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t Research Letters 艺术研究快报, 2025, 14(2), 202-208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l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5.142032   

文章引用: 张瑞鑫, 徐鹤鹤, 陈舒, 周昊冉. “城市 IP 化”热潮下日照农民画发展的可能性[J]. 艺术研究快报, 2025, 14(2): 
202-208. DOI: 10.12677/arl.2025.142032 

 
 

“城市IP化”热潮下日照农民画发展的可能性 

张瑞鑫，徐鹤鹤，陈  舒，周昊冉 

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山东 日照 
 
收稿日期：2025年4月20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12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26日 

 
 

 
摘  要 

日照农民画是山东省的传统民俗绘画艺术，日照与上海金山、陕西户县，并称为中国“三大农民画乡”。

与其他两地的画作相比，日照农民画的市场运作较为艰难，公众对其认知率有待提升。本文立足于“城

市IP化”大背景，探究日照农民画作为公共艺术发展以及利用数字技术和日照农民画公共化的可能性，

旨在研究日照农民画传承与发展未来，促进日照民俗文化进步，增强日照文化软实力，同时响应二十大

提倡文化自信理念，促进文化自信理念的树立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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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zhao peasant painting is a kind of traditional folk painting art in Shandong Province. Rizhao, along 
with Jinshan District of Shanghai and Huxian County of Shaanxi Province, are known as the “Three 
Great Peasant Painting Hometowns” in China. Compared with the paintings from the other two 
places, the market operation of Rizhao peasant paintings is relatively difficult, and the public’s 
recognition rate of them needs to be improved.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IP”,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Rizhao peasant paintings as public art and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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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echnology and publicizing Rizhao peasant paintings. The aim is to study the future inher-
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Rizhao peasant paintings,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Rizhao folk culture, 
enhance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of Rizhao, and at the same time respond to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onfidence advocated by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and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omo-
tion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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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民画是通俗画的一种，多为农民自己所创作的绘画，其因风格奇特，手法夸张，素有“东方毕加

索”的美誉。日照农民画作为农民画的一类分支，主要反映了日照人民的日常生活及其风俗习惯，日照

农民画的名声曾盛极一时，在国外也具有极高的影响力，但是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于

物质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日照农民画因传播手段、传播力量等多种因素，未能紧跟时代的潮流，发展

也停滞不前。为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日照农民画，本文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将“城

市 IP 化”作为大背景，探究日照农民画发展成为公共艺术以及借助数字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发现目前日照农民画存在的问题，精准分析痛点，得到切实可行的方案，为城市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2. 日照农民画的研究背景及研究价值 

2.1. 项目研究背景 

日照农民画起源于山东省日照市，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在日照地区的农村，一些农民开始以绘画的方式表现他们的生活、农村风俗，并生

动地描绘了农村景象、民间故事和风土人情，体现出朴实、真实的风格。日照农民画不仅在国内得到认

可，还在国际上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受到政府和文化界的关注和支持，一些画家

也逐渐走向了国际舞台，表现中国农村文化传统[1]。 
深受地域文化浸润的日照农民画，其创作灵感多源自这片土地上的农村生活与自然风光。农民画家

们以细腻的笔触和绚烂的色彩，将日照的山川、田园、民俗一一呈现于画布之上，既展现了自然之美，

又映射出当地人民的生活哲学与精神追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中还巧妙融入了诸如祭海等民间传

说与历史故事，为作品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蕴与历史深度。同时它也是乡村社会保持乡土本色的文化媒

介，承载着乡村生活的美好记忆，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及村民身心健康发展提供价值引导和实践

方法[2]。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日照农民画形成了饱满而富有张力的构图，色彩对比鲜明，线条流畅且充满

韵律，农民画家们通过夸张与变形的手法，赋予现实场景与人物以艺术生命力，使之更加生动有趣。这

种风格的形成，不仅是农民画家们天赋与才华的结晶，更是他们对海洋生活深刻理解与感悟的体现。 
尽管在国内，日照农民画已多次亮相全国性展览并屡获大奖，为艺术家们提供了展示舞台，促进了

艺术的传播，但在国际舞台上，其影响力虽广，却仍面临诸多挑战。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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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民间艺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日照农民画也不例外。尽管它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关注与赞誉，许

多外国友人对其产生了浓厚兴趣，但如何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同时，实现与现代审美的融合，吸引更多年

轻观众，成为日照农民画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其发展状况虽不至于危殆，却也面临着转型与创新的紧

迫需求。 

2.2. 日照农民画的研究价值 

首先是艺术审美价值。日照农民画画面活泼生动，色彩鲜艳且对比强烈，海洋元素鲜明地融入其中，

构图饱满而富有张力，充分展现出农民画家对生活的深厚情感和对美的不懈追求。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不仅具备极高的审美价值，还为现代艺术创作开辟了一片丰富的灵感源泉。 
日照农民画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内涵丰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信息和浓郁的民俗风情。画

中描绘了日照地区的农耕场景、渔家生活的点点滴滴、传统节日的热闹氛围以及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

这些元素共同编织成日照地区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画卷。日照的蓝天碧海金沙滩和渔家风情生活成就了

日照农民画的基本风骨，是独特的视觉文化符号[3]。农民画不仅忠实地记录了传统文化，还通过艺术的

手法对其进行创新和发展，使得日照的民俗文化在农民画的传承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例如，农民

画中对海洋文化的生动展现，不仅让外界更加直观地了解了日照的渔家风情，也激发了当地人对海洋文

化的自豪感和传承意识。 
日照农民画作为一种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经济价值逐渐显现并日益受到重视。作为特色旅游

资源，农民画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赏和体验，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农民画作

品作为文化创意产品，在市场上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为农民提供了额外的收入来源。以某农民画村为例，

通过开发农民画旅游纪念品和举办农民画展览，不仅提升了村庄的知名度，还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此外，农民画还促进了文化交流与合作，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在教育领域，日照农民画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农民画校本课程覆盖日照市东港区多所小

学[4]，通过学习和欣赏农民画，学生们不仅培养了审美能力和创造力，还激发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浓厚

兴趣和热爱。农民画作为乡土教育的生动教材，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认同自己的家乡文化，增强了他

们的文化自信和归属感。同时，农民画的创作过程也成为了一种技艺传承的重要途径，通过师徒传授、

培训班等方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掌握了农民画的创作技巧，为农民画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政府是乡村文化治理的核心主体，对乡村文化振兴负有领导责任[5]。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日

照农民画对于提升日照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农民画不仅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提升

了乡村的文化软实力，还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通过打造农民画文化创意产业，日照地区

成功实现了乡村产业的升级和结构调整，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同时，农民画作为乡村文化的

重要符号，增强了乡村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日照农民而言，农民画不

仅是一项艺术技能，更是他们表达情感、记录生活、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对于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和

幸福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 日照农民画的发展困境 

3.1. 传承方式单一，传播手段落后 

在全面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自媒体一跃成为不可或缺的传播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在许

多文化的传播形式中，现代技术的影子无处不在，它们以多种形式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共同演绎出新时

代下的文化盛宴。这一变革不仅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故宫博物院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早些年，故宫博物院推出了与宣传故宫文化紧密相关的节目《上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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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这一节目巧妙地借助了现代媒体的力量，通过精心策划和制作，将故宫的文物和文化以一种生

动、直观且富有吸引力的方式呈现给了广大观众。在节目中，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桥梁，

它们带着观众穿越时空，去领略文物背后的深厚文化，去探索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底蕴。这种创新性

的传播方式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故宫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与故宫博物院相比，日照农民画在传播手段方面仍保留了旧有的传播方式，多在画廊、美术馆等地

展出，传播范围小，传播方式单一且落后，因而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发展状态。面对这种困境，日照农民

画完全可以借助现代技术的力量，为日照农民画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其实现传播方式方面的创新性发展。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对日照农民画进行采集、整理、分类和展示，打造线上展览平台，

让更多的人能够随时随地欣赏到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自媒体等新媒体平台，

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将日照农民画的创作过程、文化内涵以及背后的故事生动地呈现给广大观众，

从而引发他们的兴趣和共鸣[6]。 

通过上述所提及的方式，扩大日照农民画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日照农民画，进而将日照农

民画真正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之成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与此同时，我们不仅

能够传承和保护日照农民画，还能实现日照农民画在当代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3.2. 当代传承不足，后继力量薄弱 

目前，日照农民画与其他绝大多数需要通过“传帮带”的教授方式来延续传承的传统技艺一样，也

陷入了后继乏人的情况，这导致日照农民画在传承和发展上面临着“人才断层”[7]，呈现出青黄不接的

局面。 
经调查发现，日照农民画发展呈现出青黄不接局面的状况，原因有二。其一是日照农民画受时代冲

击，自身传承力量不足。回顾日照农民画的发展历程，我们可知，最初日照农民画的出现，是许多农民

画家根据自身生活经验，创作出贴合生活实际、充满乡土气息的画作，并以此作为谋生手段。然而，随

着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需要依靠农民画来赚取微薄的利润。

因此，愿意投身于日照农民画传承与创作的人越来越少。其二，是因为日照农民画自身影响力太小，后

继传承力量不足。我们经走访得知，目前在日照还是有像乔诺美校这样，坚持传承日照农民画的机构。

我们经采访得知，因自身力量影响力太过薄弱，所以他们在培养新一代传承人时往往也是有心无力，许

多青少年对于日照农民画了解甚微，也许幼时会一时兴起学一学，但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到底。在这两种

原因的双重影响下，日照农民画的发展状况也呈现出了青黄不接的局面。 

3.3. 创作主题单一，自身缺乏创新 

提及“农民画”，不少人的脑海中往往会立即浮现出“土气”二字。这一刻板印象的形成，很大程

度上源于日照农民画长久以来以农民海洋生活为主要创作题材的传统。这种主题往往反映的都是日照农

民朴实的日常生活，创作者往往都是未经过美术训练的农民，用色大胆且饱满，也正因如此，日照农民

画在不少人眼中被贴上了“土”的标签。 

然而，我们必须正视的是，随着生活物质水平的显著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

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和多元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日照农民画若仍固

守传统，仅仅局限于反映日照农民的日常生活，无疑会显得与时代脱节，难以满足现代人多样化的审

美需求。 
因此，日照农民画的发展已经迫在眉睫地需要进行自身的转型和创新。这种转型不仅仅是形式上的

变化，更是内在理念和创作思路的革新。只有通过由内而外的全面变化，日照农民画才能焕发出新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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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与活力，重新赢得人们的关注和喜爱。这意味着，日照农民画需要在保持其独特魅力的基础上，积极

探索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新路径，不断拓展其主题和表现形式，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变化。 

4. 日照农民画的新发展设想 

4.1. 公共艺术化 

日照农民画当前面临的发展困境，在于其难以突破传统框架，仅局限于博物馆、艺术家及私人收藏

家的小众审美领域，未能广泛触及大众，导致知名度不高，受众范围有限。徐弘指出：农民画需更加重

视民间文化的传承，通过深度开发产业链来推动农民画的产业发展[8]。因此，将日照农民画推向更广泛

的公众层面，扩大其受众基础，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公共艺术，作为在公共空间(如广场、公园、街道、建筑物内外等)展示的艺术作品，通过视觉、听觉、

触觉等多种感官方式，向公众传递丰富的信息、情感和价值观。其形式多样，包括雕塑、壁画、装置艺

术、表演艺术及数字艺术等，而公共性则是其核心属性。公共艺术要求作品置于公共、可共享的空间，

供社会成员免费或低成本观赏，强调艺术与公众的互动和共享[9]，打破了传统艺术殿堂的封闭界限，使

艺术真正融入大众生活。这与日照农民画当前所需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 
将农民画作融入公共艺术领域并非首次尝试，安徽青阳农民画已在此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城

乡设计墙绘等方式，既美化了城乡环境，又有效宣传了青阳农民画[10]。日照农民画在借鉴这一成功经

验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探索创新路径，如利用电子大屏、3D 裸眼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打造日照农民

画公共空间的新亮点。同时，日照农民画以其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著称，展现了独特的海洋文明与地

方文化。依托日照依山傍水的独特地理优势，将日照农民画公共艺术化，不仅能凸显艺术作品与特定地

点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的紧密联系，还能彰显日照的地域特色，为日照地方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推

动其持续发展。 

4.2. 结合城市 IP 趋向，打造“农民画 + 文旅”模式 

“城市 IP”是城市文化的深度提炼与创新展现，它基于城市独有的文字、符号、图形等元素，近年

来在国内外城市的文化与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长沙、西安、成都等城市通过成功塑造城

市 IP，不仅增强了城市的文化软实力，还显著推动了旅游业的增长。而淄博则凭借独特的烧烤文化，迅

速崛起为新的城市 IP 典范，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日照农民画，作为中国三大农民画之一，是日照市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以鲜明的色彩、生动的笔触

描绘了日照人民的生活场景与民俗风情，展现了日照文化的独特魅力。将日照农民画打造为城市 IP，不

仅有助于传承与弘扬本土文化，还能为日照文旅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为此，我们提出分众化开发策略，通过日照农民画与城市 IP 的深度融合，打造多维度消费受众文创

体系：推动文旅产业的繁荣发展： 
首先，针对大众消费层，打造生活美学系列。深入挖掘日照农民画的文化内涵，提炼其独特元素，

并巧妙融入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开发中。通过创新设计，将日照农民画的艺术魅力转化为实用且富有文化

内涵的文创产品，如台历(将二十四节气与农民画结合做插页)、帆布包(提取农民画色彩做渐变扎染包)、
冰箱贴(提取农民画人物或环境元素做冰箱贴图案)等办公文具、家具用品以及随身配件，兼具实用与日常

审美，以满足游客的日常多元化需求[11]。 
其次，针对中高端客户群体，可以打造轻奢艺术系列文创。产品利用中国传统技艺，如雕刻、镂空等，

将日照农民画的经典画面雕琢于团扇、摆件、茶具等艺术品之上，打造高端文化收藏品。这些艺术品不仅

具有观赏价值，还能让游客在品味传统文化的同时，感受到日照农民画的艺术魅力，提升文化附加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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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日照农民画在文创产品中的应用凝聚的是区域历史文化，呈现的是当地人民的生活状态[13]。 
最后，在日照各大景区和日照农民画特色小镇设立特色文化街区[14]，打造场景化体验场所，集中展

示、体验与购买日照农民画及相关文创产品。日照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可以利用这一契机，将农民

画与旅游项目结合起来，扩展农民画产业链上下游产品推广机会[15]。比如开设传习工坊，设置草木染、

贝雕等非遗体验区，游客可制作个性化农民画衍生品；或开设主题民宿[16]，客房以“渔、樵、耕、读”

划分，墙面采用创意农民画装饰，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增强游客对

日照农民画的认知与了解，还能提升日照市的文化旅游吸引力。 
综上所述，通过深入挖掘日照农民画的文化内涵，创新开发文创产品，打造特色文化街区等措施，

我们可以将日照农民画与城市 IP 紧密结合，共同推动日照文旅产业的繁荣发展。 

4.3. 校本课程 

校本课程是国家课程方案规定开设的课程，是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纲要(试行)》实施以来，各地和学校积极探索，开发了丰富多样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校本课程应

结合实际，充分挖掘当地自然、社会、人文、科技资源，构建主题内容、呈现形式和实施方式等各具特色

的课程，发挥独特育人价值。日照农民画是日照市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着重于描述老一辈日照农民出

海、捕鱼等传统劳作场景，弘扬了先辈的勤劳美德，具备很强的教育价值及审美价值。 
从教到学，日照农民画在日照本土都具备充足条件。师资方面，以乔诺女士为代表的老一辈日照农

民画家现在依然活跃，他们中的部分画家也创建了美校，在当地进行小范围培训授课；学校方面，日照

市中小学数量多，且教育资源在山东省内较为先进，本团队与日照市头部中学进行交涉后，发现该中学

也完全乐意将日照农民画作为校本课程来深度建设。另外，将文化传承融入中小学生美育建设，不仅是

培养新一代日照农民画接班人的关键一步，还能借助不同主题的日照农民画对学生进行相应主题德育教

育，例如：组织学生学习临摹描述渔民赶海捕鱼的日照农民画，可以让学生感受领悟勤劳品质与劳动光

荣；组织学生欣赏省运动会、高铁等新主题日照农民画，可以使学生感悟时代变化，做新一代社会建设

接班人，真正实现寓教于“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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