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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探索传统美术的文化内涵和形式特征，将其转译到现代文创设计中，提升文创产品的

中国文化魅力，增强传统美术的当代价值。方法 首先，用文献分析研究法，深入剖析传统美术的内涵

特征，积极挑选有启发性的美术形态进行分解研究；其次，运用重新建构法和案例分析法，将前期分解

的美术元素按一定的设计法则凝练出以人为本、淳朴简练、审美意境的设计理念；再运用线条、纹样、

形状、色彩等形式加以重新表现；最后，尝试将其运用到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结论 融入传统美术的

文创设计，不仅有助于激发传统美术内涵的现代转型，也可提高文创产品的形式美感、人文精神、审美

意境等整体品质，促进传承和创新的双向融合，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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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nhance both national cultural charm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the contem-

porary value of traditional art by explor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form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art and trans-

forming them into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To this end, literature analysis in folk-art research was conducted 

to dissect conno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art and select enlightening art forms to study. Then, reconstruction 

method and case analysis were adopted to condense the previously decomposed art elements into the design ideas of hu-

man-orientation, simplicity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These ideas were represented by lines, patterns, shapes, colors and 

other forms and put into actual designs of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the above methods and steps, this 

paper finds that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integrated with traditional art can contribute to the modern connot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rt, as well as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formal aes-

thetics, humanistic spirit and aesthetic conception, promoting a two-way integration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o bet-

ter develop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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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融合创新传统文
化的设计产业正悄然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1]。
文化创意设计师作为新的文艺工作者，将传统文化元

素融入到现代产品设计中，不仅能满足产品的经济效
益，还能兼顾产品的社会效益。在传统文化领域，传
统美术是个资源宝库，将其内涵元素提取并运用到现
代文创产品设计中，不仅能为大众提供更好、更优秀
的文化创意产品，还能构建独特的东方文化创意体



第 44 卷  第 18 期 郑家义，等：文创产品设计中的传统美术元素运用 405 

 

系。从中华文明角度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角度来看，
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价值意义，能更好地保护、发展我
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其得到广泛的传播[2]。 

1  传统美术元素的内涵特征 

中国传统美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的艺术积淀，它的内
涵特性具有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传统美术中表现出
的外在形式和内涵深度能够满足受众的价值追求并
引导思想启迪，而其价值观念也更能提升受众的精神
需求。美术作品的观念价值，就像美丽国家、美丽山
川、美丽社区、美丽居家等审美场域营造一样，最能
引起受众群体的共鸣。从心理需求角度看，分析研究
传统美术的内涵特征对今天的文化创意、文化传播、
商品艺术化等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1  文化多元性 

传统美术作为最直观的文化艺术形式，记载着悠
久的、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从美术作品“成教化、
助人伦”的文化教育意义到“天人合一、形神兼备”
的审美意境，无不体现出美术于人生命历程中的价值
意义。中国传统美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儒、释、
道等多元文化的影响，且由不同地区长期生活的人们
创造出来。在总的文化体系中又呈现并承载着各地区
的不同价值特性。多元的文化价值造就了多元的传统
美术特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文人气息的文化特性。以文人士大夫阶层为
代表的创造和欣赏群体，将文化艺术理想融入到书
法、绘画、建筑、园林、器物等美术形式中，深深地
影响着美术的文化内涵。 

2）宫廷气息的文化特性。以皇家贵族为代表的
创造和欣赏群体，集皇权与富贵于一体的文化特色。 

3）多民族融合的文化特性。以敦煌莫高窟等为
代表的地方特色，如敦煌艺术将自然、高雅艺术、大
众文化等兼容并包，不断地进行艺术转化，进而使其
上升到道德与精神范畴[3]。   

作为人文学科的传统美术在留下的众多文化遗
产中，其文化内涵最不可磨灭，正如美术研究专家贡
布里希所言：“那些可以把人与兽区分开来的东西正
是建立在古典文化基础上的‘文明价值’，因此人文
科学的任务就是要保存古典文化的记忆，让失去生命
的东西获得新生”[4]。 

1.2  形式承传性 

传统美术是人们长期的实践积淀，它的视觉形式

是历史继承和创新的结果。大到大型的建筑、壁画、

器物等，小到一个摆件、装饰图像、首饰等，无不展

现出艺术家的精巧创意和艺术形式中美的积淀。在长

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们获得的审美感知被不断地

积淀下来。而这些积淀下来的审美感知又被再次融入

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创作中。从农业社会到工业

社会再到信息化社会，人们对美术的感知和创造不仅

没有停止，而且传承有序，不停地为未来的美术创作

提供素材源泉。当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会有不同

的美术作品。其中现出的美术元素具有较强的地域和

时空特性。外在形式呈现的是其内在的，基于时代和

社会的感知积淀结果。从人的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是

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人们对传统美术元素的挖掘就

极具意义。从美术作品的形式角度而言，其呈现的实

际是个较抽象的“符号系统”。相较于艺术作品形象

而言，更具抽象的特征。线条、节奏、韵律、比例、

均衡、皴法、肌理、时空、秩序等构成了丰富的美术

风格元素，这为未来的实践创造奠定了原始积淀的基

础。一部艺术风格史便正好是一部人类的、民族的感

知心理历史[5]。 

1.3  形象情感性  

美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向前演进。站在今天的

时空焦点来看传统的美术演进脉络，会发现有宋元全

景山水、宫廷器物、敦煌的飞天等美术形象，是这些

形象先丰富了美术的内容，再透过这些形象传递出人

的情感表达，形成艺术积淀。探讨传统美术必须先面

对美术作品的形象。形象在美术作品中的呈现是直接

的，包括：人的形体、动作、姿态，动植物的形象、

行为，符号，物品等。这些形象千变万化、无奇不有，

有具象写实的、有表现装饰的、有抽象变形的等。中

国传统美术从石器时代的仰韶彩陶器型及其纹饰，到

传统书画的梅兰竹菊、山水草木，再到庭院建筑、日

常生活器物等，已深深地烙印在人们日常的社会生活

中。同样，这些形象或感性、或理性地影响着人们的

审美和生活方式。美术形象的塑造、传承、创新，以

及造物的思想智慧不断地激发着美术创作者。深入研

究这些形象，进而把握其内在创造规律，在民族复兴

的今天具有积极的价值意义。 

2  传统美术元素中的文创设计理念 

传统美术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人文艺术价

值，具有很强的人性化、差异化、个性化特点，这与

现代文创设计理念高度统一。随着国人物质生活水平

逐步提升，过去单一的审美追求已不能满足大家对生

活艺术化的需求。文创产品的文化元素、差异化特征、

事理学特征等正契合当下消费者的需求，如故宫的文

创产品、茑屋书店的文创产品等。将传统美术中比较

具象的形态几何化、动态化，抽象的形态有机化、寓

意化、市场化，从而提升产品的文艺气息，创新传统

美术的形式。以人为本，满足当下消费者对文化内涵

的心里诉求。凝练传统美术的外在形式和价值观念到

现代产品中去，与产品的功能结合，最能体现文创设

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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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美术作为人的物质和精神依托，呈现形式多种多

样，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被不断地重构和创新。其

表现出的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审美价值、文化价值

与人有着天然的联系。李泽厚曾将艺术作品分为纯审

美、无功利的功能和有功利的功能。不论是纯审美、

无功利的，还是有功利的艺术作品，基本体现出为人

服务的理念。从人的物质需求角度和精神需求角度到

注重人性需要的本质。例如，中国传统文人绘画大多

体现文人的精神价值追求，体现出的是人本主义追

求；而以青铜、瓷器等为代表的美术作品则多以功利

性的功能展现，体现为人服务的实用性理念。随着科

技的发展，创意设计已逐渐成为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文创产品以其特有的文化价值正在创造一种更人性

化的生活方式。传统美术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传承中激

励创作者探索新的价值创造。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现

代文创设计，从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角度尊重人和关

爱人。现代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越发体现在其所使

用的产品中。这些产品不仅具备使用功能，还具备审

美功能，是集物质与精神于一体的“现代艺术品”。

设计的创制活动由人的欲望出发，借助于技术，在大

道（智慧）的指引下，使产品合乎人性，将人、产品

与生活的世界关联成一个整体，才能最终走向美的设

计[6]。例如，中国园林艺术的营造正是体现以人为本

的设计原则，遵循人精神自省理念，符合自然节奏气

脉，以及足不出户亦可卧游山川的精神理想。 

2.2  纯朴简练的设计语言 

中国传统美术造型特征取决于传统的造物思想

和美学要求，其纯朴简练、简约流美的特性正是美术

注重自然本真表达的体现。传统美术的纯朴简练造物

文化是中华造物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纯朴的、

简约的、灵动的造物特征，体现在诸多的造物领域中。

在中国绘画中，文人画的“逸笔草草，只求神似，不

求形似”等文人画理念，营造出了计白当黑、虚实相

生的简约意境之美。在古典建筑中、在家具造型中，

以简洁明快的线形结构，形成飘逸韵味与洗练流畅之

美。在这些简练流线之美中，许多吸收和体现了中国

书法艺术中线的时空运转与交错。在瓷器中，宋代瓷

器则巧于造型，凸显器物轮廓的典雅玲珑，辅以色泽

的淡雅隽永，成为一个时代的美学经典[7]。从传统的

建筑、器物到现代文创产品，纯朴简练的造型特征一

直深受大众喜爱，从“福牛献瑞”“玛瑙项链”的故

宫现代文创到洛可可的“香台”文创产品系列等，都

在努力创造符合东方审美的简约创意形式。 

2.3  意境深远的审美表达 

朱良志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美术中，有两个世

界：“可见”的世界，表现为艺术作品中的画面、线

条、语言形式等；“未见”的世界，那是一种看不见

摸不着的世界，是作品的艺术形象所隐含的世界。从

广义的角度，前者是“象”，后者可称为“象外之象”[8]。

这“象外之象”是美术作品的内在意境，是人的情怀，

是美术造物的精神层面素养。著名建筑大师王澍在

《造房子》一书中阐述的理念就深刻地体现了这个

“象外之象”。他对中国古典书法、古典绘画、古典

园林的研究比较深刻，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在他的建

筑世界里不仅仅体现技术建造的价值，更重要的是

“情趣”“意境”等精神性的建造活动。他从自然中

寻求灵感，从人们的记忆中寻求灵感，从中国文化中

寻求灵感。建筑不是标新立异，不是为了名垂千古，

而是接纳人、拥抱人的房子[9]。意味和境界的营造在

中国传统美术与人关系的层面十分重要。它不是物质

性的呈现，而是真正从人的角度表达内涵。中国传统

思想认为，天地万物都包含有活泼泼的生命和生意，

这是最值得观赏的，这是一种境界[10]。中国传统美术

既是如此。意境是东方美学的典型特征，从人居住的

建筑园林，到人使用的饮食器皿，再到精神享受的书

法绘画，对意境的营造从未停止过。在现代设计繁荣

发展的今天，回望研究传统美术中的意境美对今天的

文化创意设计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能在“反俗”中寻

求文创设计的“典雅”境界。 

3  传统美术元素在文创设计中的设计应用 

传统美术是个庞大的资源宝库。深入研究传统美

术的形态，将其创造性地转化、创新性地发展到文创

设计中，能增强文创设计的文化内涵和设计创意。传

统美术资源以其古老的、庞大的、独特的、细碎的特

性交融在历史的长河里。当人们以某种因素尝试理解

它、欣赏它、运用它，它的价值会因人们的实践探索

而体现出来。理解艺术永无止境，总有新的东西尚待

发现[11]。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对物品的各类需求也在

不断地变化，创造新颖的、独特的、文化的、精神的

物品，也意味着从传统美术中发现新的价值。 

在当代设计领域中，传统民族文化设计素材一直

备受青睐。设计的人性化、可持续化、绿色化也是设

计的主流思想[12]。设计作为现代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

重要载体，正在推动和实现人类现代化的物质和精神

追求。当下，以创新为驱动的文创设计以其独特的物

化形式深受消费者的喜爱。现代技术的发展为产品的

创新提供了可能，如何吸引消费者并使其共情需要文

化艺术的介入。借鉴、融入传统美术元素于文创设计

中需要注重设计的方法流程。 

1）通过研究传统美术的形体、色彩、肌理、空

间等，进一步分析概括特定美术内涵。 

2）从产品的本能、行为、情感层面出发，结合

“事理学”方法，从人的需求和情感角度出发构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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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产品的设计形态与风格。 

3）根据创新设计方法，从产品和用户情感角度

避免出现产品的同质化现象，完善文创产品设计，构

建独具特色的产品价值。 

3.1  文化符号元素的提取与设计运用 

在现代文创设计中，传统文化艺术的基因越发受

到设计师的重视。基于人文视角下的文创设计在不仅

要考虑产品的使用功能，对传统文化符号的研究挖掘

也是推动设计为人服务的重要方面。符号是文化的凝

聚，是一种具有共识性的元素，因认知的共性而具有

互动功能[13]。通过提取传统美术的艺术符号，将东方

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完美融合，从而打造适合于中国

人生活方式的产品，是文化复兴进程中的必要尝试。 

3.1.1  基于青铜编钟元素的现代灯具设计（案例一） 

青铜器作为中国美术早期风格的代表，它的器物

造型、纹样装饰，以及铭文书法为中国美术传统增添

了深厚的历史内涵。编钟是已知最早、最庞大的华夏

古乐器。体现了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内在魅力和强大能

量。是集技术、工艺、造型艺术、听觉艺术于一体的

工艺品，是中华民族文化智慧的结晶。编钟是古代最

高文明的代表，是物质和精神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

族成为礼仪之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出现极大地丰

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大众对类似

于编钟的传统美术文化认同感很高，作为设计从业者

更应建立一种以现代产品为媒介的体验式关系，以推

进这份情感。通过将编钟独特的文化符号融入现代产

品设计中，使得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被运用到现代产

品中，在增强产品使用价值的同时，满足了消费者的

审美追求。 

在现代产品中，灯具作为日常用品，种类多样。

通过将丰富的编钟文化符号融入其中，能创造出更加

符合当代审美的创意产品。编钟在造型特征、结构交

互、纹饰色彩、文化内涵等方面表现力强，提取凝练

文化符号，将其抽象概括并加以运用到现代灯具设计

中，是非常有益的尝试。通过研究，本设计将编钟的

文化内涵总结为包容、和谐、文化这三点要素，见图 1。 
 

 
 

图 1  基于青铜器的元素符号提取 
Fig.1 Element symbol extraction based on bronze ware 

灯具中台灯的造型符号提取编钟的特征，体现编

钟包容的文化符号内涵，表现为钟体上宽下窄，圆边

有棱，钟体腔截面犹如两片瓦片合在一起。这种独特

的合瓦形造型结构不同于截口正圆形钟，因此才可发

两种不同的音律，见图 2。 
 

 
 

图 2  基于编钟元素的台灯设计（设计：徐靖晗） 
Fig.2 Design of table lamp based on chime bell  

elements (by: XU Jing-han) 
 

灯具中落地灯的造型符号提取编钟“余音绕梁”

的寓意。编钟作为古代非常重要的乐器，弹奏的乐曲

丰富且滋养了人的情感，其乐声回味无穷，一副和谐

的境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在色调上以铜绿色

为主，具有质朴的美感。整体设计充分体现编钟荡气

回肠，余音绕梁的音韵美，见图 3。 
 

 
 

图 3  基于编钟元素的落地灯设计（设计：徐靖晗） 
Fig.3 Design of floor lamp based on chime bell  

element (by: XU Jing-han) 
 

灯具设计将传统美术文化符号特性引入日常生

活，通过产品的实用性能加速产品的流通和传播，让

文化艺术美融入日常生活中，使消费者自然而然地接

受、喜爱并习惯于此。久而久之，传统文化艺术能得

到良性的、可持续的传播与发展。 

3.2  视觉形式元素的提取与设计运用 

3.2.1  基于书法形式的椅子设计（案例二）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其以文字书写为基

础。从艺术的本体角度而言，其形态与神态表现极为

丰富；从书体角度而言，书法有五体之分，既有楷书

的端庄雅正，又有行书的洒脱多变；从艺术的抒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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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而言，书法能满足人情感的多方面需求。与其他

视觉艺术相比，书法的艺术形式比较抽象，很难有可

供比对的基础对象。也正因为书法的相对抽象性，其

形式形态也包罗了众多自然形态的形式特征。这个形

式特征体现在书法艺术几千年来的艺术积淀中。在多

种书法体中，尤以行书最受大众喜爱和接受。行书结

构形态介于楷书的严谨法度和草书的洒脱多变之间，

表现出的笔法和节奏沉稳、畅快、流动，其结构灵动、

多变，讲究气韵生动，其丰富的变化可概括为两类：

笔法的变化，是为“笔势”；结体的变化，是为“体

势”。“笔势”与“体势”的统一，本质上是“形”与

“势”的统一。书法的汉字有前后笔顺，字与字上下

相连，每个局部元素的造型都是在时间展开的“笔势”

过程中实现的，而每个部分“笔势”都是在空间造型

的实现时被反映出来的。 

书法随线写形、因势造型的特性创造出了非常多

的书法形式。将这些形式与现代文化创意设计结合，

可以拓展出更多独具特色的造型特征。将文化内涵和

产品结合，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椅子是日常

生活的必备产品，将书法融入其中，能挖掘更多独具

特色的造型和文化内涵，见图 4。 

在设计中，通过研究分析行书的造型特点和椅子

的基本结构特征，采用意象造型，选取行书中“撇”

和“捺”笔画结构特征，提炼其笔意感而设计完成造

型流畅的椅子。椅面结构与背靠弧线相连，扶手与背

靠贯穿相连形成类似圈椅的造型。通过流线造型的提

炼，使背靠的立体造型呈现双侧对立，并且通过空间

的处理使造型更具有东方的空灵意境。椅子造型的随

线写形具有行书的笔断意连的美感，产生行云流水般

的艺术神韵，见图 5。 

 

 
 

图 4  书法元素融入椅子设计推演（草图：黄开凯） 
Fig.4 Deduction of integrating calligraphy elements into the design  

of chair (draft by: HUANG Kai-kai) 
 

 
                               a                                               b 

 

图 5  基于书法元素的椅子设计（设计：黄开凯） 
Fig.5 Design of chair based on calligraphic elements (by: HUANG Kai-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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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整体形象元素的提炼与设计运用 

3.3.1  以传统器物为设计元素的陶瓷茶具设计（案例三） 

器物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实用或观赏的产品，蕴

涵着人的智慧。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古代器物种类丰

富且多样，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承载着中

国人的造物理念。在物质与精神的契合中，中华文明

特有的“造物”文化萌芽、壮大、繁衍，内化于中国

人的世界观中，这就是独特的“中国器物精神”[14]。

在这些器物中，乐器是其中的一大代表，其造型理念

和文化内涵独具中国特色，按照传统的“八音”分类

法，将乐器品类分为了金、石、丝、竹、匏、土、革、

木八项主要品类。通过将乐器的造型元素融入现代文

创设计，能够丰富现代设计的造型语言和样式，凸显

特色的传统文化，汲取传统器物中的丰富养料。茶具

是中国饮茶文化的必备器物，将乐器元素融入茶具的 
 

现代创意设计中，可以用独特的造型和文化内涵演绎

东方意蕴。 

茶具能体现使用者的品位，也能展现出我国的传

统文化特色。通过中国传统乐器的设计元素来设计茶

具既能丰富茶具的造型特征又能弘扬我国的传统文

化，提升消费者的生活情趣。埙是中国最古老的吹奏

乐器之一，有几千年的历史。将埙的整体形象和纹饰

进行提取创作，并融入茶具造型设计中，用柔和舒缓

的线条勾勒出茶盘及茶具的造型，在整体设计上力求

简洁，尽量减少外部装饰， 

力求突出器具的艺术造型和文化内涵，见图 6。

在文化艺术交流频繁的今天，人们更加注重文创产品

的形体和外观。整体造型上的创意表现符合现代人的

审美情趣。茶具设计是一整套的设计，在风格上和色

彩上都追求统一性，将它们组合成一个整体后，更能

凸显出产品的形式美感和整体文化意境。 

 
                               a                                            b 

 
 

图 6  基于传统乐器元素的茶具设计（设计：李伟杰） 
Fig.6 Design of tea set based on tradi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 elements (by: LI Wei-jie) 

 
 

4  结语 

中国传统美术元素既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也是世

界文化的独特景观[15]。在科技发展的今天，通过文创

设计传承好、运用好传统美术资源，不仅能满足人们

的猎奇心理，而且能满足人们的文化精神需求。现代

人的审美品位具有多样性，在西方文化影响深刻的背

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审美理念却越发受到国人

的追捧。传统文化形式保留至今所积攒的光芒恰恰是

文创产品难得的灵感之源，是拉近文创产品与消费者

距离的一股力量[16]，将其创造性地转化融入到文创设

计中，能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造出更多

体现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让越来越多的人在产品中

体验到中国特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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