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设计中传统吉祥图案的创新应用分析

胡振江

（南阳师范学院，南阳 473061）

摘要：通过对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研究，寻找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特性与人们对现代设计的吉祥心理的契合点。

同时把中国传统吉祥图案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作为现代设计创作的源泉进行研究，分析了传统吉祥图案在现代设计

中的创新应用形式。提出了在当今时代语境下的传统吉祥图案对现代设计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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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study on traditional Chinese auspicious pattern, it tried to find out the meeting poin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uspicious pattern and peoples′lucky psychology for modern design. At the same

time, it studied the source of modern design which could be taken by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uspicious pattern, and analyzed th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typ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uspicious pattern, preferred

the enlightenment for traditional auspicious pattern to moder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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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的今天，人们追求吉祥、本土、民族个性

的精神心理与日俱增。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作为一种

吉祥语汇或者符号与现代艺术设计有着很多交融和

延伸，展现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巧妙结合。传

统吉祥图案的创新应用，将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设计

者都愿为之努力的课题。

1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是中华民族的艺术工匠经过

长期的劳作，积累和高度提炼的艺术形式，有其自身

的艺术特点。

1.1 形式变化多样

目前已见到的传统吉祥图案纹样约有上千种，其

题材和内容包括有植物类的花卉、草木、枝叶、果实

等；动物类的瑞兽、珍禽、昆虫、水族等；人物类的婴

戏、侍女、戏妆等；佛教造像类的飞天、罗汉、力士、僧

人、化生等；道教造像类的鹤驭仙游等。每一大类中，

又有很多小类，采用同类分别构图或几类结合的构图

形式，组成了多种多样的图案纹样形式[1]。如“凤凰戏

牡丹”、“双鱼戏莲”、“双婴戏梅”等，这些丰富多彩的

图案形式变化，是现代设计的重要艺术素材。

1.2 艺术个性鲜明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造型比较独特，有鲜明的艺

术个性。吉祥图案表达了民众祈求神灵的佑护和祈

吉求祥的愿望，它是一种心理的需求和心理联想的积

淀物。中国传统图案丰富多彩，“福、禄、寿、喜、财”是

吉祥文化的核心主题，如“福在眼前”、“五子登科”、

“松鹤延年”、“喜上眉梢”、“年年有余”等。它们其内

在意蕴所反映的同一主题为吉祥，同时又承载着民众

特有的文化表达，这种富有吉祥主题符号的艺术个性

是中国民俗文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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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寓意丰富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有着不同的寓意。有的是以

具象的形式出现，通过一些借喻、谐音或暗示的方法

进行寓意的象征；有的是对文化的追求，由个人心理

的寄托扩展到社会文化的需求[2]；有的是内心的追求

和精神的向往。我国民间的传统图案都有吉祥的含

义，每逢过年或喜庆的日子，人们会用这些吉祥图案

装饰自己的房间和物品，以表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

对良辰佳节的庆贺。如吉祥图案八宝中,人们把宝珠

图案比作热烈与光明，磬图案表示幸福与喜庆，犀角

图案比作胜利，方胜图案象征连续不断，金钱图案代

表富贵，菱镜图案以示美好，书本图案象征智慧，艾叶

图案以作避邪之意[3]。将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这些寓

意性与现代设计结合，增加其现代设计的文化意蕴与

艺术内涵，同时迎合人们借物寓意的心理，具有很强

的可行性。

1.4 时代感强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经过数千年演变到现代，这个

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必定有一些属于外来文化的侵

入。另外，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作为装饰体，在对设计

对象装饰塑造的同时，更注重强调与时代环境的关

系。其应用布局更讲究整体均衡，不苛求对称的传统

的约束，造型设计倾向抽象提炼，简化形式，体现个

性，营造以装饰为手段的形式美和审美情趣，或运用

符号化的装饰，或运用多元现代元素表达主题变化，

具有时代感。

2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创新应

用形式

2.1 直接应用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作为固定成形的艺术作品所蕴

含的吉祥寓意和意境之美，是设计者的追求。现代设

计作品有的采取直接应用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形式结

构，不加以改变，表达现代设计的内容。这种方式必须

是在时代的空间需求里，人们把现代设计作品当作回

忆过去、找回古典美感与传统文化精神的载体，于是现

代设计中传统吉祥图案的直接应用，会给人以回忆的

美感[4]。如云纹、龙纹、凤纹、如意结等吉祥图案都被直

接应用到现代设计中，视觉上给人以传统、古典、吉祥

的感觉，同时又传达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吕敬人设计

的书籍装帧《赵氏孤儿》，把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如意结

设计在封面与封底，单一的如意图形充满视觉画面，这

本身就是传统吉祥图案的直接应用，这种应用给人以

无限的遐想。刘家强作为香港著名服装设计师，他将

“凤戏牡丹”的吉祥图案设计在时装上，其服装造型时

尚别致，色彩丰富且大气，表现了设计的审美情趣，诠

释着东方文化中典型的简约大气之美。

2.2 简化图形

图形的简化是现代设计的又一种形式表现，就是

把繁杂的图案纹样简化为可以表达设计主题的图形，

而且又不失传统吉祥图案的意蕴。这种方式是比较流

行的方式，因为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需要快

捷、简约的事物呈现在面前，所以设计师在引用中国传

统吉祥图案时，把一些内容形式复杂的图案进行有选

择性的简化，用于现代设计；当然也有一些中国传统吉

祥图案本身就很概括，艺术性也比较强，可以直接引

用，目的是满足民众的需求，迎合时代步伐 [5]。如在

2002年韩秉华先生设计的海报《发现亚洲》，作品中把

龙、凤的图案进行简化，形成符合时代特点的元素，引

起设计界的关注。再如香港凤凰卫视的台标，在造型

上抛弃了传统复杂的凤凰细节，通过简化与抽象处理，

设计中极具现代感，同时又传达出深厚的文化内涵。

来源于“盘长”造型的中国联通标志，寓意“源远流长，

生生不息”，通过其文化的亲和力来传达公司的精神内

涵。这些都是简化图形的形式，这种形式在现代设计

中的表达更加符合时代特点。

2.3 外来移植

外来移植是在原有传统审美的基础上注入新的

设计元素的方法，它是与外界的审美文化融合在一

起，表达出符合时代特点的设计形式。西方文化与传

统吉祥图案结合所形成的设计就是外来移植的特征

之一，它不单纯地采用借鉴、混合、嫁接的方式，更重

要的是建立在现代主义设计构建基础之上的思维形

式，是传统文化创新的理念表现因素[6]。虽然西方文

化对我国现代设计来势凶猛，但在民众的深层意识中

有一种强大的传统惯化观念阻碍着这种来势，最后就

形成了外来文化的潜隐默化的渗入。这种渗入不会

使传统吉祥的观念慢慢的消退，只会使吉祥观念在结

构与重组的另一种形式中出现。这是中国传统文化

和西方现代个性的精神结合，是新的折中主义方式。

人们应重视本土文化的重新组合和对民族文化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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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让东西文化和谐共融。

2.4 自由组合

现代设计不仅仅局限于视觉上的美感，更多地侧

重于作品本身的精神内涵。那么，中国传统吉祥图案

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常常也会以自由组合的形式出

现。如现在包装设计的图案造型，有的把传统吉祥图

案作为主体图案进行设计，有的则作为边框或装饰纹

样出现，还有的作为图标纹样与现代元素进行组合。

自由组合的方式运用到现代设计中，给人吉祥的视觉

效果，同时表达深远的内涵，让人产生视觉上的愉悦。

2.5 意象表达

意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在艺

术创作中，物象在审美中表达“意”的主题含义，让人

想象或寻求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在现

代设计中的应用，是将吉祥观念、意韵之美融入作品

中，显示出更深的精神内涵和更悠远的意象表达。

同时，它也象征着在现代设计的作品后面，有着更广

阔、更高远的人生体悟。如满瑜琳、陆庆上设计的木

梳包装，圆形的梳子放于方形的包装内，表现出古代

“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思想，鱼的造型的盒子寓意着

传统的吉祥观念“年年有余”，这种传统元素与现代

设计的重构无不体现着对东方文化符号的思考和对

现代艺术的升华。2008年奥运火炬中“祥云”设计理

念来自蕴含“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华夏传统“云

纹”符号[7]，通过“天地自然、人本内在、宽容豁达”的东

方精神，借祥云之势，传播祥和文化，传递东方文明。

火炬以优美卷轴造型设计与火炬上的云纹交相呼应，

使“祥云”理念浑然一体，强烈地体现出中国传统艺术

与现代设计的交融。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应用，都是重要的设计探索。

而且大多数的设计作品都是几种形式的并用，将中国

传统吉祥图案的艺术加以创新，并使其变为在时代发

展中继续保持文化认同的一种形式。这种认同是大

多民众的心理意识的认同，是吉祥文化与审美文化的

认同，认同于对传统吉祥图案形态进行重新分解组

合，获得古今完美融合的效果，以期达到与时俱进的

目的。

3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对现代设计的启示

在现代设计多元化发展的大趋势下，人类生存方

式上新观念的介入，使现代设计不再是盲目城市化的

表象处理，而是找到满足人们内心深处的吉祥观念的

情感化空间，这是现代设计发展中所形成的新的设计

需求。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现代设计成为了国

际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尽管国际交流中传达的设

计语言有所差异，但在现代设计中挖掘本民族优秀文

化底蕴的方式是相同的。现代的设计中很大一部分

作品是通过借用传统吉祥图案的形式语言和特定的

文化内涵，结合设计作品中所要表现的主题和内容，

以深化作品的文化底蕴和强化作品的张力为目的，在

赋予传统吉祥寓意的基础上，延续和拓展了设计中的

吉祥语汇[8]。人们追求吉祥如意，喜欢听吉利话，喜欢

看吉利的符号和色彩，这种环境为传统吉祥图案在现

代设计中的应用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条件。

一些敏锐的设计师早已注意到这一点，在一些产品设

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设计中充分运用，

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纵观当前国内的设计作品，很多都继承和发扬了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审美特征。这种特征的设计展

现出耀眼夺目、灿烂浓厚的东方韵味与吉祥意蕴。在

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将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应用于现

代设计中，通过最为朴实的设计语言来传递设计的语

汇，这是现代设计发展的一种需求。

4 结语

设计的价值体现在创造的经济价值、审美价值和

信誉价值等方面，从而满足人们在物质和精神 2个层

面上的需要。人们在物质需要得到一定的满足之后，

其精神的、审美的需要就会逐步上升。传统吉祥图案

作为传统审美文化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缩影，是人

们满足于物质需求后的一种文化需求的升华。在现

代设计中无不体现着对它的需要，因此说它是艺术与

设计融合的载体。对传统吉祥图案的运用，是从文化

的角度来重新看待中国传统设计符号，深化了对中国

传统文化精髓的把握，这对于发现具有新时期民族特

色的设计艺术具有启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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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城市的公共标识设施规范与否，也反映了该

城市的文明程度。导向设计是实用的艺术，也是艺术

的设计，集使用性、目的性、艺术性于一身。作为国际

化的旅游城市，城市的面貌直接影响整个城市的发展

与规划，应用准确、规范、客观的信息导向系统是城市

对人们有序生活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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