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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多文化元素融合传播进行探究。方法 以新剪纸元素与文化创意产品的结合与应用为切入

点，对实际应用案例进行剖析与梳理，再根据实时文化政策，来确定影响文化创意产品载体选择的内在

和外在因素。结论 新剪纸元素要想更好地与文化创意产品相结合，需要美观性、文化性、实用性、社

会性、地域性等因素互相作用，才能迎合大众需求与审美需要，跟上社会及设计领域的发展，实现创新

性的文化结合，使传统文化以新姿态融入日常生活中。该方法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并将更多可能性融入

了文化传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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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New Paper-Cut Element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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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multi-cultural elements. Taking the com-

bin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w paper-cut elements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bs practical application cases, and determin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fluence factors on the selec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carriers according to the real-time cultural policies. To better combine the new paper-cut 

elements with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 interreaction amomg aesthetics, culture, practicability, sociality, region-

alism should be considered, thus meeting the public needs and aesthetic needs, keeping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social and design fields, achieving innovative culture combination, and better integrat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daily life with a new form. This method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provides more possibilities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new paper-cut element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key factors; applied strategies; cultural commu-

nication 

时代的进步对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有着潜移

默化的影响，新剪纸作为传统剪纸的时代性新兴产

物，包含了更为新颖的设计语言及多元化的展示方

式。新剪纸的应用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融合了现

代科技及人文情怀，更多的是展现当下人们的审美观

及美好寓意。 

1  新剪纸的简析 

让中国传统文化走上世界的舞台，愈来愈成目前

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与方向[1]。传统文化如何迎合这

种主流的发展趋势是学者及设计者一直深入探索的，

时代与文化的碰撞需要结合开拓的设计思路及娴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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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手法，更要注重实时文化政策的融入与运用。

新剪纸作为一种较为新颖的艺术展现形式，它不拘泥

于传统剪纸的折叠、阴刻、阳刻、阴阳刻、刺孔等技

法，是基于中国传统剪纸之上的产物，它与中国传统

剪纸有着传承、发展的关系[2]，通过现代技术手段，

新剪纸将不再受传统剪纸限制因素的制约，而是朝着

更加开放、多元化、多层次的展现形式进行发展，使

现代文化包含着传统文化，又让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

影响着现代文化[3]。新剪纸作为新时代的产物，它从

中国传统剪纸文化中获取精华，融合现代社会的精神

需求，打破色彩、造型与空间上的固有思维，并结合

意想不到的载体，使之成为引领传统文化发展的新趋

势。新剪纸也称现代剪纸，虽然目前新剪纸在文化创

意产品应用中没有形成完整的应用体系，但二者的结

合仍可以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产生推动作用。新

剪纸作为一种艺术展现形式，它出现的时间并不长，

并且每个阶段及不同的使用环境下其包含的艺术展

现形式也略有不同，由此可见，实验性和创新性是它

最大的特点。冯骥才先生曾说过，新剪纸的发展有着

精致化、华丽化的特征。在创新的过程中，剪纸要超

越传统技法及套路，将现代艺术的设计理念融入其

中，并在选题类型、图形架构、设计尺寸等方面不拘

一格[4]，从而打造出高雅、鲜明、新颖、动人的视觉

效果。 

2  新剪纸元素在文化创意产品应用中的关

键因素 

2.1  文化因素 

近年来，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逐渐增强，文化因素

涉及各个领域 [5]。新剪纸作为传统剪纸的突破与创

新，其依旧蕴涵着传统文化的影子，创新的艺术设计

方式给了文化新的展现方式，可以激发人们对传统文

化及中华民族的认知与感悟，与此同时，“有用”的

文化才能更持久地存在于人们的视野中[6]。例如 2020

年中秋节，李子柒和故宫联名出品了“我爱北京天安

门”月饼礼盒，其不仅包含了传统剪纸的文化元素，

还将新剪纸元素、爱国情怀与产品包装进行结合与应

用，红色、黄色、金色的应用增添了中国传统的色彩

气息，设计整体简约、大气，见图 1。其功能方面已

经突破了新剪纸本身所能承载的寓意，延伸出了爱国

情怀与文化强国的意涵。这种以文化因素为中心的多

层次、多元化的包含与支撑关系，是新剪纸元素在文

化创意产品应用中最重要的脉络组成部分。 

2.2  创意因素 

好的创意在设计过程中可以起到加分的作用，创

意因素对促进文化创意产品获取经济效益有着巨大

的牵引力。文创层面的创意因素是围绕文化因素来诠 

 
 

图 1 “我爱北京天安门“月饼礼盒 
Fig.1 "I Love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moon cake gift box 
 

释人脑对新事物产生的新思维，新思维的诞生结合新

的设计及设计方法，可以创造出迎合大众喜好和有所

用处的文化创意产品[7]，因此由两种事物结合而诞生

的文化创意产品，不单单是盲目的复制和简单的拼

凑，而是事物间的元素与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可以

迎合消费者的喜好，并符合社会市场发展的需要[8]。

例如常见的立体贺卡，其由平面纸张通过裁剪、雕刻、

拼凑、组合等方式，以贺卡的展现形式来传达美好寓

意与祝福。由此可见，创意因素不一定必须是百分之百

的新东西，也可以是已有的事物结合出的新产物[9]。 

2.3  交互因素 

如今的文化创意产品愈来愈注重交互因素的融

入，交互因素的融入可以打破人们走马观花式地对待

文化创意产品的局限，形成人与物之间的主动与被动

关系，以“动”为分界点，互动前与互动后是 2 种完

全不同的展现形式，交互因素运用得巧妙与否将直接

决定文化创意产品能否可以牵住人们的视线、能否可

以抓得住人们的好奇心。同时，交互因素拉近了人与

文化创意产品间的距离感，潜移默化中使参与者内心

增添了更多喜悦感与成就感。例如印象昆韵出品的

“别有洞天”月饼礼盒，其产品本身已经非常精美，

当把月饼从外包装盒中取出时，从外包装盒侧面的洞

观看，会使观众产生渐进的代入感，这种一镜到底的

方式会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当月饼盒全部取出

后，会发现别有一番天地，见图 2。该设计将新剪纸 
 

 
 

图 2 “别有洞天”月饼礼盒 
Fig.2 "Holes" moon cake gift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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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与文化创意产品进行了巧妙的结合，可以增强消

费者与产品间的代入感，做到“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的有效诠释。由此可见，交互因素带来的新体验与新

的设计语言会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手段，并不断融

入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中。 

3  新剪纸元素在文化创意产品中的应用策略 

应用策略取决于新剪纸元素在产品应用中的关

键因素，决定了文化创意产品的最终展现形式。从策

略的构想到具体实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探索过程，

需要设计师具备一定的设计文化素养，也需要设计师

与时俱进，以文化的传承、创新为根基，从发展的角

度看待问题。 

3.1  色彩的突破 

新剪纸元素在文化创意产品中的应用，从根本上

打破了传统民俗剪纸色彩单一的局限，在色彩表现形

式上有了质的突破与超越，其色彩语言逐渐朝着多元

化方向发展，不仅有传统上的单色，还根据时代特性

及文化创意产品的属性出现了衬色、套色、填色、染

色、拼色等新颖的表现形式。衬色，是将单色纸裁剪

成形，后用彩色纸作为衬底。套色，是将不同颜色的

纸叠放在一起，固定牢后剪出所需的图形，再从中选

取一张裱于衬底之上，最后将其余图形分别贴在上

面。填色，是先将深色纸剪出所需的主板，将其裱于

白纸之上，再根据内容所需，来填涂其他不同的颜色。

染色，是先将纸根据主观因素进行染色，再将其剪成

所需的形状。拼色，是将不同颜色的纸剪出不同的形

象，再根据样图进行拼贴并裱于衬纸上[10]。 

基于这些新颖的表现形式，新剪纸在文化创意产

品上的应用，受现代工艺技术及量产化需求的影响，

多以彩色印刷为主要制作方式，这样的制作方式在一

定程度上大大提升了制作的精良度与多层次的展现

效果，符合如今人们对美的认知，同时减少了工艺成

本，有效避免了浪费[11]。 

3.2  空间上的延展与创新 

文化创意产品是新剪纸的创新载体之一，它是艺

术层面创新性、美观性与实用性的重要载体。传统意

义上的剪纸是基于平面载体上的，如玻璃、木板或衬

纸，此类展示方式的视觉效果单一，容易使人们产生

视觉上的疲劳感。空间上的延展与创新作为新的展

示方式，将新剪纸的展示方式由二维上升到三维，

使其在原有寓意的基础上，延伸出更丰富的意涵，

可以更好地迎合当代年轻人的喜好，并更好地传播

剪纸艺术。 

整个设计过程需要以展示艺术的相关理论作为

支撑，其中平面构成与立体构成对空间上的设计规划

起到理论性的规范作用，同时要充分运用几何设计元

素，以及中国传统剪纸技法在设计中的构成关系，对

新剪纸元素展示层面的细节进行丰富，从视觉元素上

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空间上的展示是人与产品之间形

成交互的最直观的展现[12]。笔者结合应用因素，重点

针对空间上的延展与创新，设计并制作出“旋转八仙

投影灯”，见图 3。笔者以八仙文化为题材，并将新

剪纸与电动旋转台灯进行创新融合设计，以投影的形

式讲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神话故事。光影与空间效

果的结合，使人们的视线离开产品本身，去欣赏空间

环境带来的层次感、氛围感，动静结合使人置身其中，

以灯光照亮设计的寓意，赋之以动态的灵魂。由此可

见，文化创意产品为新剪纸元素提供了多维度的展示

平台，空间层次的提升促进了视觉效果的丰富性及寓

意的多样性。 
 

 
 

图 3  旋转八仙投影灯 
Fig.3 Rotating Eight Immortals projection lamp 

 

3.3  工艺上的科技应用 

传统意义上的剪纸被认为是手工艺术的展现形

式之一，新剪纸作为传统剪纸的时代创新，早期也离

不开手工这种传统形式。科技的发展为新剪纸的艺术

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13]。在色彩上，可应用的颜

色种类越来越多，并且通过凸版印刷、凹版印刷、数

码印刷、丝网印刷、特种印刷等印刷方式来上色，可

以使颜色更加细腻。另外，可以运用软件对图形进行

编辑，并根据要求实时进行修改，使艺术创作更加标

准化与精确化。好的作品可以通过电子存档的方式进

行备份，有利于人们在线下载及学习交流。激光雕刻

技术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复杂系数更高的剪纸

作品，并且制作过程更加直观，成品率更高，从最根

本上大大减少了制作成本及时间，见图 4。由此可见，

新剪纸在文化创意产品上的应用是需要现代科技在

工艺上加以支撑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艺术设计上新

的突破与探索。 

4  基质载体的调查选择与分析 

文化创意产品作为新剪纸元素的载体，在设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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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激光雕刻技术 
Fig.4 Laser engraving 

 
程中要注重融入社会、文化、地域、美观性、材料工

艺、实用性等因素。其中文化、社会、地域可归类为

内在因素。文化因素是文化创意产品的内在灵魂，可

赋予产品美好的寓意，提升产品的自身文化价值[14]。

社会因素注重的是实时的社会动态及设计发展的前

沿趋势，因此在不同的时代下，社会因素在文化创意

产品载体的选择与设计上会有时效性的影响。地域性

因素就要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地域之间的民俗、习

惯会有所不同，因此各地域的喜好或有所避讳的东西

也会存在差异[15]。美观性、材料工艺、实用性归类为

外在因素。美观性因素是最直观的外在因素，文化创

意产品是否能符合大众的审美，决定着其是否能引起

大众的购买兴趣，进而决定了其能否与大众产生共

鸣。实用性因素需要落实到人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好

的文化创意产品应该是多用途、多寓意的，还要有一

定的使用持久性，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摆件或一次性消

费产品。材料工艺因素要与新剪纸元素在可行性结合

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材料、工艺，进而为二者的 
 

结合提供更多的契机与可能性，材料工艺的不同尝试 

与创新代表着设计语言与设计方法的多元化探寻。 

根据以上因素，随机抽选 110 名年龄在 20~40 岁

的来自不同地区的设计专业人群及非设计专业人群

进行调查问卷的填写，筛选出真实、有效的问卷 100

份，设计专业人群 50 份，非设计专业人群 50 份。此

年龄段的人群具备较强的消费能力，同时他们也代表

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及现代人的审美标准，他们的需求

对文创产品未来的设计发展起到引导作用。不同地

区、不同行业的人群确保了调查数据的随机性与全面

性，尽可能地减小了数据上的极端性。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对 6 种因素提供分值依据，其中，非常需要

为 5 分，比较需要为 4 分，一般需要为 3 分，不太需

要为 2 分，不需要为 1 分。调查对象共分为 10 个调

查组，G（Group）为组别，每组 10 人，每组针对相

应因素进行打分求和，最终求取各因素实际分数平均

值进行比对参考，由此可以发现，设计专业人群与非

设计专业人群对因素需求的选择基本保持一致，但设

计专业人群对材料工艺因素较为注重，而非设计专业

人群对文化因素更为注重，见表 1。 

通过因素综合平均值对比可以看出，美观性因素

在文化创意产品中占主导地位，文化因素、实用性因

素、材料工艺因素分值也较高，见图 5。通过数值对

比分析，当代年轻人更加注重文化创意产品的外在因

素，同时内在因素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正是如

今社会发展的现状，以及文化创意产品在创新之路、

设计研发上的趋势，因此新剪纸元素要想更好地与文

化创意产品相结合，就要以美观性、文化与实用性因

素作为主导因素，同时兼顾社会、地域等内在因素，

才能迎合大众需求与审美需要，并跟上社会及设计领

域的发展趋势。 

表 1  不同人群分值统计 
Tab.1 Score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populations 

名称 组 文化 社会 地域 美观性 实用性 材料工艺 

G1 37 29 22 43 37 31 

G2 39 28 21 45 36 30 

G3 40 30 19 42 39 32 

G4 36 26 23 42 42 33 

G5 39 28 25 43 40 29 

设计专业人群 

平均值 38.2 28.2 22 43 38.3 31 

G6 41 30 23 44 36 28 

G7 38 29 24 45 39 31 

G8 42 31 19 43 38 33 

G9 39 26 21 42 38 30 

G10 36 27 26 43 40 29 

非设计专业人群 

平均值 39.2 28.6 22.6 43.4 38.2 30.2 

 



296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4 月 

 

 
 

图 5  因素综合平均分值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the combined average scores of factors 

 

5 结语 

文化的传承始终伴随着设计的突破与创新，多样

化的文化为如今的设计输送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好的

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会推动文化的发展，现代设计理念

与科技的融入也影响着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是以

社会发展为影响因子的历史选择。新剪纸元素在文化

创意产品中的应用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缩影。弘扬、

创新传统文化是我国设计师需要始终坚持的，从而为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

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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