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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广西传统文化在当代设计语境下价值再现的应用策略，为广西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方法 运用分析和推理指出广西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当代设计对文化传承的重

要作用。在深入了解和分析广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广西传统文化归纳为器物文化、行为文化、观念

文化三类，从纹样、造型、工艺、色彩材质等方面探究广西传统文化在当代设计中的应用方法和设计范

畴。结论 广西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相结合，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构建新模式。通过铜鼓家具、壮锦

文房、百色红鼓的设计实践，论证广西传统文化从造型、纹样、工艺、色彩材质等方面与当代设计的结

合方式，为广西传统文化的传承指引方向，同时为当代设计提供新的思考方式。 

关键词：广西传统文化；当代设计；价值再现；文化传承；应用方法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1)08-0248-07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1.08.033 

The Value Reappearance of Guangxi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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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value reappearance of Guangxi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design, and seek ways to inherit and develop Guangxi culture. Based o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Guangxi traditional culture, we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design. The Guangxi traditional culture is summarized into three aspects: artifact culture, behavior culture, and conceptual 

cultur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of Guangxi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design from the aspects of pat-

tern, shape, craft, color and material. The application of Guangxi’s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to con-

temporary design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for the continuou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e. The design practice of bronze drum furniture and Zhuang brocade study room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design 

method of inquiry, which not only spreads and promot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Guangxi, but also promotes the devel-

opment of loc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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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cation method 

在地域性文化被广泛关注的今天，设计中融入少

数民族文化元素已成为我国设计界的热门话题。究其

根本，少数民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在与

现代文明交融的过程中，展现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双

重属性，为当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语义。对于少

数民族文化在当代设计中的应用研究，必须结合当下

审美和时代需求，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达到统一，

使民族文化与当代设计有机融合。本研究深入探究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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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传统文化在当代设计中的应用策略，为广西传统文

化的延续注入新的活力，为当代设计的发展提供新的

思考方向。 

1  广西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 

文化传承的前提是文化创新，传承基于创新。文

化创新并非文化再现，其核心是运用设计手段实现文

化元素的价值再现[1]。而此建立于设计师对传统文化

充分认知、灵活提取、合理诠释之上。因此，关注广

西传统文化与当下设计的发展现状显得尤为重要。 

1.1  广西传统文化概述 

广西古属百越，地处南疆，是国家间、民族间、

地区间的交往枢纽，其文化特征兼具民族性与地域

性。民族性是由多民族混居的历史特性所决定的；地

域性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相关，两者经过长期的发展

融合形成了绚丽多彩的广西传统文化。广西传统文化

种类繁多，从器物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三方面

归纳概括，见表 1。器物文化主要指物质层面，是广

西民族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

文化，包括乡土建筑、生活用品、生产工具、服饰、

器乐、工艺品等。例如，壮族传统干栏式建筑，人并

楼居,登梯而上,是壮族典型的巢居式建筑[2]。行为文

化主要指制度层面，是广西居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的

社会关系及生活方式的反映，包括宗族制度、鬼神传

说、民风民俗、音乐舞蹈、工艺等。例如，盛极一时

的三月三歌会，是壮族最大的歌墟节，是男女借歌传

情的重要日子。观念文化主要指精神层面，以价值观

和文化价值体系为中心，包括广西人民的生活观念、

文化理想、文学艺术、图腾崇拜等方面。例如，壮族

以蛙为图腾，并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在铜鼓

纹饰、祭祀蛙舞、壁画蛙型人等上多有体现，是壮族

人民的精神依托。 

1.2  广西传统文化引入当代设计的迫切性 

广西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从社会学、人类

学、历史学角度来看极富学术价值，但并不符合当下

社会的发展需求，唯有将文化价值转变为经济价值，

构建新的发展模式，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

展。因此，广西传统文化的研究引入当代设计则显得

尤为迫切。 

首先，伴随文化建设浪潮，民族的东西愈发显得

珍贵。由于古今审美差异，迫使大多传统文化仅以文

物形式止步于博物馆内，造成民族文化的发展失衡。

设计在当今社会生产生活中作用日益显著，是经济、

社会、文化发展的有效手段。其次，地域性文化被广

泛关注，在设计中融入民族文化元素，成为提升产品

附加值的重要举措。广西传统文化拥有较为完整的物

质形态与人文形态，为当代设计提供丰富的设计资

源。最后，广西属老少边穷地区，运用设计手段打造

民族文化产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3]。广西传统文化

与当代设计相结合，不仅关乎广西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还是广西本土设计走出去的关键。 

2  广西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广西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制器尚

象”、“纹样丰富”、“材美工巧”三个方面，分别从造

物思想、造物手段、造物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 

2.1  制器尚象 

“制器尚象”语出《周易》，意为器之造型、纹饰

皆源于世间万物，是我国较为传统的造物思想。广西

传统文化以器物为文化传承载体，但尚象并非简单意

义上对自然万物的模仿，按其层次高低分为三个层

面：“物象”、“意象”、“道象”。以下从造物视角对广

西传统文化展开论述，从理论层面探究其与当代设计

的契合点。 
 

表 1  广西传统文化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 of Guangxi traditional culture 

器物文化 

传统建筑 

生活用品 

生产工具 

器乐 

工艺品 

干栏式建筑、鼓楼、风雨桥、楼阁祠庙、古寨亭、骑楼、吊脚楼 

织锦、刺绣、陶瓷、竹编、芒编、酒器、泥炉、首饰、石釜 

犁、耙、水车、织布机、磨盘、锄头、独轮车、石铲、石斧 

铜鼓、马骨胡、天琴、铜锣、铜钟、小三弦、花腔腰鼓、芦笙 

壮锦、壮绣、绣球、麽乜、木偶娃娃、坭兴陶、手袋 

行为文化 

宗族制度 

鬼神传说 

民风民俗 

音乐舞蹈 

工艺 

土官土司、都老组织、家奴土民、祠堂祖制 

社节、土地神、花婆、姆六甲、牛魂、莫一大王 

花王节、牛魂节、莫一大王节、三月三歌节、中元节 

长鼓舞、捉龟舞、绣球舞、铜鼓舞、山歌、小调、民歌、儿歌 

木雕、石雕、石刻、剪纸、印染、刺绣、编织、漆艺 

观念文化 

生活观念 

文学艺术 

图腾崇拜 

天人合一、敬畏自然、鬼神学说、神灵信仰、吃苦耐劳 

壮文、族谱、刘三姐（歌剧）、戏剧、故事传说 

猴、蛇、牛、虎、太阳、月亮、山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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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之尚物象，模拟世间万物而成型。此“物象”

除了天地万物之象，还包括市井百态之象、生活生产

之象以及消遣娱乐之象等 [4]。广西传统文化崇尚物

象，首先体现在器物造型是对自然的简单模拟，无论

其木雕、石雕、剪纸、花山岩画、壮锦图案及生活器

皿等，皆能在自然界找到原型。其次，模拟万物特征

而赋予新意，如麽乜造型为勇士伸开双臂拥抱太阳，

是对希望、对美好生活的象征。此外，马骨胡、绣球、

铜鼓纹样等皆遵此理。 

制器之尚意象，理解自然万物而造物，是高级层

次的人工事物。人工事物是应人类的需要而产生的，

每种需要后面都带有实践的目的性[5]。广西传统文化

中此类案例较为丰富，如铜鼓、陶瓷、芒编、竹编等

皆是人们生活实践物化的结果，是对生活所需、改造

生活的反映。制器之尚道象，超越宇宙万物而制器。

此“道象”绝非表面意指，而是自然规律、原理乃至

哲学思想的应用，是最高层次的制器。例如，运用自

然发声原理制作而成的天琴、铜钟、芦笙等广西乐器；

广西传统建筑亦不乏此例，如“天人合一”哲学观强

调建筑与自然和谐共生，为适应夏季炎热多雨的气

候，广西建筑屋顶多呈坡度陡峭，出檐较深等特征，

见图 1。 

2.2  纹样丰富 

传统纹样是广西文化的实物载体，是通过造物手

段传承文化的典范。广西传统纹样种类繁多，包括器

乐纹样、服饰纹样、工艺品纹样、生活纹样、建筑纹

样等，并且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器乐纹样指传统乐器所独有的纹样，以铜鼓最为

典型。铜鼓纹样内容丰富、形式各异，主要包括：太

阳纹、云雷纹、羽人纹、龙舟纹、翔鹭纹、青蛙纹及

几何纹等。服饰纹样指民族服饰中所呈现的纹样，如

壮族、苗族、瑶族、侗族等服饰纹样，其中以壮族、

瑶族最具代表性。壮族服饰纹样由几何纹样、字形纹

样、动物纹样、植物纹样、人物纹样等构成；瑶族服

饰纹样包括花蝶纹样、几何花边纹样、龙纹、玄武纹、

柏树纹等[6]。工艺品纹样指壮锦、绣球、麽乜等手工

艺品所展现的纹样。壮锦纹样题材最为丰富，包括花

鸟虫鱼、山水景观、民族风情等，具体分为花草纹、

虫鱼纹、鸟兽纹样、几何纹样，见图 2。绣球、麽乜

纹样构成较简单，分别为花卉纹样、龙凤纹样和传统

纹样、福字纹等。生活纹样指生活用品的装饰纹样。

建筑纹样指传统建筑的附加纹样，多与民俗文化相

关，例如，壮族陶器与苗族陶器的装饰纹样略有不同，

因此，对这两者不做过多论述。纹样作为艺术装饰，

并非静止图案，而是广西人民生活的缩影，体现了广

西人民对大自然的敬仰和美好生活的向往[7]。 

2.3  材美工巧 

材美工巧是广西传统文化造物方式的论述，主要

由材质、色彩、工艺三部分组成。材质是文化载体存

在的物质基础，是文化的客观性表达。广西天然材质

种类丰富，用于造物多为自身属性的传达，根据来源

不同分为加工制作与就地取材两种。加工制作指天然

材质需经过工艺加工，如壮锦、壮锦、漆艺、绣球、

器乐、刺绣、首饰等原材料虽源于自然，但并不能直

接投入生产。例如，漆艺原料天然生漆必须经过精炼

工艺才能投入漆艺品的制作。就地取材即原材料可直

接投入使用，如陶瓷、泥炉、木雕、石雕、石刻、竹

编、芒编等原材料皆属此范畴。例如木雕（见图 3）

原料天然木材可直接加工，无需多余加工流程。 

色彩是文化载体的辅助手段，是文化精神内涵的

传达。生活中的一些色彩现象折射出丰富的文化意

味，形成了独特的色彩文化系统[8]。广西人民对色彩

的运用多集中于民族服饰、工艺品上，其中以民族服

饰最为突出。民族服饰如龙胜瑶族以蓝为底，上披肩

垫悬以银饰，头戴红黄相间帽子；工艺品配色则较为

复杂，如绣球色彩种类繁多，有红、黄、绿、蓝、粉、

紫等，局部颜色鲜明，对比强烈，但整体配色和谐统

一；此外，少量工艺品多以原料固有色呈现，如木雕、

泥炉、石雕等。工艺是文化载体表达的重要手段，是

文化人性化的体现。广西工艺经古匠人传承发扬保留

了大量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工艺，如石雕、木雕、剪

纸、刺绣、石刻、印染、竹编、纺织等。运用传统工

艺塑造的传统民居、生活用品、工艺品、器物等，具有

深厚的文化内涵，拥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 

 

 
 

图 1  广西侗族风雨桥 
Fig.1  Wind and rain bridge 

 

图 2  壮锦凤鸟纹 
Fig.2  Zhuang brocade phoenix bird pattern 

 

图 3  木雕 
Fig.3  Wood car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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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西传统文化在当代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广西传统文化为当代设计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

来源，而当代设计中广西传统文化的应用是对民俗文

化、地域风情、古老工艺等的传承与发展。以下从纹

样、造型、工艺、色彩材质等方面探究广西传统文化

在当代设计中的应用策略和设计范畴。 

3.1  纹样重构 

广西传统纹样种类繁多、题材丰富。将广西传统

纹样运用于当代设计可丰富产品文化内涵，亦有助于

文化的创新发展。广西传统纹样在当代设计中的应用

分为：直接运用、提炼概括、变形重组三种方式[9]。 

直接运用即根据设计需求将传统纹样直接运用

于产品设计。此类纹样构造较为简单，多以局部装饰

或整体造型形式出现于家居产品、生活用品、纪念品

中，如几何纹、太阳纹、花山岩纹、简易动植物纹等。

例如，根据花山岩纹形态简单、不着细节、风格一致

的特征，可将其直接运用于书架的造型设计，花山岩

纹见图 4。 

提炼概括即以减法原则简化原始纹样并运用于

产品设计。此类纹样构成较为复杂、种类较多，如动

物纹、植物纹、人物纹、龙凤纹、铜鼓纹等，多作为

装饰运用于家具产品、生活用品、文娱产品、纪念品、

电子产品中。例如，壮锦纹样多为几何线条构成，对

其中构成较为复杂的纹样提炼概括，运用于手包设计

见图 5。 

变形重组是对原始纹样解构、重组、创造新纹样

的过程。变形重组是纹样属性延伸、扩展的有效手段，

是纹样文化创新的重要举措。此种方式产生的纹样兼

具形式特征及文化意蕴，符合当代简约审美情趣，适

用产品范围较广[10]。例如，将花山岩纹解构与字体重

组而成的新纹样，运用于酒包装设计见图 6，充满民

族气息又新颖有趣。 

3.2  造型重塑 

广西传统器物是“制器尚象”造物理念实践化的

产物，是地域性器物文化的典型代表。下面以广西传

统器物为“象”，研究如何从器之物象、器之意象和 
 

器之道象三个层面的可感知性转化为激发设计创意

与灵感的元素，进而指导当代设计实践[11]。根据广西

传统器物特征，分为物象借用、抽象转化、意象迁移

三个层面。 

物象借用是指对器物整体或局部特征进行再设

计从而创造新形象的过程。具体做法为：将某一器物

中最具典型意义部分提炼简化，并与共同特性的产品

载体有机融合，达到“形简神似”的创意效果。广西

传统建筑、工艺品、器乐、生产工具中有着丰富的“物

象”资源，可为当代设计提供较为直接的灵感来源，

例如，采用苗族头饰及颈饰造型设计的“溪梳”见图

7，造型简单，充满民族气息。 

抽象转化指通过抽象思维对器物元素主要特征

进行提取，并结合设计师的主观思维而进行创意升华

的过程。抽象设计是广西传统器物形式创新的重要手

段，是器物元素在当代设计中较高层次的运用。其特

征是借助器之物象而进行抽象造物。简言之，所造之

物与原始器物并非一一对应关系，而是设计师主观思

维的体现。例如，对铜鼓蹲蛙元素概括和转化为抽象

造型而设计的不锈钢果盘见图 8，造型新颖，充满想

象力。 

意象迁移指运用意象思维对传统器物作抽象化

解读并赋予象征语义的过程。具体方法为对某一器物

做抽象化处理，赋予其象征性语义，使之成为文化符

号，并运用于相关产品设计中。广西器物根植于深厚

的文化语境，对其进行文化符号的抽象提炼，有助于

民族文化的传播。例如麽乜寓意守护和希望，对其造

型抽象为人物怀抱球体这一文化符号，可用于儿童娱

乐产品的设计。 

3.3  工艺新解 

广西民族历经长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传统工艺，

如木雕、石雕、石刻、剪纸、印染、刺绣、编织、纺

织、漆艺等。传统工艺运用于当代设计可为当前设计

注入更多形式和内容，又为工艺传承提供更大可能和

空间。根据其作用效果不同，分为平面型工艺、立体

型工艺两类。 

平面型工艺指工艺作用效果为平面形式，包括刺

绣、绘画、剪纸、印染等。此类工艺形式多样、特色 

 
 

图 4  花山岩纹 
Fig.4  Huashan rock painting 

 

图 5  壮锦手包 
Fig.5  Zhuang brocade clutch 

 

图 6  酒包装 
Fig.6  Liquor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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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溪梳 
Fig.7  Comb 

 

图 8  果盘 
Fig.8  Fruit dish 

 

图 9  扎染服饰 
Fig.9  Tie-dye clothing 

 
鲜明，多作为装饰手段。例如，刺绣技法多样、构图

自然生动，多用于服饰的艺术装饰；剪纸多以山水、

人物、纹样为主题，常作为装饰性图案运用于宗教祭

祀、艺术欣赏等日常活动中。对于此类工艺可作为装

饰图案或生产工艺，用于旅游纪念品、家居产品、文

娱产品等，如广西艺术学院彭黄诗诗将现代风与肌理

皱麻材料结合，用传统民族扎染设计的服饰见图 9，

新潮而不失民族感；将剪纸工艺与现代生产相结合，

进行广西旅游纪念章、纪念币的生产，从而创新工艺

传承形式。 

立体型工艺主要指工艺效果为三维形式，包括木

雕、石雕、漆艺、石刻、编织等。此类工艺原料丰富、

题材多样，多以装饰物或手工艺品形式呈现。例如，

壮族民间的木制雕刻主要用于建筑、家具、面具、神

像的装饰[12]；编织工艺常用于生活用品的制造，如果

篮、靠垫、鞋帽等。此类工艺可用于家具产品、工艺

品、生活用品、家电产品、雕塑等产品的生产，如采

用竹编工艺进行灯罩的生产，利用漆艺工艺进行家具

产品的装饰。 

但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使传统工艺无法满足当

今社会批量化的需求，必须改变传统生产模式，为工

艺的传承提供更多的方式和可能性。 

3.4  色彩材质新用 

广西民族对于色彩的运用有着自身的文化观念

和使用方式。下面以壮族色彩为研究对象，对其用色

规律进行总结，探究其新时代背景下的设计原则。壮

族色彩多见于壮服、壮锦，配色理念有崇尚青黑、鲜

明对比、配搭五彩、取色自然四种。崇尚青黑即壮族

以青、黑色为主要配色，多见于正规场合的服饰用色；

鲜明对比是壮族人民对于色彩艺术性的诉求，如壮锦

中红绿相间、蓝紫相映的搭配模式；配搭五彩指注重

色彩的装饰性搭配，如壮服以蓝青黑三色为主的同

时，多在领、袖等局部增加装饰性色彩[13]；取色自然

指色彩原料多为天然染料，是天人和谐生态观的体

现。将广西色彩配色方式及色彩寓意运用于家具文创

产品、生活文创产品、旅游纪念品、工艺品、民族服

饰，进一步丰富民族产品的文化内涵。 

广西传统资源种类丰富，主要有木材、竹子、陶

土、染料、棉麻等。传统资源中以林业资源种类最为

丰富，多盛产优质木材、竹材，如马尾松、柳州杉、

樟木、紫油木、松木及麻竹、毛竹、车筒竹、圣音竹

等，特征为纹理色泽美观、质地优良耐用、形态坚固

硬直，可保留其自然特性，用于家具产品的设计。此

外，广西陶土资源丰富，制陶业盛行如夹砂陶、坭兴

陶等，为陶瓷产品的制作提供便利。广西自古棉麻种

植、纺织、印染技术已有较高水准，棉麻织品式样众

多、质量精美，以桂布、桂管布及柳布、古布最为知

名；印染材料源于树木、花卉、水果、赭石等天然原料

的混合，安全优质。棉麻、染料可用于服饰、布艺品、

产品装饰物等。广西传统资源在产品中的使用，一方

面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另一方面赋予产品生态美感。 

4  广西传统文化在当代产品中的应用实践 

4.1  铜鼓桌椅设计 

铜鼓桌椅是铜鼓造型及纹样元素在家具产品中

的应用，见图 10（梁晓珍毕业作品）。铜鼓是壮族古

老的器物，造型简单，纹样丰富，适用于现代简约桌

椅设计。本设计造型简练、装饰素雅、功能创新，整

体效果充满民族气息。造型上，桌子造型来源于铜鼓

整体特征的提炼简化，椅子六边造型，寓意美好；装

饰上，椅子装饰图案来源于铜鼓羽人纹样的提炼概

括，并以现代审美标准进行图案组合；功能上，采用

模块化设计理念，赋予产品多用途的特征，避免流于

形式的仿造；材质上，选取广西当地樟木，保留其表

面纹理，营造自然美感。本设计既有独特的实用价值，

又对铜鼓文化传承推广。 

4.2  壮锦文房设计 

壮锦是广西民族的艺术瑰宝，有着悠久的历史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壮锦文房是壮锦纹样在文房用品中

的应用实践，见图 11（周明潇毕业作品）。壮锦纹样

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繁简兼具，选取蝴蝶纹、云雷

纹，凤纹、菊花纹、回字纹，葫芦纹、寿字纹，分别

用于镇尺、笔挂、砚台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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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铜鼓桌椅 
Fig.10  Table and chair of bronze drum 

 

 
 

图 11  壮锦文房 
Fig.11  Zhuang brocade stationary 

 

镇尺造型是蝴蝶纹的运用，寓意自然之美；装饰

纹样是对云雷纹的提炼概括，体现秩序之美。笔挂设

计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笔架造型取自凤纹，寓意

富贵吉祥；中间笔挡装饰图案源于菊花纹的提炼概

括，象征高雅脱俗；底座造型是回字纹的运用，笔挂

整体设计庄重沉稳。砚台造型采自葫芦纹，使用时则

为完整纹样，寓意福禄；表面装饰选用寿字纹，共同

组成福禄寿的美好寓意。壮锦文房是对壮锦文化传承

方式的思考，也为其他纹样的推广提供借鉴。 

4.3  百色红鼓设计 

鼓作为中国传统乐器，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百

色红鼓是传统器物纹样、百色红色文化、绣球色彩、

木雕工艺在鼓设计中的应用，见图 12（符嘉豪毕业

作品）。鼓面图案，首先对铜鼓原始纹样解构，再与

红七军军旗纹样重新组合，为本设计融入红色文化；

鼓面色彩取自绣球常用的红黄配色，寓意吉祥美好，

符合红色主题。鼓架底座提取百色骑楼中的植物纹

样作为装饰，并运用木雕工艺进行雕刻。本设计在

深入挖掘百色当地文化的同时，又结合传统工艺，

有助于百色红色文化的推广，也有助于传统工艺的

传承。 

5  结语 

广西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

地域研究价值。探究广西传统文化与当设计的结合方

式，有助于构建文化传承新模式，也有助于丰富产品

文化内涵。在深入分析广西传统文化特征的基础上，

从纹样、造型、工艺、色彩、材质等方面探究广西传

统文化在当代设计中的应用策略和设计范畴，并运用

于设计实践。为广西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

础和实践参照，同时为当代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

考方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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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百色红鼓 
Fig.12  Red dr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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