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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传统材料在当代设计中的艺术化运用。方法 研究传统材料的特性，通过与当代设计

的结合运用研究，举例说明了传统材料在当代设计中艺术化的创新方法以及表现形式，得出传统材料

在当代设计中如何通过艺术化运用来实现增值和绿色环保等的意义。结论 传统材料是传统文化、传统

内涵和传统特色的物质代表，让当代设计不再拘泥于现今已有的设计观念，通过激发当代设计师的设

计思维，将其艺术化地运用于当代设计是未来发展的必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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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ic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Materials in Contemporary Design 

YANG Yin-bing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analyze the artistic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materials in contemporary design. It studies the character-
istics of traditional materials, through and contemporary design combined with the use of research. An example is given to illus-
trate the traditional materials in contemporary design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art and form, draw the traditional materials in 
contemporary design art using the value-added use,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ignificance. Traditional materials are the 
material representativ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connotation and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to make modern design 
no longer adhere to the current design idea, inspired by the contemporary designers design thinking, the art in contemporary de-
sign is the necessary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design. 
KEY WORDS: traditional materials; contemporary design; art; value added;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在提倡感性、人与物相融的 21 世纪[1]，人类开

始逐渐疏远如塑料与有机玻璃等对环境污染造成极

大影响的当代材料，而自然地去亲近一些如木和竹

等有悠久使用历史的绿色生态传统材料。传统材料

在当代设计中的艺术性运用愈发成熟，当代设计作

品也因此倍受大众青睐。 

1  传统材料与当代设计 

    随着社会的发展，材料对于设计的重要性越发

明显。材料不仅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而且是人

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标志[2]。当代设计师对传统

材料的理解和创新性使用，传统材料的形态与结构

之间的紧密关系处理，以及从概念到制作过程的连

续性是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1.1  传统材料的概况 

自原始社会开始，生活中就产生了树木、竹子、

泥土、石头等天然材料，而后诸如陶、铜、铁等，

历经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早期加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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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材料也随之诞生，被后人誉为传统的人工材料，

在这里全将被概括于传统材料范围之内，并且成为

在当代设计中艺术化运用研究的重要元素。 

1.2  材料与设计的关系 

材料是一切物体的根本属性，它不仅可以引导人

类制作出所有需要的物件，还能够让这些物件各自具

备不同的功能特性和社会背景，从而使它们产生一定

的文化价值和存在意义。而设计则是通过视觉的方式

传达出来的活动过程，是对于生活方式的一种创造性

引导和规划[3]。在人类活动中最基础的部分就是造物，

当设计作为动词时，指的是创造物体的活动过程；当

设计作为名词时，则代表的就是物体本身。由此可见，

材料是设计的根本属性，设计是材料的重要载体，两

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依托关系。 

1.3  传统材料与当代设计结合的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中各种资源短缺

和生态污染等绿色危害愈发严重。其中材料资源的滥

用以及材料加工时造成的污染成为了这些绿色危害的

主要导火线。为了缓解这些问题，人们开始重视生态

的绿色设计，并试图将传统材料与当代设计进行互融。

一方面，传统材料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深厚，具有一

定的地域特色，有利于将文化精神与时代精神有机结

合；另一方面，传统材料多以木和竹等天然材料构成，

在取材上多以因地制宜为主，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当

代社会资源短缺，以及在生产与运输环节中对环境造

成污染等问题。经过生态材料复苏、能源循环使用、

资源回收利用等途径，更进一步地促进了当代绿色设

计的发展以及当代和谐社会的进步。 

2  传统材料在当代设计中艺术化的方法 

    随着时代变迁，许多传统设计与传统材料因不

能满足当代人类日益发展的生活需求而逐步退出了

历史舞台。在如今强调特色中国、绿色中国的背景

下，如何把传统材料运用到当代设计中，是目前国

内被热烈探讨的问题[4]。 

2.1  特性上的突破与创新 

   由于经济条件与科技条件的限制，过去人们常将

木、石、瓦等天然传统材料，通过各种朴实稚拙的

方法，将其用于建筑和工艺品等古老而又传统的物

体上。这些天然传统材料由于自身特性的固化而时

常显得与当代设计格格不入，因此当代设计师试图

脱离原有固化特性以及改变传统材料的功能观念来

进行设计。通过对传统材料进行功能突破或结构创

新，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去改变传统材料自身的特

性局限，从而达到与当代设计融洽相处的要求与标

准。德国艺术家 Elisa Strozyk 通过解构重组的方法，

将传统材料的木材运用于地毯设计，Elisa Strozyk 的

设计作品见图 1，该设计不仅改变了木材以往的壮实

敦厚形象，而且使坚硬的材料在特殊的处理下变得

柔软。此外，乌克兰的 Valerii Danevych 采用大自然

中不同质地的坚硬木材作为材料，通过全手工的方

式制作出了腕表，Valerii Danevych 的设计作品见图

2，该设计除了必要的发条部分为金属外，其他部分

均由传统木材制成。由此可见，特性上的重组与创

新缔造了传统材料在当代设计运用中的一个全新形

象，并将其运用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2.2  形式上的多样与优化 

    在过去，传统材料的表现形式多以程式化为主，

如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设计中门窗的装饰纹样，在表

现形式上多为中心对称式，在当代社会这些传统的形

式常被大众视为一种缺乏节奏感与韵律感的代表，不

符合当代的设计审美需求。为了满足这种要求，许多

设计师开始通过艺术化的手法结合当代形式美法则，

将传统材料进行形式上的优化。爱尔兰设计师 Joseph 
Walsh 用木材来打造他所设计的书桌木制品家具，让人

感到轻盈与飘逸，Jos eph Walsh 的设计作品见图 3。同

样，日本设计师桥本夕纪夫的灯具设计作品一改材料

原有的特性，视觉形式上显得圆润流畅，桥本夕纪夫

的设计作品见图 4。 

2.3  功能上的满足与升华 

    功能是衡量传统材料存在价值的重要标准，因 

图 2  Valerii Danevych 的设计

作品 
Fig.2 Valerii Danevych′s 

design work 
 

图 1  Elisa Strozyk 的设计

作品 
Fig.1 Elisa Strozyk′s desig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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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材料所具有的物理力学与加工成形等固有性能

各不相同，所以能够满足的使用功能也有所不同[5]。

竹材在传统材料中常以坚韧的形象呈现，美国设计

师 Sung-un Chang 则利用竹材这一特性设计了一系

列的当代竹类产品，其中包括文具盒、U 盘、小型储

物柜、手柄等，Sung-un Chang 的竹材手柄设计见图

5。此类设计主要是将竹子自身的抗压性、抗震性、

绝缘性等特点，与人体工程学进行有机结合，在保

持传统材料自身生态环保特性的前提下，为人类的

生活提供健康与便捷，进一步满足人类在精神层面

上的诸多需求，从而达到功能上的满足与升华。 

 
图 5  Sun g-un Chang 的竹材手柄设计  

Fig.5 Sung-un Chang′s bamboo handle design  

3  传统材料在当代设计中艺术化的表现形式 

    当代设计是反映当下文化环境和时代特征的主要

体现元素，作为中国特色文化物质基础代表的传统材

料，理应与当代设计进行艺术化的结合，在开发与发

扬当代设计的同时提高传统材料与当代设计之间的艺

术性发展。抽象派画家康定斯基曾说：“点、线、面

是在可视的二维空间里的对比下形成的，它具有符号

和图形的特征，能表达不同的性格和丰富的内涵[6]。”

由此可见，传统材料在当代设计中艺术化的表现形式

可由点、线、面 3 个基本要素进行展开与分析。 

3.1  点元素的运用 

点元素是构成一切基本要素的基础[7]，它能够因

大小、形状、数量的不一而产生出多种形式与作用，

点元素的运用见图 6（图 6—8 均摘自百度图片）。

例如在一个空旷的空间里只有单纯的一个点，此时

这个点的意义便在于凝聚视线与集中强调；若出现

众多密集的点，则意为渲染场景和营造气氛。 

3.2  线元素的运用 

线既是点的运动轨迹，又是面的边界和转折。

该元素不仅具有长度的特性，而且还具有方向的特

性与力的运动感[8]，是延伸性和指向性的形象代表，

在艺术性表现形式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一般情况下

线的种类主要分为直线和曲线两种，直线常被誉为

是平稳或速度的象征，而曲线则多指变化或自由，

样式不一的线在不固定的搭配与组合下能够产生出

无数种艺术效果，线元素的运用见图 7。 

     

     

3.3  面元素的运用 

面是线不沿原有方向移动所形成的，它与形有着

密切的关系[9]。在面元素的分类中，有以几何形和自然

形等为主的实面，也有由光影和色彩等形成的虚面，

每一种都具有各自独特的属性和功效，给人类的生活

带来了无限的趣味与可能，面元素的运用见图 8。 

 
图 8  面元素的运用 

Fig.8 The use of surface elements 

4  传统材料在当代设计中艺术化运用的意义 

    传统材料与当代设计的艺术化运用是当代和谐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以上分析可直接

推断出，传统材料与当代设计的关系虽然表面对立

但实际上是统一的，两者在相互作用的情况下能够

图 7  线元素的运用 
Fig.7 The use of line ele-

ments 

图 6  点元素的运用 
Fig.6 The use of point ele-

ments 

图 4  桥本夕纪夫的设计

作品 
Fig.4 Hashimoto Yukio′s 

design work 
 

图 3  Joseph Walsh 的设计

作品 
Fig.3 Joseph Walsh′s desig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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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出许多积极的意义。 

4.1  利于传统材料的增值与利用 

    传统材料与当代设计艺术化结合的直接好处在

于，传统材料能够合理地运用于当代设计。通过与

其创造出各种艺术化效果，在此基础上传统材料的

材质特性、文化特性、历史特性等也能够得到一定

的突破与增值。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传统

元素经过各种艺术化的改造成为了当代设计的佼佼

者，让人类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这些传统材料，使

得传统材料的内涵与价值得到更好的发扬与利用。 

4.2  利于当代设计的突破与开发 

    传统材料与当代设计艺术化结合的实际目的在

于，将当代设计的进程通过各种艺术化改造的手段

得到更好的创新与突破。当代设计竞争环境激烈，

传统材料的引入不单单解决了当代设计中结构单一

和形式冰冷等实际缺陷，还使当代设计逐步成为了

人类生活需求以及精神需求的结合体。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当代设计在社会中的竞争力，加快了当代

设计自身的促销与开发。 

4.3  利于绿色设计的发展与推广 

    从宏观的角度看，传统材料与当代设计艺术化

结合的最终意义在于，解决当下日益严重的环境污

染问题。传统材料在当代设计的艺术化运用中力图

降低原有先进材料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比例，通过减

少更多的生态问题来解决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与资

源消耗之间的矛盾[10]，使当代设计在利于环境保护的

同时促进当代绿色设计的发展与推广。 

5  结语 

    传统材料是传统特色的形象代表，历史悠久且

底蕴深厚。传统材料在当代设计中的艺术化运用，

不仅能够更加全面地展现传统材料的内涵与价值，

而且还能激发当代设计师的设计思维与创造力，让

当代设计不再拘泥于现今已有的设计观念，而是根

据一定的创新处理后创造出新的富有中国传统文化

内涵的设计作品，这对当代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宝

贵的财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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