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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认识汉画像艺术叙事结构的基础上，介入设计要素的方法与路径，探讨设计的形式、功

能、媒介与传统艺术要素链接的可能性。在传承与创新的融合中，发掘传统文化价值对设计创新的建构、

对美育的社会性渗入以及对当下生活方式的影响。方法 “汉画像的日常”文创产品设计以“迎宾宴饮”

为素材，将宴饮图分解为若干“构件”——乐舞百戏、祥瑞装饰、狩猎庖厨等，还原一个“汉画像日常”

的语境。设计提取图像的“模件化”结构与叙事性的语言。从汉画像艺术视觉意象的表达特征，进行图

形推衍、造型语义与系列组合。结论 汉画像文创产品设计用新的媒介将汉代的艺术符号“日常”化，

注重符号与产品功能的内在关联。日常器物不仅仅是用来“使用”，更注入了人的情感与特殊的历史情

境。设计师通过各种媒介再现汉画像艺术的历史原境，使消费者在文化情境中感受到设计的视觉语言，

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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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Daily Portraits of Han Dynasty” 

LAN Fang, YUAN Li, XIANG Zi-hao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000,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Han Dynasty portrait art, this paper aims to get in-

volved in the methods and paths of design elements and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link between the form, function, 

media of design and traditional art elements. In the integration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we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esign innovation, the social infiltr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he 

current lifestyle. The design method of this “Daily Portrait of Han Dynasty”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was based on 

the material of “Welcoming Guests and Banqueting”. The banqueting picture was decomposed into several “components”: 

music and dance, auspicious decoration, hunting cooking, etc., to restore the context of “Daily Portrait of Han Dynasty”. 

The design extracted the “modular” structure and narrative language of images. From the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visual image of Han Dynasty portrait art, this paper deduced the graphic derivation, modeling semantics and series com-

binatio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artistic symbols of Han Dynasty are “normalization” in the product de-

sign of Han portrait creation with new media,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l correlation between symbols and product 

functions. Daily objects are not only “used”, but also infused with human emotions and special historical situations. The 

designer reproduces the historical original mirror of the Han Dynasty portrait art through various media, and the consum-

ers feel the visual language of the design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so as to realize the modern commun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Han Dynasty portrait daily; narrative context; aesthetic daily; cultural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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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是造物，也是叙事与表意，它

承载着美育和教化的功能。现阶段，国内外文创产品

的设计实践与研究已形成相对完善的体系，如中国故

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皆以

公众需求为导向，全面挖掘文物资源、品质和创意，

定期开发多种系列性的文创产品。由于中国物质文

化、非物质文化、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文创

产品具有多元化的发展维度与空间。深耕地域文化，

以传承与创新为使命是“汉画像的日常”文创产品设

计的根源。汉画像艺术作为传统文化符号体系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传播的意义对中华文化的传承

起到重要作用，神秘的文化基因符号借助现代新媒介

得以复活，继续发挥文化载体的功能，承载着历史的

新生与文化创新。本文从汉画像艺术图像符号构成的

审美意象出发，将汉民族的历史物质遗存进行现代性

的转化，让博物馆、艺术馆中的精英文化走向大众， 
 

使“日常生活审美化”。 

1  汉画像的叙事性特征 

“汉画像的日常”文创设计以“迎宾宴饮”为元

素，《迎宾宴饮图》见图 1，挖掘汉民族形成期宽广

的生活画面，将汉代艺术的“日常”元素进行提取，

包括形态特征、文化主题与意蕴的提取，通过现代视

觉元素进行创新。 

“迎宾宴饮”主题是汉代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内

容，是汉代豪门贵族宴请宾客的热闹场景，画像上有

礼乐生活的各种图像，如“迎宾”“宴饮”的场景。

多数画像中刻画了“乐舞百戏”“狩猎庖厨”“祥瑞装

饰”的场面，表达的是豪门贵族从迎宾、饮食的准备，

到宴饮、乐舞百戏一个完整的叙事场景，部分构件：

庖厨、宴饮、乐舞、百戏见图 2。 

 
图 1  《迎宾宴饮图》 

Fig.1 Welcome Banquet Chart 
 

 
 

图 2  部分构件：庖厨、宴饮、乐舞、百戏 
Fig.2 Part of the components: cooking, banquets, music and dance, and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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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思路 

Fig.3 Research thought 
 

“乐舞百戏”是“迎宾宴饮”的一个重要礼仪场

景，画面有鼓舞、建鼓舞、长袖舞、傩舞等，画面多

长袖善舞、男女对舞。汉画像的乐舞多与戏曲、杂技

在一起表演，故称之为“乐舞百戏”。“狩猎庖厨”是

“迎宾宴饮”礼仪的另一个重要场面，汉代盛行飨宴

之风，庆祝节日、祭祀祖先等都有盛大的狩猎场景与

庖厨场面。“祥瑞纹饰”是汉画像中最为常见的题材，

人们为祈求祥和喜庆，通过各种珍禽异兽和奇花异草

表现美好的吉祥寓意。动物如青龙、白虎、朱雀、玄

武、二龙交尾、翼兽、麒麟、凤凰、三足乌等，植物

如灵芝、木连理、嘉禾等。 

汉画像艺术具有“叙事性”特征，无论是表现历

史故事还是天上仙界，都是在一个宇宙空间中的场景

叙事。从独立的画像来看，可以分为表现“德”的历

史故事的叙事、仪式场景的叙事等。理解汉画像中图

像的叙事性特征，不能将图像的意义孤立来看，图像

与图像之间是一个整体的叙事场域。索绪尔（F De 

Saussure）的结构主义对语言学的研究同样适用于“叙

事性”的艺术，结构主义强调在研究事物时，不应注

重因果关系，而应从事物的整体上，从构成事物整体

的内在各要素的关联上去考察事物和把握事物[1]。叙

事学是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并不以描写个

别叙事作品为终极目的，而是把个别作品看成是受某

些普遍规律制约的客体；它通过研究具体作品，发掘

抽象的叙述结构[2]。叙事学视阈下探究汉画像艺术的

符号特征，挖掘图像深层意蕴与叙事结构，从而找到

进行创新表达的重要路径。 

文创设计以汉画像“迎宾宴饮”为线索，将宴饮

图分解为若干“构件”——乐舞百戏、祥瑞装饰、狩

猎庖厨等，还原一个“汉画像日常”的语境。这些“构

件”既是独立的主题，又是一个“宴饮”的“仪式体

系”，具有类语言功能的符号系统。在设计中通过语

言符号的“编码”，如图形推衍、造型语义及系列组

合，构建具有“宴饮”叙事特征的系列产品，研究思

路见图 3。 

2  汉画像文创设计的图形推衍 

设计的载体是“造型”，造型的核心是“形态”，

古今中外亦然。现代文创设计产品的表达在传统的

“造型”中，探寻形态语言规律，在现代的设计语境

中，进行推衍、重构与延伸[3]。汉画像艺术的造型是

将“点”“线”“面”运用在不同的物质载体上，形成

特殊的形态。“汉画像的日常”系列产品分别以迎宾

宴饮中的乐舞百戏、祥瑞装饰、狩猎庖厨进行图像语

义的分析与图形推衍。从“模件化”特征和叙事性的

图像语言入手，分析其造型结构。从汉画像艺术视觉

意象的表达特征，进行图形的推衍。 

汉画像艺术具有模件化特征，图像的制作有固定

的粉本，每种主题的造型形态选取最具原型特征的

“图像”。乐舞图选取长袖舞为图像原型，祥瑞图像

选择连理枝和凤鸟，庖厨狩猎选取人物、动物等最具

动态表现的形象。 

首先以乐舞图为例，“乐舞图”现代形式的衍生

来源于具象图形的提取，图形的原型是汉画像中的

“舞”的场景，乐舞图像梳理见表 1。汉画像中的“乐

舞”符号多样，各种舞姿都表现了欢快的场景。在设

计中选取了最具典型的“长袖舞”造型，长袖舞不仅

是汉画像砖、石的典型造型，汉代乐舞俑的造型也与

之相似。“乐舞图”文创系列产品分为两类，一类是

具象的“舞”的形态衍生，乐舞图形衍生方案见表 2。

“舞”的意象用重复律、渐变律、起伏律进行秩序化

地设计表达，利用线的疏密、曲折关系，生成具有动

态效果的“舞”的造型。设计作品的图形需要符合特

定的材质、工艺，造型要批量化生产，使用“点”“线”

“面”“体”的元素进行图形推衍符合现代设计的形

式要素。将创意的新纹饰进行充电灯、金属书签、木

制化妆镜等产品的应用，其设计作品图形的推衍有别

于艺术创作中形式的表达。另一类是抽象的“舞”的

图形衍生，设计提取乐舞的“骨架”，使用抽象的线

条来表现，通过对称、旋转、发散等设计方法，对单

个元素作有秩序、有规律地重复变化，进行纹样的形

式延展，形成抽象的视觉符号。抽象的“舞”的图形

虽然已经脱离具体的造型，但是图形的推衍保留了

“动态”的元素。这类抽象图形可以用作小型的装饰

类产品，如金属钥匙扣、金属徽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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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乐舞图像梳理 
Tab.1 Music and dance diagram image carding 

舞种 图像资料 

长袖舞 

 

建鼓舞 

 

盘舞 

 
 

表 2  乐舞图形衍生方案 
Tab.2 Music and dance graph derivatio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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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连理枝图形衍生方案 
Tab.3 Graphic derivation scheme of interlocking branches 

 
 

表 4  狩猎庖厨图形衍生方案 
Tab.4 Hunting cooking graphics derivative program 

原型图 元素提取 构建“势”的视觉 元素与“势”相结合，构建场景 系列产品 

    

木制拓印 

板鼠标垫 

手机壳 

杯垫 

 
其次是祥瑞图式，作为祥瑞图式的连理枝，最具

代表性的是枝条缠绕的特征。产品设计的辅助图形用

连理枝的枝条作为元素，将枝条提取出来进行元素的

拆分、组合，连理枝图形衍生方案见表 3。“连理枝”

系列文创产品采用“图形复制”的手法，用满版、局

部的组合方式，设计了深受女士喜爱的包袋、首饰、

丝巾等系列产品。 

最后是“庖厨狩猎”图，将汉画像中庖厨与狩猎

的叙事场景作为创作原型，设计提取狩猎的经典瞬间

“射猎”的动态、庖厨的生火烤肉的动态瞬间，从“射

猎”到“庖厨”既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性叙事场景，又

是一系列统一的动态场域。从设计衍生图中提取庖

厨、狩猎图中的人物、动物的“动态”场景，构建汉

画像庖厨、狩猎“势”的视觉张力，狩猎庖厨图形衍

生方案见表 4。视觉张力一般表现为速度感和生命力，

由图像的内在联系和呼应构成凝聚力，体现发展方向

的轨迹，构成特定的审美氛围。 

乐舞、祥瑞、狩猎庖厨图形的衍生用变化的线条

和饱满的构图表现“满版”“动态”“雄厚”的风格特

征，是汉画像原型的意象表征。汉画像的视觉意象以

“华丽”“铺陈”的风格为主。从屈原的《楚辞》到

汉代的《汉赋》，这些文学作品的形式与汉画像的风

格统一，都用了铺陈的表现手法[4]，注重的是艺术整

体的生命精神。在构图上呈现出装饰和节奏的韵律之

美，造型、比例皆围绕着生命精神的律动性展开。图

像形态的推衍与符号的转换，构筑了汉画像日常系列

产品的视觉意象。 

汉画像的日常系列取其“形”、延其“意”，从而

传其“神”，通过新的形式、功能、技术，构筑了一

个汉代艺术叙事性的文化空间。视觉要素的创新不是

照搬传统，而是理解传统中的审美情趣和思想本质，如

杉浦康平在《造型的诞生》中强调探寻“生命记忆”[5]，

即是在传统的审美意蕴中，发掘创新的文化之源。现

代设计中图形的推衍往往选取局部的、瞬间的图像形

态，由于其中每一阶段上的形都是最初的或最基本的

形的变化，或者说，都保留着一种始终不变的格式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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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虽然有一连串变化，但是它们之间还保持着紧密

的联系。”[6]图像式的变化，仍保持了原来的或基本

的格式塔。图形的推衍是局部选择的，或是抽取最具

意象特征的部分，然而图像的叙事表达却是完整的、

系列化的。 

3  汉画像文创设计的造型语义与系列组合 

产品设计具有类语言功能的符号系统，是一种编

码过程，设计文化通过造型语言的编码方式赋予产品

一定的形态。产品造型有“能指”和“所指”，它不

仅是实用的物的符号，也是文化符号。皮尔斯理解的

符号学是：“关于潜在符号化过程所具有的根本性质

及其基础变体的学问。”[7]雅各布森说：“指符必然可

感知，指义必然可翻译。”[8]产品作为一种“符号”，

在心理上引起对某种文化的联系和沟通。设计师将对

人、事、物、境等对象世界的体验内聚为某种感性生

动的心灵表象图，这就是“意”的生成[9]。设计师通

过具体的形态、重量、结构、气韵以及色彩、质地等

要素构成造型的量感与张力，使造型形成了不同的体量感

和视觉张力。如汉画像的纸雕灯系列，文创产品——

纸雕灯见图 4，将平面的“画”构成立体的“叙事”

场景。汉画像“宴饮”场景从平面走向空间，立体的

产品造型突出主题的“叙事性”。 
 

设计首先提取汉画像“宴饮图”的“车马出行”

场景、“对饮”场景、“乐舞”场景、“庖厨”场景。

其次，针对各场景的叙事结构进行分层的图像设计，

将平面的画像进行解构，组合成具有空间层次的叙事

场景，纸雕灯设计图见图 5。用新技术、新材料，将

汉画像石场景与实用性的灯相结合。在光照时，每个

层次的画面可以转动，形成连续的叙事画面，表达了

“漂浮的立体叙事空间”。灯具在光、图像、空间的

场域中，成为一个传达文化叙事的“新媒介”，将功

能性与历史文化记忆有效地融合在一起。产品设计是

通过造型手段实现符号化，使产品具有信息传播作用

和精神功能，从而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与精神性体

验需求[10]。 
 

 
 

图 4  文创产品——纸雕灯 
Fig.4 Cultural creation product: paper carving lamp 

 
图 5  纸雕灯设计图 

Fig.5 Paper carved lamp design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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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宴饮”系列——充电灯 
Fig.6 “Banqueting” series: rechargeable lamps 

 

 
 

图 7 “宴饮”系列——金属书签 
Fig.7 “Banqueting” series: metal bookmarks 

 

 
 

图 8 “宴饮”系列——木制镜 
Fig.8 “Banquet” series: wooden mirror 

系列化组合是文创设计的重要方法和策略，统 

一、整体的产品形象可以提高产品的辨识度，加深消

费者对文创产品的记忆联结，以此树立品牌形象。设

计艺术要服从于一定功能的要求和制约，因此，设计

构思与表达不是漫无边际的想象，而是在有限中求无

限的创意探索过程。文创产品设计的核心是文化与产

品的结合，设计产品的多功能、高效用以及产品内部

复杂的结构等特点，要求设计师在外观造型上协调处

理，以达到变化之中的统一。 

文创产品设计系列化的开发主要有造型系列，共

用同一造型但功能各不相同的系列产品；功能系列，

指将功能相关联的文化创意产品进行系统性地整合

而形成的系列产品；礼盒系列，是指将同一博物馆或

同一主题的文化产品做统一规划，成为一套礼品组

合。汉画像创意设计“宴饮”系列属于统一造型下的

系列产品，充电灯、木制镜、金属书签等这些产品的

功能不同，造型一致。“宴饮”系列——充电灯见图 6，

“宴饮”系列——金属书签见图 7，“宴饮”系列——

木制镜见图 8。 

将汉画像的日常元素以符合叙事特征的形态逻

辑展开系列性创意实践，通过图形衍生、造型语义、

产品系列化组合，建构符合现代审美习惯的创新路径。 

4  汉画像文创产品的“审美日常” 

在当前社会发展的多元维度影响下，产品设计的

“功能论”已不能解决设计面对的各种问题，如设计

资源、设计美学、设计技术等问题。激活“审美日常”

“文化消费”“设计生态”等语境，是当前文创产品

设计体系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如同一般的文创产品，汉画像文创产品主要分为

8 类，纪念品类、生活用品类、明信片类、益智玩具

类、学习用品类、首饰品类、电子产品类、工艺品类。

根据各年龄阶段、职业的消费群体的不同，以及特别

节日等因素的影响，种类的选择略有侧重，产品消费

示意见图 9。总的来说，品类的选择倾向于实用性强

的日常品类，避免制作仅有装饰性的产品品类。 

 

 
 

图 9  产品消费示意 
Fig.9 Product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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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像艺术从博物馆、艺术馆走向大众生活，在

现代传媒技术的影响下，社会精英审美行为与大众文

化之间的界限逐渐消解。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

现代主义》中提到“日常生活审美化”，认为日常生

活审美化正在消弭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距离。日常器物

不仅仅是用来“使用”，更注入了人的情感与特殊的

历史情境。设计师通过各种媒介再现汉画像艺术的历

史原境，消费者在文化情境中感受设计的视觉语言，

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提高美育的社会渗透

力，达到美育“理想化”的发展目标。在传统艺术置

入“日常”设计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了美育通向“审

美共同体”“艺术化人生”[11]等美学泛化的发展路径。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作为消费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和

标志性文化景观而存在的[12]。在这个通常被称为“消

费社会”“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背

景下，高雅与通俗、艺术与生活、艺术品与商品、审

美与消费，传统的边界断裂了，文创产品的开发以满

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为内在驱动力，是日常生活审美

化的具体表现。 

中国传统艺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

之“器”。器具的制作与设计被看作是“匠人”的工

作，艺术和日常用具始终处于疏离状态。对艺术来说，

复制技术时代的艺术作品，是“灵韵”的消失，而对

设计来说，技术的进步意味着设计语言趋于逻辑性与

系统性。现代的技术、尺度、材料构筑了一个汉画像

审美的“日常”系统。在产品的功能、材料、工艺等

方面，围绕着“日常”，选取“办公系列”“餐具系列”

“装饰系列”“电子用具系列”，如将祥瑞图式的设计

应用在女性日用品中，祥瑞装饰系列部分产品见图

10。在产品中，激活消费者的“情感共鸣”，从而引

导不同的消费行为。在功能上，既满足了消费者的“日

常”所需，又激发其与自身的生活经验或行为体会相

关联的联想。消费者在日常器具的使用中，感受汉代

艺术深层的文化记忆。 

设计将理性信息与感性信息完美地结合，不仅给

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物质形式，而且提供了一种生

活观念。设计的功能在文化系统中凸显，正如索特萨 
 

 
 

图 10  祥瑞装饰系列部分产品 
Fig.10 Part of the product: Xiangrui decoration series  

斯以查尔斯·依姆斯的椅子为例指出：“他其实不是设

计了一把椅子，而是设计了一种坐的方式。”[13]设计

是功能与文化的统一。如汉画像文化创意“宴饮”系

列，通过赋予日常器物，如灯、书签、镜子各种“宴

饮”场景的视觉符号，使其在使用过程中增加“乐舞”

“对饮”“庖厨”等仪式性的叙事特征。 

后工业时代，文化赋予了设计隐喻性与象征意

涵，它潜移默化地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文创产品

设计以现代日常用具为媒介，激活了产品的文化价值

与实用价值，达到外观层次、使用层次与文化层次[14]

的统一。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人工科

学》（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al）中指出，设计是一

门与自然科学迥然不同的新型科学，它具有双重特

性，一方面它具有修辞学的特性——强调谨慎思考与

决策制定；另一方面又具有诗学的特性——人类制造

的所有产品都是以制造活动的性质为基础的分析与

理解所决定的[15]。正如宗白华所说，人对物的尺寸需

要是社会性的需要，不光是纯生理上的需要。中国古

籍上讲“器”与“礼”是不能分开的。他认为，使用

功能中有社会功能，有象征功能[16]。因此，不论是中

国传统造物，还是“审美日常化”“消费主义语境”

的产品设计，功能系统与文化系统相互依存。               

5  结语 

在了解汉画像艺术叙事结构的基础上，介入设计

要素的方法与路径，探讨设计的形式、功能、媒介与

传统艺术要素链接的可能性。在传承与创新的融合

中，发掘传统文化价值对设计创新的建构、对美育的

社会性渗入以及对当下生活方式的影响。作为民族艺

术的汉画像，其符号的形式与意蕴有待进一步深入挖

掘与研究，与现代产品的新形式、新媒介、新功能及

审美习惯相结合，用现代设计的语言，重构传统文化

叙事结构，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文化的介入以及

对西方设计学方法的借鉴，使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趋

于复杂化与多元化，开拓新的设计方法与研究范式是

文创产品设计发展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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