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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纹样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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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的传统元素之传统纹样的合理使用。方法 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有

着突出的文化价值，其是对传统的延续，也是对现代的升华。以文创产品设计为核心，深入分析当前文

创产品的形式与价值，从传统文化的视角提出传统纹样元素的应用意义及可能性，并就文创产品对传统

纹样的应用提出了几点看法，接着从应用视角对文创产品融合传统纹样的几个方向进行探究，最后从文

化、审美和功能 3 个方面具体探讨设计实践，深入分析“传统中见时尚、现代中寓风华”的艺术创造之

路。结论 传统纹样在现代文创产品中的创新应用，能够让传统与现代对接，这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良

好推动力，也是文化传承过程中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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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 in the Design of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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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zhong College of Information, Shanxi Jinzhong 0308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ational use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of traditional elements in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s of outstanding cultural 

value, which is the 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 and the sublimation of modernity, and has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artistic integration of the two. By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as the c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gen 

product form and the meaning of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puts forward the significance and pos-

sibility of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elements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re discussed,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and then from the application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and explore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a few big product fusion, finally points specific cultural, aesthetic and function three aspects to explore the de-

sign practice. Deeply analysis the path of art creation of "Discovering fashion i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flecting the 

beaut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culture".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can connect tradition with modernity, which is not only a good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economic de-

velopment, but also a rational choic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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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是一种文化再创造，其与人类的造物活

动相伴相生，是对传统文化精髓的艺术化的解读、整

理和再加工，其中不仅有传统的文化价值内涵，还有

一些新的人文内涵被无形融入，可以说其已经具备了

艺术衍生品的特性，既能在使用价值上毫不逊色，又

能在精神层面上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与其他产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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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文创产品与现代人的精神文明更加契合，满足了

人们越来越高的精神审美追求和物质生活追求[1]。加

之不同的地域背景造就的不同文化背景，也让文创产

品拥有更加鲜明的辨识度和差异性，不断给消费者带

来新鲜感。设计者只要能够提取传统纹样的精髓，并

巧妙地融于文创产品设计中，必然能达到理想的设计

效果。然而，很多设计者在进行传统纹样和文创产品

的融合与创新时，常对文化元素应用不当，或是整体

设计过于现代化，使文创产品失去了应有的神韵和内

涵，虽然文创产品设计得很有创意，但未免南辕北辙，

非但没有锦上添花，反而给欣赏者造成误解，这些都

是得不偿失的，必须予以重视并剔除[2]。虽然当前有

关传统纹样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运用有不合理

之处，但正面的积极效用远大于其中的缺陷与不足。

为了找到更加科学的创新路径，笔者进行了以下研

究。 

1  借力传统纹样的文化特性 

文化性是当前人们在购买产品时十分重视的一

个方面，有的人更是优先考虑文化性突出的产品，之

后再考虑产品的功能和价格。文创产品对传统纹样的

借鉴和应用也应从文化层面着手，凭借一定的文化功

能，与消费者实现情感共鸣[3]。同时，在具体应用传

统纹样时，设计者应取其精华，避免随意应用、盲目

改造。对传统纹样而言，其符号与形状大多有着不同

的美好寓意和深刻含义，可以赋予文创产品以文化识

别的功能，同时还可以更好地传递文化信息。 

一般而言，文创产品设计时的纹样可从传统的动

物、植物、器物等吉祥纹样中选取[4]。现以植物纹样

中的桃花纹样为例进行深入分析。“桃”本身具有一

定的民俗功能和吉祥寓意，在传统文化中象征长寿，

桃木、桃花在民间传统上也多有趋吉避凶之意，是传

统纹样的代表形式。将桃花纹样中的吉祥寓意和经典

造型进行艺术化提取，运用现代造型手法进行创新，

并融入文创产品设计中，这是一种对传统的尊重与创

新，更是一种有效的艺术尝试，能够突出文化内涵，

大大提高文创产品的文化属性。例如，以桃纹为主要

设计元素，配合现代化的设计手法，制作出 Q 版桃

娃形象，并赋予每个 Q 版形象不同的特征和表情，

以运用于帆布手提袋的设计中。另外，也可将桃纹元

素融入极具地域风情的明信片系列、设计感强的书签

系列，这样的创意富有新意，实现了艺术性、多样性

与文化性的多向发展，迎合了市场的现实需求，也满

足了消费者的文化审美需要。 

除此之外，云纹、如意纹等传统纹样也与文创设

计相关，拥有深刻的文化寓意是文创产品长久发展的

关键，文创产品对传统纹样的应用必须以文化内涵为

基准，从而实现文化意蕴的升级[5]。 

2  升华传统纹样的审美特点 

受众的审美水平和审美特点是文创设计师在设

计时必须尊重并慎重考虑的因素，如此才能借助文创

产品带给人们更多美的享受[6]。传统纹样的审美特点

不但没有在历史的发展中消亡，反而日益凸显出来，

并拥有众多的拥护者。为了让文创产品的审美特点更

加突出，文创设计师也开始从审美视角审视传统纹

样，以期为己所用。这就意味着文创设计师除了要拥

有熟练的技能和灵活的技巧，还要对传统纹样独特的

审美特性了然于胸，以便在设计的产品中与消费者产

生情感的联系，赢得更多受众的青睐[7]。 

龙凤纹样一直是传统纹样中的典型，“龙凤”其并

不是现实中存在的动物，而是由古人虚构出的神异动

物，在文化的传承中，一直被奉为祥瑞的象征，有着

独特的文化内蕴和审美特性。直至今日，龙凤纹样的

视觉张力和情感张力都是难以超越的，因此，很多产

品的包装设计或造型设计都会对其进行艺术化应用，

文创设计也不例外。在文创产品设计中，龙凤纹样的

造型手法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更是对审

美的凸显和创造，尤其与现代视觉元素结合之后，其

所呈现的审美效果更是格外吸引人。除了传统的龙凤

呈祥系列，文创设计师还设计了各种形式的龙凤纹

样，在凸显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进行了艺术化的创

新，如出现了龙凤相斗的设计图案，并进行了漫画式

的造型处理，使之与书签、钥匙扣等文创产品融合在

一起，实现了审美情感的交互，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装

饰美感。某款情侣手机壳的文创设计也将龙凤纹样作

为依据，其中一个将龙作为艺术化的纹样，另一个将

凤纹作为表现主体，分别与现代版的漫画造型相融

合，具有别样的审美意味，实现了时尚与传统的完美

融合。由此可见，若将传统纹样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

当前的文创产品中，也是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有效

路径[8]，其所展现出的审美价值值得深究。 

3  发扬传统纹样的文化功能 

文创产品设计对功能性的要求也很重视，安全、

便捷、心理等功能都是文创产品设计时需要特别考虑

的内容[9]。这是因为人们在追求文创产品文化性的同

时，仍然没有忽视其功能性，因此，在各个层面满足

人们的基本功能需求仍是重点内容。文创设计者在具

体的产品设计过程中，必须从传统纹样的文化内涵着

手，同时考虑文创产品的功能性，以合理、有效的方

式将两者融合，才能达到现代人对文创产品的功能性

要求[10]。另外，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设计过程并不

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设计师深思熟虑的结果，

是在不断磨合与尝试中总结出的经验，更是在创新与发

展中获得的宝贵财富，只有主动地去了解传统纹样，灵

活地应用传统纹样，才能使其价值得到更好的发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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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绣纹样是传统纹样中的佼佼者，其大多表现的
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趋吉避凶的吉祥寓意，是对人
类精神追求的一种外在表现。将织绣纹样融入文创产
品设计中进行艺术化地提炼和概括，再配合现代工艺
技术和材料，可有效提升文创产品的文化功能。从图
案的设计上看，文创设计者可以将织绣纹样进行现代
形式的解构和重构，提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与
现代化的图形进行组合、重构，在保留传统本质的基
础上，找到与当下发展相适应的形式，在组合和碰撞
中实现更强烈的艺术效果。另外，木头、皮革、陶瓷
等材质都在文创产品中有着多样化的应用[12]，将这些
材质与织绣纹样进行艺术化地嵌入，促使材料和纹样
实现艺术化的组合碰撞，能够给设计者带来更多的创
作灵感。例如，在木质印章的设计上就可以融入织绣
纹样，简单的木材纹理被繁复的织绣纹样点缀，在一
刚一柔间，实现了艺术的碰撞，保留了木质印章的厚
重感，也使其更具文化意味，让产品得以传达文化功
能。又如，以布料作为笔记本的封面材料，并搭配织
绣纹样，蝴蝶与花朵的纹样组合既装饰了单调的封
面，又在不同形式与色彩的组合中彰显出文化功能，
让人眼前一亮。除此之外，文创产品对织绣纹样的借
鉴还体现在 DIY 的参与感和游戏性的注入上，以半
成品的形式输出，由消费者自己参与制作过程，这在
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传统织绣纹样与消费者的距离，体
现出其文化功能[13]。 

4  结语 

设计者需要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精髓，转变设计
思路，迎合时代发展特点和现实中的大众需求。文创
产品与普通产品不同，其核心是文化和创意，文化的
深度常常影响甚至决定文创产品的价值和意义。设计
者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获得更加深刻的认知，才
能以设计创新的形式使其成为文化的新载体，从而在
与大众审美相适应的前提下，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
文中谈及的传统纹样与文创产品设计有着诸多共通
点，期待被进一步挖掘和创造。无论是形式的借鉴、
内容的丰富还是意义的升华，也无论是整个借用、局
部使用还是大胆的艺术创新，只要能够以新旧之合力
促成更加可贵的附加价值，展现文化魅力，便是值得
肯定的，也是值得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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