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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有云：“天有四时，春秋冬夏。”在绘本
策划初期，我们提出“四时吉祥”这一主题，精心
挑选出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这4个在中国人
生活中占据关键地位且极具特色的节日作为创
作核心。其中，《四时吉祥·春节》作为率先策划
并出版的分册，聚焦于中国人庆祝传统春节的方
式，全方位展示了从腊八至除夕再到元宵节期间
的一系列传统习俗与生活场景。十二生肖齐聚
故事之中，陪伴着中国家庭的大人和孩子，一同
喝腊八粥、赶春运、打年糕、贴年红、包饺子、吃汤
圆，热热闹闹地共度新春佳节。整本书既完好地
留存了传统习俗的韵味，又洋溢着当代中国的蓬
勃朝气，凭借丰富多彩的细节刻画，展现出古老
而时尚的中国风貌。

策划缘起：当传统木版年画遇
上当代艺术

2021年5月，经朋友引荐，我有幸结识了毕
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装潢系且有着丰富插画
经验、为众多省级文博单位设计过文创产品的吴
敬老师。初见吴敬老师创作的《四时吉祥·春节》
草图时，其独特艺术风格与卓越才华瞬间将我俘
获，那兼具时髦与传统的色彩和造型，令人过目
难忘。由于我曾策划过滩头年画公益展览，对传
统木版年画及民艺民俗满怀热忱，当下便难抑兴
奋之情，向吴敬老师热切表达合作意愿，并迅速
申请策划以“四时吉祥”为主题的系列原创绘本。

在《四时吉祥·春节》中，图画巧妙借鉴传统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墨线套印工艺，配以极具视觉
冲击力的年画色彩，浓郁的紫气东来、万紫千红
之喜庆氛围扑面而来。吴敬老师广采典籍与民
间故事中的文化元素，每一幅画面都满溢着与传
统习俗紧密相连的典故、形象和物品：灶王爷被
麦芽糖黏嘴只能向玉帝言好事，年兽山魈惧怕鞭
炮轰鸣，元宵灯会舞狮舞龙热闹非凡。与此同
时，在这些传统又现代的场景里，玩滑板的少年、
着汉服的少女、时尚的老奶奶、擦玻璃的蜘蛛侠，
甚至西游记里的唐僧师徒于大年三十晚拍照合
影等新奇画面，更是增添了别样的趣味与活力，

使整个绘本既扎根传统又紧扣现代生活脉搏。

漫长磨稿：传统又时尚的新原
创绘本怎么做？

最初，《四时吉祥·春节》更趋近于一本无字
书。当时大家对吴敬老师的画风审美存在分歧，
美术总监也担忧该系列的市场接受度。品牌内
部对于开展原创项目的态度也较为摇摆不定。
但我对自己的原创作者充满信心，其在传统文化
传承以及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的创新呈现方面，
相较于单纯讲述传统故事或现代故事的节日绘
本，显得尤为突出，也极为契合读者与时俱进的
需求。经过多次沟通与努力争取，选题最终获
批，但这仅仅是漫长策划征程的第一步。

进入文本大纲创作阶段后，吴敬老师展现出
的专业素养再次让我感到像挖到了宝。儿童绘本
的文本大纲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吴敬老师秉持
做学术研究的精神，进行了大量扎实且丰富的背
景资料收集、筛选与梳理工作。其参考书籍涵盖

了《中国民俗史》《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
国木版年画集成朱仙镇卷》《中国古版年画珍本》
等。不仅如此，她还收藏了许多木版年画，用以揣
摩画面设计。作为“四时吉祥”系列的首部作品，
《四时吉祥·春节》是确定风格与测试市场的关
键。我们从二十多版封面中反复筛选、调整，最终
确定的封面独具巧思。财神爷身旁环绕着十二生
肖，寓意吉祥的春联装点左右，象征着每一种生肖
的中国人在每一年都能吉祥如意、心想事成。在封
面设计过程中，我们保留了中国传统年画的中心
构图以及主次角色比例，同时大胆运用当代孟菲
斯艺术流派的波点和流线元素，使其更契合现代
审美。封面人物与动物的造型、构图、色彩比例、肢
体和神态互动、主次比例、前后空间关系以及留
白等方面，都经过了细致的调整与修改。

在故事线的逻辑闭环构建与角色塑造方面，
我们进行了多次尝试与修改。在故事线策划过
程中，着重确保不同场景于整体时间线上实现紧
密的前后衔接。不但为每个场景梳理出清晰的
故事脉络，而且每个角色都设定了自身的故事支

线与行动轨迹，这些支线和轨迹与其他角色也相
互关联。如此设计，既让整个故事更为生动有
趣，也便于读者理解与记忆。其中，十二生肖各
自的故事支线成为一大亮点，这一设计能使大小
读者轻松代入自身的生肖属性展开共读，从而增
强阅读的趣味性与参与感。考虑到孩子的好奇
心与阅读体验，我们在全景图中安排十二生肖集
体登场，在部分场景图里突出单个生肖的精彩瞬
间。《四时吉祥·春节》前两版稿子返回后，我察觉
到因角色繁多、造型多变引发了视觉认知混乱的
问题。于是，我统计了每种角色在各场景出现的
次数及其造型特点，并建议吴敬老师开展逻辑梳
理与造型强化工作，借助部分特定道具、五官、发
型、服装等特征来强化角色的统一形象。在画面
细节处理环节，我们尽可能融合传统年画的特
色。例如在人物五官刻画上，参考朱仙镇年画和
滩头年画的古版画，运用简洁松弛的线条与传统
强对比配色，使人物形象兼具现代感与传统韵味。

吴敬老师是一位难得的既能驾驭大场景又能
处理好小细节的优秀作者。她在把控全局时会巧
妙地埋下诸多细节彩蛋，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
小惊喜。她笔下丰富且巧妙的设计，不仅增添了
阅读的趣味性，更能让读者在不经意间体悟到春
节习俗在生活中的延续与传承，深切感受到春节
非遗文化的魅力。

营销宣传：将春节绘本推向世界

《四时吉祥·春节》出版后，除采取常规营销
手段外，我们还积极探索融合发展的出版模式。
魔法象与马卡乐合作推出的《四时吉祥·春节》绘
本联名童装，与图书同步上市。其中国风盘扣、
生肖红兔裙、包汤圆毛衣、迎财神卫衣等款式，以
喜庆亮眼的设计将过年的仪式感提升至新的层
次。从2023年至2025年，我们持续在魔法象新
春礼盒上运用《四时吉祥·春节》的画面，并提取
相关元素制作了口罩、红包、海报、明信片等一系
列充满喜庆氛围的纪念文创产品。接下来，我们
还计划携手海豚出版社推出中国传统节日原创
绘本“四时吉祥”系列的英文版，并将该系列纳入
面向东盟国家的“中国原创绘本少儿国际中文课
程”，从而使中国非遗能够以更加多元的形式和
时尚的形象呈现在世界儿童面前。

《四时吉祥·春节》曾入选2024年意大利博
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最佳童书Top100，这进一
步印证了我们的策划理念：让中国孩子阅读中国
故事，欢度中国年，传承年节习俗，构建民族自
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魔法象童书馆
原创童书策划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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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不仅是时间的分界线，更是一种精神
象征，承载着人们对于四季轮回、家人团
聚和新春期许的独特理解。这一节日，根
植于农耕文明，与“春日将至”“除旧布新”

“祈求丰年”等象征意义息息相关。多重
文化意义的叠加，让春节成为超越国界的
文化符号，体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普遍
追求。

由作家李浩主编的文学作品集《印象
春节：文学大家谈中国传统节日》（以下简
称《印象春节》），收录了26位作家关于春
节的讲述，通过文学大家的个体记忆再现
春节的丰富样貌。莫言以童年回忆铺陈
乡村过年的淳朴与生动；斯诺通过外来者
视角描绘了大理春节的异域风情；尹学芸
追溯“年”的由来；胡学文写剪窗花、贴春

联、挂灯笼、晒干货、炸年货，从腊八粥写
到元宵节；王祥夫从小年祭灶君写到大年
初二的小米捞饭素饺子；李浩从1971年
春节出生写到 2020 年那个特殊的春
节……这些文字内容，引领我们穿梭于熟
悉与陌生之间，在熟悉的生活场景里捕捉
到别样的细节，从而滋生出些许陌生感，
又于那若有若无的陌生氛围中，意外地触
及源自灵魂深处的强烈共鸣，让我们对春
节的感悟愈发深刻。

《印象春节》中有我们共同的生活烙
印、成长记忆和情感牵绊。作家从外部环
境的渲染写起：冬日渐寒、街头张灯结彩、
人群熙攘备年货……接着转向对家庭空
间的内部描绘：全家置办团圆饭、孩童欢
笑与长辈叮咛等。在时间的潮水奔涌里，
总有那么一些瞬间，人们停下匆匆忙忙的

脚步，拥着尘世的火热，与家人安静相
守。作家们写节日前的满怀期盼与除夕
夜的欢声笑语，进而在大年初一的清晨，
推向了对万象更新的精神体悟。从宏观
景象到微观细节，再推抵到情感与精神层
面，沿着时间的轨道，走进“过年”的多重
场景，春节的仪式感得以在情感内核里逐
步加深。这种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的讲
述，彰显了春节在传统文化中既具有外在
的绚烂喜庆，也蕴含着家庭亲情、民间礼
俗内在传承的双重功能，不仅赋予春节一
种“年俗画卷”的形式美感，还有珍重家人
团聚与世代相守的深厚情感。

《印象春节》中有质朴的人间烟火，也
有浪漫的烟火人间。讲起童年往事，讲起
亲人相聚，作家们娓娓道来，春节作为文
化记忆符号就被注入了独特的生命旅痕
和情感体验。故乡触手滚烫，亲人善良温
厚，“鞭炮声声犹如冬夜里盛放的花火”

“新春的灯笼在寒风中摇曳，照亮街头巷
尾的欢喜”，这些具有浓郁感官色彩的画
面，营造出传统节日氛围的淳美与庄重；
另一方面，在家长里短的细碎描述中，寻
常的皱纹白发混合着浓烈的烟火气息：写
长辈熬夜包饺子时的朴实温情，写孩子们
参与贴春联和踩街时的稚气天真，这些生
活场景，拉近了读者与作家的距离，使文
字里的情感体验更具真实感、认同度与亲
和力。

《印象春节》中有我们熟悉且眷恋的
声音、色彩和味道。作家选取公共意象来
表达独特的个人情感。红灯笼、红对联、
红窗花以及孩子们穿戴的新衣服，都有着
辞旧迎新、驱除晦暗的象征意义，呼应了
国人对吉祥如意的古老信仰。鞭炮与烟
花同样是作家反复书写的重要意象，鞭炮
声声象征驱邪避凶、赶走过去一年所有烦
扰的祈愿；烟花炫目寓意着转瞬即逝的时
间，让人倍加珍惜和家人一起度过的除夕
良宵。

《印象春节》不仅具有独特的文学审
美价值，也是研究民间文化、节日传统与
现代变迁的重要参考文本。节日不仅仅

体现在不同的庆祝形式上，更是凝聚文化
与情感共同体的重要路径，是我们理解自
身文化认同的钥匙。此外，不同地域、民
族和文化背景的作家，展现了春节在不同
文化中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也体现了作家
们关于节日与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
关系的深入思考。

《印象春节》还关注到了时代变迁与
传统礼俗之间的关系。有的作家沉湎于
儿时过年情景的回忆，踩街舞龙，贴年画，
祖父书写对联，除夕夜鞭炮齐鸣，这些场
景既是个人经验的书写，也是时代记忆的
延续；有的作家聚焦当代社会背景下的春
节新变化，如电子红包的兴起、各种线上
问候的便捷等。过去与当下遥遥相视，深
藏心底的记忆与不断迭代的变迁默默对
照，不仅写出了春节文化历久弥新的韧
性，也在微观层面上勾勒出每个家庭、每
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适应与选择。多位
作家写到春节的起源，将其与“祭祀”和

“祈岁”相连，从历史视角探讨春节的伦理
和社会功能，挖掘春节传统的深厚积淀，
也让读者重新认识到节日背后的文化哲
学内涵。

《印象春节》既是一部关于春节的文
学实录，也是对节日文化的一次系统梳
理。全书把春节这一中国人最重要的节
日，带入具有典型文化意蕴和温情记忆的
文学空间，唤起了我们内心深处对“年味”
的怀想，也昭示出春节背后所凝聚的家国
情怀与人伦价值。当下，许多传统节日逐
渐面临形式化和商业化冲击，但真正能让
人感受到“过年”的氛围，还是阖家团圆、
围炉夜话、相聚守岁的温暖瞬间。《印象春
节》既弥补了人们对传统年俗的集体怀
念，也为年轻一代提供了感悟与传承春节
文化的契机：节日的仪式不仅仅关乎形
式，更在于人们对家人团聚与情感延续的
体认。在喧嚣与流动的现代生活中，这些
珍贵的“印象”，让文化的根脉得以赓续，
让节日的意义得以传承。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教授）

创造“接地气”的中国节日绘本
——中国传统节日原创绘本“四时吉祥”系列策划手记

□郑茜文

《
四
时
吉
祥
·
春
节
》
，吴
敬
著
·
绘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2022

年12

月

在记忆与现实交融中感悟在记忆与现实交融中感悟““年味年味””的本真的本真
□□张艳梅张艳梅

小时盼年，其实与食物有关。那时候农村最好的食

物就是饺子，再就是年糕，这些食物，只有在过年时才可

以吃到。春节期间吃的是素馅饺子，豆腐粉条菠菜白

菜。为什么要吃素馅饺子呢？老人说是因为神不能吃

荤，实际上是肉贵且很难买到，而豆腐粉条之类比较便宜

而且也容易买到。

一进腊月，节日就比较多了。首先是腊八，要喝腊八

粥，凑够七种粮食加上大枣。这个粥非常稠，要熬很长时

间，要一边熬一边搅动，否则就煳了锅底。大枣是珍贵的

东西，锅里放进几颗枣，母亲是有数的。我们兄弟们眼巴

巴地看着母亲手中的勺子，母亲就说：不用看，勺子有眼。

——莫言《小时候的年》

除夕这天一大早，父亲早早地拉开家门，让呼啸的北

风倒灌进来，把贴在柱头、门枋的春联吹得哗哗地响。我

揣着几粒偷拆下来的鞭炮，挂着两条鼻涕奔跑在冷硬了

的土地上。很快，村头村尾便响起零星的鞭炮声。玩累

了，我们就站在山头朝自己的屋檐望去，那里有一柱比平

时要油腻一百倍的炊烟腾空而起，好像它就是我们放心

玩耍的理由。我们在玩，父母在那一柱炊烟下弄吃的。

虽然我家才三口人，但父母要做够二十来人的饭菜，以备

亲戚串门时吃喝。

——东西《春节，曾经的生活样板》

年是最具仪式感的节日，不同地域，年俗或许有别，

但就传承之久、影响之深、仪式之繁，不会有太大差异。

我生于坝上，仪式自然有着塞外之风，腊八吃粥，腊月二

十三送灶王上天，二十六扫新屋，二十九贴对联，年三十

接祖宗，初一拜大年，初二三走亲戚，初五送穷土，元宵赏

灯。酒肉穿肠，并非简单的消化分解，还关涉众生的活法

和讲究。尘渺烟起，宇浩云流，虚实互生互长。

——胡学文《拴在年上的记忆》

故乡的腊月天里充满了年味儿。年的盛典是故乡人

用脚力和体力走过来的，就算是一年辛苦，左转右转了一

年，年近了，该磨豆腐，该杀猪，该宰羊，丝毫不敢含糊。

村庄被年味儿罩得雾气弥漫，这样的热闹是时刻与别人

的生活紧密连在一起的热闹，每家每户都把年看得很重，

周而复始的热闹，是稼穑父母春播冬藏的盛大典礼，也是

人生五味甘苦的春华秋实。

——葛水平《最隆重的节日——年》

春节是一本百读不厌的大书，每一页都承载着岁月的温情与民族的记忆，让人沉醉其中。随着蛇年春节的临近，浓郁的年味已在各地弥漫开来。今年的春节尤为

特殊，作为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的首个春节，怎样获取更为深刻的体验感、捕捉浓郁年味，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春节申遗成功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千年文化传承的高度认可，更为我们重新审视这一传统节日开辟了全新的视角。对于一些平日里习焉不察的文化习俗，凭

借非遗文化带来的独特观察视角，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解读民俗背后蕴含的特殊意义，真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珍贵价值。

本期特邀专家学者，聚焦春节文化这一主题，深入探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借助文学与艺术的力量传承发扬春节文化，让春节的魅力在书页的翻动间持

续流淌、生生不息，让这一古老的传统节日不断焕发出蓬勃生机。 ——编 者

《四时吉祥·春节》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