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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将代表楚文化精髓的《楚辞·九歌》从文字意象转换为图像，探索其图像化方法，并应用

于现代设计中，为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有助于增加楚辞图像研究的多样性，丰

富楚文化研究。方法 使用文献研究法，查阅《楚辞·九歌》相关文献，深入理解文本内涵，捕捉文字

意象；归纳法，将《楚辞·九歌》中的意象分类，归纳为精神意象和物质意象，分析各类意象的转化方

式。精神意象主要包括各神代表的美好愿景；物质意象包括人物意象、动物意象、植物意象、器物意象、

景物意象。结论 将《楚辞·九歌》的文字意象图像化，并应用于“年礼”设计之中。总结出在图像化

精神意象时要先确定画面情节，再使用情绪版对每一章进行详细分析与转化，在图像化物质意象时则要

形神兼备，古为今用，虚实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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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Design Application of Pictorial Imagery in the Text of "Chu Ci-Jiu Ge" 

HUANG Min, ZHANG Jia-wei, SUN Lan-die 
(School of Urban Desig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Chu Ci-Jiu Ge" represents the essence of Chu culture. Converting it from textual imagery to images, 

exploring its pictorial approach and applying it to modern design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

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elp increase the diversity of the study of images of Chu, 

and enrich the study of Chu culture. Using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we review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 
Chu Ci-Jiu Ge"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ext and capture the textual imagery. Using the inductive 

method, we classify the imagery in the " Chu Ci-Jiu Ge" into spiritual imagery and material imagery, and analyze the 

transformation methods of each type of imagery. The spiritual imagery mainly includes the beautiful visions repre-

sented by the gods; the material imagery includes character imagery, animal imagery, plant imagery, artifact imagery 

and scenery imagery. The textual imagery of " Chu Ci-Jiu Ge" was pictorialized and applied to the design of the 

"New Year's Gift". The conclusion is that when visualizing the spiritual imagery, we should first determine the plot 

of the picture, and then use the mood board to analyze and transform each chapter in detail, while when visualizing 

the material imagery, we should use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both form and spirit, using the ancient for the present, 

and combining the real and the imag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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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是中华灿烂文化的优秀分支之一，历史悠

久，博采众长，浸浴于神话、宗教、巫术等富有神秘

浪漫气质的沃土中，蕴含着深厚底蕴，散发着独特魅

力[1]。我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提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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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2]，发扬楚文化的独特地域特色和卓越精神内

涵，有助于我国的文化发展传播和文化产品开发。屈

原所作《楚辞》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

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

厚的地方特色。其中《九歌》最具想象力，描写楚人

祭祀之神，文辞精巧华丽，代表着屈原艺术创作之最

高成就，《九歌》的价值不仅在其文学价值上，其所

展现的精神内涵亘古不变，至今仍符合中华民族的集

体价值观。文中从《九歌》中的文字意象出发，探索

其蕴含的精神意象，追寻历代九歌图的创作方法，用

现代设计中情绪版的方法将文字意象图像化，并将其

应用于新年红包礼盒的设计中。在进行文图转化时，

仅呈现诗歌文字表象意思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体会

文字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在图像化的过程中注重

神、形、义的统一，方能实现文学作品向视觉艺术和设

计作品的转化，延续先秦巨作的精神价值和形象活力。 

1  九歌意象探索 

意象一词，“意”可作意念、“象”可作物象来理
解，即某种或某些客观物象经过创作者自身独特的情
感或思想活动而随之衍生出的形象。对《九歌》的图
像化过程正是对诗歌内容、意象进行拆解、梳理的过
程，其中的意象是屈原对楚地祭祀、巫术请神的记忆
与想象，这 11 首诗虽然是用于祭祀神灵的作品，但
并不像中原的祭祀诗歌那般庄重而带有滞涩之感，而
是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和活泼的情调[3]。《九歌》中，
共有 9 位不同的人物形象、10 多种动物、数十种植
物，有的仅描写了单个恢弘庞大的场景，有的包含数
个连贯的故事情节，其中也有展现优秀精神品质的。
根据诗歌内容，将《九歌》中的意象分类为精神意象
和物质意象，其中精神意象包括各神代表的人民美好
愿景，物质意象则包含人物、动物、植物、器物和景
物，占比最大，内容也最为细致。  

纵观《九歌》各类学术文献，少有学者对《九歌》
的精神意象进行研究。精神指人的情感或意志，也指
主要意义，即宗旨。《九歌》中蕴含的精神意象不仅包
括创作者屈原本身的浓烈情感，也涵盖了当时楚人的爱
国精神，对纯真爱情、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4]。文中
选取九歌中具有积极精神意象的几篇，对其精神内涵进
行提取，包括：《东皇太一》篇——喜迎众神，祈求
福泽；《东君》篇——日出东方，崇尚光明；《云中君》
篇——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湘君》《湘夫人》篇——
企慕相思，盼望圆满；《大司命》《少司命》篇——寿比南
山，子嗣绵长；《河伯》篇——生命源流，滔滔不绝。 

2  追寻文字意象与图像的联系 

图像是人类视觉上对客观对象的描述，它有具体

的视觉效果画面。文字是记录人类思想、承载语言的

符号，是作为信息交流的工具。“图与文”所关注的

重点在于视觉再现与语言之间的关系[5]。将《九歌》

文字再现于绘画之中，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画家对此进

行尝试，由此所出的“楚辞图”数不胜数，其中不乏

杰作，这在中国绘画史上都是极为少有的[6]。对这些

作品进行赏析，探寻绘者生平经历与内心世界，分析

其创作方法，也能对本文后续研究与设计有借鉴意义。 

2.1  隽雅飘逸：张渥与九歌图 

张渥，字叔厚，淮南人，是元代著名的人物画家。

他博学多才，但屡次参加科举却未能及第，因仕途的

失意而寄情诗画，相似的思想感情让他与屈原隔空对

话，用画作抒发感情。张渥的《九歌图》是临摹李公

麟而来，在李公麟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理解与创

作，甚至在表现上与《楚辞·九歌》的精神内涵更加

吻合。其画作人物与景象相辅相成，如二湘的画作中

就用衣物与湘水表现人物心态，见图 1—2。莱辛曾

提出在绘画中选择表现故事情节的顷刻问题，要选择

诗歌中最富有孕育性的顷刻，他认为这一顷刻并不在

故事发展的顶峰，而在顶峰之前的那一刻[7]，中国古

代的画家们似乎早已深谙这一绘画理论。张渥在《国

殇》篇绘画时并未选择千军万马相互攻坚的顶点场 
 

 
 

图 1  张渥《湘君》 

Fig.1 Zhang Wo"Xiang Jun" 
 

 
 

图 2  张渥《湘夫人》 

Fig.2 Zhang Wo "Xiang Fu 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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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是仅有数个身穿铠甲的士兵在浓密树丛的掩盖

下，堪堪露脸，其中仅有一个被较为完整地画了出来，

他的后方也露出了几个士兵的头脸，隐隐表现出了后

方还有更多人马的效果[8]，见图 3。 
 

 
 

图 3  张渥《国殇》 
Fig.3 Zhang Wo "Guo Shang" 

 

2.2  绮丽瑰玮：陈丝雨与九歌图 

陈丝雨，中国新生代自由插画家，目前旅居德国，

她的九歌图色彩强烈、想象大胆、表达现代。不同于

以往画家的人物画为主，陈丝雨的九歌图除了人物，

更多的是景物，氛围的渲染，烘托出神的形象[9]，如

二湘的画作，湘君与湘夫人虽是画面主体，但背景中

的亭台楼阁、花山鱼水的笔墨刻画也不少，将二湘与

湘水相融，更衬出二湘是湘水之神的形象，见图 4—5。 
 

 
 

图 4  陈丝雨《湘君》 
Fig.4 Chen Siyu "Xiang Jun" 

约翰·伯格曾说“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受知识与信

仰的影响[10]。”由于艺术家生活的时代、地域文化、

人生经历不同，心中对《楚辞·九歌》的想象也不同。

陈丝雨的九歌图融入了她自己的思想感情，也超越了

《楚辞·九歌》的文本束缚，在《云中君》篇，除了

对原文的还原，更加上了自己的创想，画面右下方画

着 2 只羚羊，许是便于观者将之与云神的本体进行对

比，感受她的体量大小，见图 6。 
 

 
 

图 5  陈丝雨《湘夫人》 
Fig.5 Chen Siyu "Xiang Fu Ren" 

 

 
 

图 6  陈丝雨《云中君》 
Fig.6 Chen Siyu "Yun Zhong jun" 

 

3  《九歌》意象转换方法 

文中将九歌的意象分为精神意象和物质意象，并

从前人的创作方法中吸取经验进行文图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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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确定情节画面——时间顷刻的选择 

在转换精神意象前首先要确定的是对诗歌文本

瞬间的选择，即选择哪个“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才

能既表现出九歌的精神内涵又不束缚观者的想象。李

彦锋在其著作中提出顷间结构图[11]，见图 7，并以此

论证原始岩画选择 TOBC 矩形面积最大的 C2 顷刻，

不过其论证是基于原始岩画注重功用性的特点，《九

歌》图像化则不然，更注重给观者留下想象空间。因

此，笔者也对《九歌》具有积极精神内涵的几篇进行 

整理，并总结出了这些篇目的顷刻结构图，以助于确
定后续的文图转换，见图 8—13，其中 C 瞬间代表文
章情节的高潮，在后期进行文图转换时，会先思考选
择在哪个瞬间表现画面才能更好地体现《九歌》的积
极精神意义，如《东皇太一》篇中，在“芳菲菲满堂”
中，祭祀的欢乐氛围达到高潮，东皇太一亦安康欣喜，
此时已达到表现的极限，好似电视剧的喜剧大团圆结
局，让观众看得开心，却也给想象划了界限，而选择
C 点的前一瞬间展现东皇太一即将降临却未降临的
时间则铺垫了过去的发展也预示着未来。 

 

 

图 7  李彦锋的顷间结构 
Fig.7 Li Yanfeng's instant structure chart 

 
 

图 8  东皇太一顷刻结构 
Fig.8 Dong Hu Tai Yi instant structure chart 

  

  
 

图 9  东君顷刻结构 
Fig.9 Dong Jun instant structure chart 

 

图 10  云中君顷刻结构 
Fig.10 Yun Zhong Jun instant structure chart 

 

 
 

图 11  湘夫人（左）和湘君（右）顷刻结构 

Fig.11 Xiang Fu Ren (left) and Xiang Jun (right) instant structure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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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大司命（左）和少司命（右）顷刻结构 
Fig.12 Da Si Ming (left) and Shao Si Ming (right) instant structure chart 

 

 
 

图 13  河伯顷刻结构 
Fig.13 He Bo instant structure chart 

 

3.2  精神意象文图转换——从抽象到具象 

精神内涵总是诗歌的精华所在，转变类似精神意

象这种抽象的意象，需要通过逐步分析、细化等过程，

或许最终的效果并不如文字带给人以飘渺但强大的

精神能量，但能够从抽象走到具体也已经能够初步达

到图文转换的目的了。 

前文对精神意象进行了总结梳理后，可以进行文

本梳理。先根据前文分析指出其精神内涵，即精神意

象，再根据现代社会的需求和倡议联系现实，然后根

据这两部分内容制作简单的情绪版，其中包括关键

词、文本描述和实物场景，最后就是表现这个精神意

象的图像语言。文中以《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

《湘君》《湘夫人》《河伯》《大司命》和《少司命》

为例进行文本梳理，见表 1—2。 

3.3  物质意象文图转换——从具象到意象 

3.3.1  形神兼备  

在对人物、动物、植物 3 类物质意象转换时，需

要明白这 3 类物质均为“活物”，是具有鲜活生命的，

在表现“活物”时，除了刻画外貌特征外，要注重其

内在精神，即“形神兼备”。要想艺术作品能够“形

神兼备”，可以“以形写神”，将对象的精神特点凝练

在形象上，赋予其活灵活现的神韵，这样的形象也就

能够形神兼备了[12]。 

对于人物的刻画来说，动作姿态的表达在画面中

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人物的动作姿态可以表现出人物

的心态，甚至表现出作者的情绪，为作品增色[13]。如

二湘之间的愁绪情思，可通过眉头微皱、嘴唇轻抿等

的神态刻画来传达。于动物亦然，与人物有共通之处，

但《九歌》中的动物多为配角，不能做过多表现，需

为人物服务。最基本的是它们的形貌需符合原文所出

现的动物，不能错乱。还需要注意的是动物的动态同

样要符合原文。植物不似人与动物般可随处活动，却

依然可以鲜活生长。《九歌》中的植物多做点缀、衬

托之用，但都是经过挑选的，因此必然是活力生长、

娇艳欲滴的才能体现祭祀之盛大。 

3.3.2  古为今用 

《楚辞·九歌》是屈原根据楚国巫祭文化而作的

诗歌，对其中造物最原始的再现方式就是查阅资料，

寻楚物、摹其形、临其貌，让人们通过一件件文物窥

探楚国之风貌。当然，画作难以像文字一般面面俱到，

一幅画的展开也许只会选取文本内容中的一部分，更

多的或许是绘者通过屈子的文字发挥自己的想象。为

了使这些画者畅想的内容不脱离文本，不超脱出文字

原本内涵，可以采用古为今用的方式，将楚国的图腾、

大量出现在楚国器物之上的装饰纹样等，添加到画面

的创作中来。这种形式的添加就不再是生搬硬套式的

临摹了，而是需要根据文本内容、画面剧情进行一定

的变形，让它融入整个故事中，而不显得突兀或割离。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大众熟知的祥

瑞事物不一定与古楚相同，但仍然处于同一文化脉络

之下，可以提取古今人们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并找

到相对应的器物载体将其创新应用于现代的绘画创

作中。 

3.3.3  虚实结合 

在对人物、动物、植物、器物意象转换后，对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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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文本梳理 1 
Tab.1 Text combs 1 

题目 精神意象 联系现实 关键词 文本描述 实物场景 图像语言（范例） 

《东皇太

一》 

喜迎众

神，祈求

福泽 

吉星高

照，紫气

东来 

求神、祈

福、气运

上香、歌舞象征人

们在祈福；祥云、

烟雾象征气运；祥

瑞之物如凤凰等

象征吉祥 

 

 

 

 

《东君》 

日出东

方，崇尚

光明 

如日东

升，前程

似锦 

太阳、光

明、未来

太阳即代表光明

的未来；美好事物

象征好结果，如开

花结果的树 
 

 

 

《云中君》 风调雨顺 

国富民

强， 

平平安安 

云、雨、

丰收 

祥云、雨珠或积雨

云等；丰收的农作

物、果实、麦穗等

 

  

《湘君》 

《湘夫人》 

企慕相

思，盼望

圆满 

情真意

切、阖家

团圆 

相聚、团

圆 

以花草衬托感情；

月亮圆缺指代感

情；相牵或遥望等

肢体动作 
  

《大司命》

《少司命》 

祛除病

灾，子嗣

绵长 

长寿安

康，福满

儿孙 

求神、祈

福、气运

以花朵、星星等比

喻生命；新生植物

指代新生儿；直接

表现婴孩 

 
 

《河伯》 

生命源

流，无尽

涛涛 

敬畏生

命，一帆

风顺 

江河、水、

生命之源

江河的滚滚波涛；

河岸边生长的植

物、水生动物 

 

  

 
的意象转换方法则涉及整体画面的编排。对于这些景观

在画布上的表达，可以借鉴中国画中的传统技法——虚

实结合，来对画面整体进行更加合适的布置。由“虚

实”共同所表现出来的内涵十分丰富，它可以表现出

远近、高低、疏密、浓淡、强弱等。 

画面中“虚”的表现常常会给人以想象的空间，

妙用“虚实相生”，可使整幅画变得灵动起来[14]。如

二湘画面中，刻画湘水，可通过其他物象显现出“水”，

并非纯粹画水。对于画面内容重点刻画的故事情节，

则需要将代表性的意象做“实”。只有将关键内容摆

在明面上，观者才能通过这些内容对应原文、产生联 

想。如大司命出场时“使涷雨兮洒尘”，体现其威严，

对这一场景的刻画无疑能产生启示作用。相对于画面

中的人物来说，这番景象只是作为部分背景内容，对

主体来说又是“虚”的，所以在画面中的“虚”与“实”，

实际上是在对比下产生的，并不绝对，需要将各个个

体的“象”融入整体去观察、思考，进而将所有元素

更好地排列、布局。 

4  《九歌》意象的设计应用 

结合前文《九歌》精神意象的探索，对《东皇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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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君》《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
《少司命》和《河伯》等 8 章中蕴含的人民美好愿景
引申出新年礼包设计，对传统红包进行再创，结合现

•代审美打造一套精美的年 礼贺岁礼包，将荆楚文化
包裹在红包之中与祝福一起传递到千家万户。礼盒中
包括 6 个红包及一套对联福字套装。在红包设计中，
一改往日信封红包的设计，融入折纸元素，根据折纸
特点选取六边形造型寓意“六六大顺”。封面用 6 个
祝福语左右连接，红包内部则是根据祝福语设计的底
图纹样。对《九歌》中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二
湘、二司命、河伯八神进行插画设计，作为红包封底，
增加装饰，收藏价值。 

4.1  众神贺新春——《九歌》各神装饰画 

在所有画面中，众神都未直接以人物形象来展
示，而是以手作为画面主体。既给人以神灵的神秘之
感，又让人们对神灵之形象有更多遐想空间。 

《东皇太一》画面展示了在人们虔诚祈祷祭拜之
下，神灵于烟云之中显现，始终居于高位，捻起的手
似在施法，满足人们的愿望，见图 14。画面上半部
分是东皇太一背靠太阳，从烟云中伸出一只手，便召
唤出凤凰。凤是楚文化中无可争议的主角，是楚人图
腾的代表，战国时期的楚人对凤凰记忆朦胧，更因此
将一切美好的特征赋予了凤凰，凤即是祥瑞之兆[15]。
东皇太一作为天地万物的化身，出场便招来凤，体现
出其地位的尊贵。画面下半部分围绕着代表祭祀的花
草，对应原文中的“琼芳”“蕙草”，以示对这位神灵
的欢迎，花草的形态充满生机与活力，似在舞蹈也体
现着楚国祭祀时奏乐歌舞以娱鬼神。整体画面以黄色
为主基调，色彩丰富，与万物化身的东皇太一相契合。
东皇太一是众神之首，迎接他的到来即是迎接吉运、
福运的到来，《东皇太一》即代表着对吉星高照、紫
气东来的祈愿。 

 

 
 

图 14  东皇太一插画 
Fig.14 Dong Huang Tai Yi illustration 

《东君》展现了这位太阳之神骑着龙、拉着长箭、

射天狼的场景，见图 15。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具

有“连结”之意[16]。龙在楚文化中并非处于绝对领导

地位，其以蛇与鳄为原型，在楚文化的许多器物纹样

中都是陪衬地位，《东君》中亦如此[15]。整体画面以

橙黄色为主色调，体现日神给人带来的光明。“青云

衣，白霓裳”与原文对应，在翩翩起舞的云衣与散发

着光芒的圆日中日神出场了，露出一只举着弓箭的

手，翠鸟在周围轻轻地飞扬。画面下方则是扶桑树，

传闻扶桑树是孕育着太阳的神树，《东君》中也出现

了神木扶桑，文画呼应，体现东君作为日神的身份地

位。东君象征着对光明未来、前程似锦的祈愿。 
 

 
 

图 15  东君插画 
Fig.15 Dong Jun illustration 

 
《云中君》画面描述了在云彩与光芒中现身的云

中君，手轻轻一挥，便给世间带去了雨水，润泽了大

地，见图 16。闪着金灿灿光芒的背景与文中“灿昭

昭兮未央”“与日月兮齐光”相呼应，云中君在灿烂

的云霞中出场，为了满足人们祈求丰收的愿景，轻轻

一挥手，便降下甘霖于大地，让农作物肆意生长出藤

蔓、硕果，给人们带去丰收的好消息，大雁与燕子也

给整个画面增添祥和的气氛。《云中君》表达了对国

富民强、风调雨顺的祝愿。 

在二湘这幅画中，包括了湘君与湘夫人两位神灵，

见图 17。湘君与湘夫人是湘水之神，因此整个画面

以湘水为主要背景，二湘从泛着涟漪的水中伸出手，

似乎在极力寻找着对方，画面的正中间，二湘手指相

触，连湘水也为他们让道，这是笔者对二湘结局的一

个更改，在湘水里，二湘重逢了，使其体现出更符合

二湘对团圆的期盼，对情感圆满的盼望。画面上方的

手环绕着兰草，暗示着其身份是湘夫人，为了与恋人

见面而装扮，手边开满了鲜花暗喻着情感的美好。下

面的手围绕着荷叶与《湘君》中“筑室兮水中，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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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云中君插画 
Fig.16 Yun Zhong Jun illustration 

 

 
 

图 17  湘君、湘夫人插画 
Fig.17 Xiang Jun and Xiang Fu Ren illustration 

 
兮荷盖”相呼应，湘君从水中伸出的手努力向上去够
湘夫人的手，二者最终触碰到了对方。整幅画面以湘
水的青蓝色为主色调，背景中一轮模糊的圆月昭示着
花好月圆的团圆意象，鱼儿也为两位久未相见的恋人
助推、开心。二湘历经思念之千辛万苦，终得一见，
象征着对人们团圆、美满的祝愿。 

二司命一图将掌管人类寿命的大司命与掌控凡
人子嗣的少司命结合于同一画面，见图 18，体现出
人们对长寿安康、福满儿孙的追求。画面分为上下两
个部分，以阴阳划分背景，上半部分为阴，黑云暴雨
作背景，揭示了画面中上方的手是大司命，大司命从
黑云中伸出手，手中释放的、留住的是圆圆的如花朵
般的“寿元”，周围有与生命相伴的蝴蝶，体现出大
司命掌管寿命的职责。这些“寿元”向下掉落，逐渐

变为花朵、花瓣并最终落在婴孩身上。花瓣包裹着婴
孩，婴孩则被一双温柔、小心翼翼的手将其托举起来，
暗示了下方的手是负责庇佑孩童的少司命，与原文中
少司命性格温柔的人物特点相贴合，婴儿周围围绕着
为新生命高歌的鸟儿，背景是连片的荷叶对应原文的
“荷衣兮蕙带”，于画面下部分铺开，好似少司命展
开的裙摆。二司命对新生命的呵护、对人类寿命的掌
管，代表了对人类长寿安康、福满儿孙的祈愿。 

 

 
 

图 18  大司命、少司命插画 
Fig.18 Da Si Ming and Shao Si Ming illustration 

 
《河伯》描绘的是神灵从滔滔河水中出场，在气

运朦胧、将明未明的清晨向东方而行的场面，见图

19。画面中，河伯从河水中伸出一只手，似乎在召唤

着河水，水龙在召唤中现身，与原文“驾两龙兮骖螭”

对应。滚滚波涛与浪潮为河伯的出水而欢腾，卷起护 

 

 
 

图 19  河伯插画 
Fig.19 He Bo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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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的鱼儿排列成行欢送着河伯。河伯出水之气势磅

礴、水势浩大体现出河伯作为河水之神的地位，它掌

管着生命之源，象征着对生命平安顺遂、滔滔不息的

祝愿。 

4.2  《九歌》新春贺岁红包礼盒 

基于前文精神意象的提取与众神装饰画的设计，

对红包的封面、礼盒的包装、对联等也做了相应的设计。 

首先，红包封面选取了 6 个与众神装饰画相对应 
 

的祝福语，包括东皇太一——吉星高照；东君——如
日方升；云中君——金玉满堂；二湘——阖家团圆；
二司命——福寿安康；河伯——财源滚滚。根据这些
祝福语的意义设计了相对应的暗纹作为封面的底图，
增加画面趣味性，见图 20。 

红包融入了折纸元素，每个礼盒中包含 6 个未经
折叠处理的红包，让人们自己动手，折出红包，折好
的红包穿过中国结也可作挂饰，现代又不失传统，将
折纸与红包结合、趣味十足，见图 21—22。除了 

 
 

图 20  红包封面 
Fig.20 The cover of the red packet 

 

 
 

图 21  红包设计 
Fig.21 Design of the red p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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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之外，礼盒中还包含一幅蕴含九歌二字的对联与

新年福字贴，见图 23。 

 
图 22  红包使用方法 

Fig.22 How to use the red packet 
 

 
 

图 23  蕴含“九歌”二字的对联 
Fig.23 Couplets that contain the word jiuge 

5  结语 

当人们读一首古诗时，时常会去想象其中的画

面，因此，笔者看来，中国传统诗歌与绘画或许是相

通的。如苏轼所说“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

不可”，文图转换是很自然的事情。文中以《楚辞·九

歌》为例，从前人的作品中吸取经验，除了对诗歌的

文字意象进行挖掘分析，更是开创性地对诗歌内里蕴

含的精神意象进行分析，探索诗歌意象的图像化方

法，包括在转换精神意象时使用情绪版，在转换物质

意象时要注意形神兼备、古为今用与虚实结合。将总

结出的方法应用于年·礼——《九歌》新春贺岁红包

礼盒设计中，不仅将文图进行自然的转换，更是做到

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二次创造与开发。 

如米切尔所说，图像是意象的物理存在，而意象

则是人类意识直观感受到的事物的相似性，具有超越

图像存在的意义与价值[17]。当人们将意象图像化后，

或多或少会丢失一些意象富余的价值，这或许也是文

图转换不可避免的一大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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