS (social network service), O2O (online to offline) and other diversified ways, th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between Yangliuqing Painting and citizens is constructed to create the new way to protect and inheri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Internet era.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social innovation desig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traditional

handicraft are discussed through the path, case analysis and framework research of social innovation desig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citizen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e linked through social innovation design to realize the process of“protection,

dissemination, education, inheritance and enlightenment”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Yangliuqing

Painting is taken as a research sample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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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AI人工智能与 5G网络

的应用普及，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也迎来了新的挑战与

机遇[1]。民间工艺美术作为非遗的重要表现形式，具

有地域文化与民俗文化的符号化元素。“桃花寺外桃花

口，杨柳青边杨柳青”将千年古镇杨柳青的繁华与美景

跃然纸上。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文化使古镇杨柳青的民

间美术蓬勃发展[2]。杨柳青年画作为首批中国非遗，

伴随着“互联网+”背景下的社会创新[3]，为杨柳青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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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保护、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挑战。

一、杨柳青年画概述

天津非遗历久弥新，既有典型的北方特色，又有江

南的细腻风采。“青青杨柳色，十里大河边。岸岸鱼虾

市，帆帆米豆船。”诗词将京杭大运河上重要的漕运码

头杨柳青古镇的喧闹与繁华，描绘得栩栩如生。2019

年杨柳青镇获批首批国家文旅小镇，借助从中央到地

方的重视与培育，民众的关注和文化产业的结构化支

持，杨柳青年画的发展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可谓

“天时、地利、人和”。如何借助社会创新使杨柳青年画

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焕发新春，如何在设计创意与传统

民间技艺中找到共鸣，成为传承发展的新议题。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杨柳

青年画作为典型的地域性民间工艺美术代表，既有艺

术的符号化语言，又有传统年节的民俗文化属性。其

“乡愁”的符号化语义愈加凸显。其工艺、技法、题材等

艺术形式集中反映了大运河漕运文化[4]，年画作品汲取

了江南绘画的勾描之长，同时结合北方传统艺术的题

材创作，形成了结合南北民间艺术特色的独特魅力[2]。

以表格的形式梳理了杨柳青年画的创作题材、工艺技

法及艺术特征，见表1。

二、社会创新设计的背景

维克多·巴巴纳克（Victor Papanek）于1971年所著

《为真实的世界设计》提出了社会设计的概念[5]。意大

利米兰理工大学埃佐·曼奇尼教授提出，社会创新设计

是已有的各种设计知识的综合应用，是专业设计为了

激活、维持和引导社会朝着可持续发展方向实施的一

切活动[3]。社会创新在其结果和关系上，在它带来的

新形式的合作和协作中都是独特的[6]。

社会创新带来的不只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其

影响已然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了人们的

生活方式。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创新背景

下，公众对产品创新、产业创新充满了热情与期待，同

时对体验、参与设计的需求也愈发强烈[7-8]。社会创新

设计所强调的协同设计与参与式设计，正是社会创新

背景下的设计形态[9]。

社会创新设计是结合社会资源，为社会大众服务

的设计形态。应用社会组织、网络，具有服务设计意

识，以在社会发展中促进解决各类社会议题与矛盾[10]。

本文中的社会创新设计，是以社交网络、社会组织为手

段建立的交流、学习、体验平台，旨在通过社会创新设

计手段服务非遗传承与创新。

三、“互联网+”杨柳青年画的C2C模式

“互联网+”是创新2.0下的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

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互

联网+”行动计划，不久后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

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可见其已上升

为国家政策文件[11]。

C2C（Culture to Citizen，下文简称为C2C），即通过

“互联网+杨柳青年画”建立“文化”与“市民”直接沟通

的信息平台，借助 SNS（社交网络服务）、O2O（Online

to Offline，即线上到线下）、互联网众筹等多元化方式，

实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C2C是以社会创新为背景，

通过社会创新设计手段以社交网络和社会组织构建的

非遗文化与市民大众的互动关系。以社会创新为媒介

组织，以设计介入非遗的传播、传承[12]，以设计实现非

遗的生活再设计与服务地方创生。以杨柳青年画为

例，目前已经有诸多围绕社会创新产生的非遗传播、传

承的优秀案例，但这些案例缺少“线性”的链接，多是

“点状”设计。要么以年画为切入点，缺少对杨柳青属

地天津元素的考量与地域扶持；要么是仅仅针对某单

一项目进行的宣传展示，比如非遗周的年画展示、年画

传承人培训、年画大赛等。C2C以社会创新设计的协

同设计与参与式设计为核心，结合“互联网+”的社会

资源，将这些“点状”案例整合，发展成点、线、面，并形

成共同推动非遗项目发展的社会创新设计手段。实现

“单向传播—线性传承—创新再设计—文旅融合”的杨

柳青年画带动地域发展的设计模式。

四、“互联网+”杨柳青年画的社会创新设计

在大力推动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社会背景下，民间

美术类的技艺、技法该如何保护和传承，如何树立“文

化自信”，打造非遗产业，使非遗传承人找得到归属感，

使广大市民“见人、见物、见生活”[13]。作为 2006年第

一批国家级非遗民间美术作品，杨柳青年画不仅是对

表1 杨柳青年画元素解析

创作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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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域民间美术的认可，也是对在地文化 IP形象的

发展。杨柳青年画结合“互联网+”文化创意产业，创

建了杨柳青文化旅游小镇、杨柳青民俗博物馆、杨柳青

年画文创体验商店等创意产业，透过杨柳青年画 IP发

展了地域文化与经济。

“互联网+”杨柳青年画的社会创新设计，是借助

“互联网+”应用的社会创新设计手段，从杨柳青年画

的传播、传承、应用到地方创生进行研究，从社会创新

设计的路径（见图 1）、案例分析、架构，探讨社会创新

设计与非遗传统手工艺发展的方式方法。

（一）社会创新设计路径

1. 广泛传播——杨柳青年画的社会赛事

杨柳青年画大赛的社会性赛事，能够广泛快速地

传播杨柳青年画的非遗文化。以“杨柳青年画大赛”为

关键词通过百度搜索，能够搜索到 228 000 个相关结

果。其中多为“衍生品文化创意设计大赛”、“旅游商品

设计大赛”。这些赛事的举办、作品征集与展览，都离

不开“互联网+”的信息平台。大赛的举办能够让杨柳

青年画有更多的“曝光”机会，同时参赛选手的参赛过

程也是对非遗技艺与文化的再学习过程，大赛作品又

将是传播非遗的媒介。然而相关的赛事缺乏持续性与

针对性，不能针对杨柳青年画开展持续性的赛事活动。

“互联网+”赛事，可以借助社交网络平台，形成小

投入大扩散的传播效果。利用SNS社交网络平台，举

办线上赛事活动。

2. 技艺传播——杨柳青年画的展演传播

杨柳青年画展演是杨柳青年画传统技艺传播最直

接的方式。天津市杨柳青年画博物馆和杨柳青民俗文

化馆两个常设文化展馆，能够观摩学习杨柳青年画的

制作工艺技法。除此以外的“杨柳青年画展演”可以分

为三类：一类是杨柳青年画作品展，诸如中国美术馆

“杨柳春风”杨柳青年画馆藏作品展；另一类是杨柳青

年画技艺演示，如世界智能大会“津彩非遗”杨柳青年

画印绘展演等；还有一类是杨柳青年画文创作品展，如

杨柳青年画博物馆举办的“让文物火起来——杨柳青

年画文创系列展”。这些展演受众面广，能够在不同场

所全方位地展示杨柳青年画，从经典画作、技艺技法、

文创设计等方面更好地对其进行传播。

技艺传播仅仅依靠博物馆和展会是不够的，“互联

网+”线上技艺传播为传统工艺带来了新的活力。例

如以移动终端应用程序设计杨柳青年画的技法体验程

序；以网络互动游戏小程序设计杨柳青年画的印绘工

艺互动体验。

3. 活化传承——杨柳青年画的人才培养

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国家

艺术基金人才培养项目、清华大学年画日新创作营等

多种形式的杨柳青年画传承人、设计师、从业者的人才

培养，为杨柳青年画的活化传承创造了多种路径和方

法。天津属地高校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

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师范大学也都参与了年画人才培

养工作。

“互联网+”杨柳青年画的人才培养，可以借助

MOOC慕课网络平台[14]，以及互联网视讯工具，开展跨

领域联合教学与人才培养。既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又能充分利用各方资源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技艺传承——杨柳青年画的民众学习

年画进社区、进学校，在杨柳青年画属地天津市西

青区自 2000年起即将杨柳青年画纳入属地九年义务

教育的教材，并开展年画艺术进中学、进大学、进社区

等活动。天津市各个街道社区也相继开展了非遗进社

区活动[15]。

“互联网+”杨柳青年画实现了年画的O2O（线上

到线下）传播，通过线上社交平台传播、推广“年画进社

区活动”，完成线下社区的年画技艺学习体验。技法技

艺的传承，亦可通过社交媒体的快速化、规模化传播进

行学习。

5. 生活应用——杨柳青年画的文创衍生

各类非遗文创衍生品发展十分迅猛，杨柳青年画

也不例外。天津杨柳青年画博物馆开设了文创商店；

杨柳青镇开设了“莲年有余文创社”；杨柳青民俗文化

馆开设了文创展厅，并通过网上商店的方式，进行了文

创产品销售。“见人、见物、见生活”强调的是非遗之

图1 社会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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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文创衍生品的实用性恰恰满足了实用功能的

需求。通过文创产品设计挖掘其文化属性与情感体

验，实现对在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才是文创产品的目

的所在[16]。

6. 地方创生——杨柳青年画的文旅融合

2019年杨柳青镇获批首批国家文旅小镇，并先后

被国家改革与发展委员会、人民日报宣传其借助杨柳

青年画物质文化遗产打造的“非遗文化+旅游”特色文

旅模式的成功经验[17]。

杨柳青文旅小镇的文旅融合实现，正是借助杨柳

青镇发掘属地社会资源，充分利用杨柳青年画 IP实现

的地方文化、经济的多赢共生[18]。

（二）社会创新设计案例分析

社会创新离不开网络的构建，网络既包括社会组

织网络，又包括互联网社交网络。非遗传统手工艺的

保护与传承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应用社会创新设计

介入的成功案例也越来越多。关于杨柳青年画社会创

新设计的优秀案例帮助杨柳青年画在技艺传承、民俗

应用、商业拓展等多个领域找到了新路径。

1. 以画过年——天津美术馆公共教育平台

天津美术馆借助公共文化场馆优势资源，开展公

共教育服务。利用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互联网渠

道，进行线上活动信息公告、报名，引导观众参与线下

教育活动，实现“互联网+”公众教育O2O线上推广到

线下体验的公共教育模式。

天津美术馆公共教育平台开设有美术讲堂、美术

体验、精品课堂、冬夏令营、美术进校园、社会活动六个

板块，见图2。关于杨柳青年画的公共教育活动，如美

术讲堂安排了《杨柳青年画新观察：一本分家目录的启

示》《民间年画的历史起源与发展脉络》等活动；美术体

验包含了《以画过年——诗和远方》《年画——非遗文

化工作坊》等活动；冬夏令营发布了《以画过年主题冬

令营》；美术进校园包含了《年画艺术走进小学》《传统

文化进校园》等；社会活动则策划了《寻艺天津：画韵年

丰，杨柳青年画》《传统艺术进社区》等[19]。

天津美术馆公共教育平台的社会创新设计，见图

3，丰富多彩的活动充分利用了美术馆的公共文化资

源，基于网站与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传播推广与报名，

透过协同组织专家、传承人、社区、学校等，实现了社会

公众的文化参与式教育活动体验，构建了C2C模式，

从而达到美术馆“美育”的社会目的，并有效地实现杨

柳青年画的社会教育目标。

2. 年画日新——清华大学年画日新创作营

“年画日新”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在文化和旅游部

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的支持下承办的创作营。以“年画

图2 天津美术馆官网

图3 天津美术馆公共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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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设计/创作人”形式组成的年画创作团队，在导师指

导下完成了将传统年画融入现代生活的年画创新设

计。创作营通过学员交流、集中创作、成果展览和年画

论坛等环节，实现了传承人与设计师的创新碰撞 [20]。

同时年画日新创作营联合了北京国际设计周、京东年

货节，实现了从人才培养到创新作品，作品展示到商品

销售的年画振兴新路径[21]，见图4。

年画日新创作营可以说是社会创新设计在非遗领

域的成功典范，年画日新创作营社会创新设计见图5。

它不仅搭建了非遗传承人与设计师的协同平台，使参

与者通过论坛、专家指导协同的方式完成年画创新作

品，而且借助北京国际设计周的高端展会，将作品推向

了受众。“年画重回春节”也是创作营举办的初衷，春节

期间联合京东年货节上线作品，推出了戴尔笔记本佛山

年画礼盒、华为智能手表杨柳青年画礼盒、Kindle阅读

器开封年画礼盒，为年画创新转化提供了新思路[22]。年

画日新创作营作为社会创新设计的组织媒介，通过网

络招募学员，搭建了传承人与设计师的桥梁。作为培

训成果的作品，以北京国际设计周为平台进行线下展

示；在线上通过京东电商平台联合电子品牌进行跨界

设计。以此实现了C2C模式的非遗文化传播，探索了

创新设计、品牌营销、电子商务的多维创新渠道，为年

画的保护、传播、教育、传承、启示提供了积极的示范效

应。其中与华为WATCH GT2合作的杨柳青年画礼盒

定制款（见图 6）对传统杨柳青年画进行了再设计，将

其置入包装设计与产品设计中，获得了良好的产品反

馈与销售业绩。

（三）社会创新设计架构

社会创新设计架构见图 7，旨在通过建立C2C媒

介平台，即通过“互联网+”建立“非遗文化（杨柳青年

画）”与“市民”沟通的信息平台，再借助社会组织、社交

网络平台，以SNS、O2O等多元化方式为中间媒介，通

图4 清华大学年画日新创作营

图5 年画日新创作营社会创新设计

图6 年画日新京东年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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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协同创新的社会创新方式，优化公众对非遗文化（杨

柳青年画）的认知体验。构建杨柳青年画与市民之间

的沟通平台，挖掘互联网时代下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

新路径。

五、结语

以“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方式，通过社会创新设

计实现“活态传承活力再现”，打造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在地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地方旅游经济的循环效应。

本文以杨柳青年画为“互联网+”背景下社会创新设计

的个案，通过对杨柳青年画的传播、传承、应用及地方

创生研究，借由社会创新设计方法，构建了市民与非遗

文化的双向沟通平台，希望能对社会创新设计方法在

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应用研究中有所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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