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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民间艺术的吉祥造物主题为启示，分析了能够诠释民间艺术造物主题的吉祥图案题材及其寓意，并结合现

代工业产品阐述了吉祥图案在工业设计中的运用方法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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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spired by the auspicious modeling themes of folk art, it analyzed the theme and moral of auspicious

patterns which was the annotation of the modeling themes of folk art. Besides, it also elaborated the application method

and form of auspicious patterns in industrial design with the example of modern industri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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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当代的工业设计所需

考虑的因素，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外观造型和功能，而

是在达到人们生活和生产需求的基础上，满足人们的

文化需求。中华民族 5000年文明史使民间艺术在岁

月的变迁中，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和文化

意蕴，而这也恰恰给中国的工业设计带来新的设计思

路，即在民间艺术中寻找设计灵感，透过这浓浓的民

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工业产品散发着独特

的民族气息。

1 民间艺术吉祥图案概述

在远古时期，由于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科技水平

极其低下，先民们对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以为全靠神

灵的支配，这就使得他们对能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吉

祥、驱魔逐害的神灵充满了敬畏之情。因而民间艺术

的造物都是围绕趋利避害、求吉纳祥的主题来展开

的，这也是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久而久之，这些代

表或者象征吉祥的图案被创造了出来。到了现代，虽

然人们对神灵的信奉程度逐渐降低，但祈福辟邪的意

趣却保留了下来。

1.1 吉祥图案的含义

中国民间艺术的吉祥图案，渊源久远，流传甚

广。在几千年的岁月变迁中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

色。“吉祥”一词，预示好运之征兆，祥瑞。《庄子·人间

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成玄英疏：“吉者，福善

之事；祥者，嘉庆之徵。”因此，吉祥图案是人们对幸

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主要围绕“五福”，即“人臻五

福，事求吉祥”。《尚书》上所记载的五福是：“一曰寿、

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民间

解释为“福、禄、寿、喜、才”[1]。吉祥图案主要表现以

“五福”为寓意的主题，它不言而喻地透漏出人们对平

安、幸福、健康生活的期盼。《辞海》对吉祥图案的解释

是：中国传统装饰纹样的一种。它是通过某种自然物

象的寓意、谐音或附加文字等形式，来表达人们的愿

望、理想的图案，主要流行在民间[2]。

1.2 吉祥图案的题材

民间艺术的吉祥图案依据内容和形象可分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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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纹、祥禽瑞兽纹、植物纹、几何纹、人物纹、吉语文字

纹以及由数种图案组成的吉祥组合图案[3]。动物纹为

先民对飞禽走兽、家畜虫鱼等赋予各种吉祥寓意；祥

禽瑞兽纹主要包括龙、凤、麒麟、貔貅等，它们集多种

动物形象于一体；植物纹为植物自身的生长特性被赋

予各种寓意，如荷花、梅花、竹子等都有自己不同的寓

意；几何纹是以简练的几何线形为主的纹样，主要有

云纹、断字纹、雷纹、回纹等；人物纹主要包括神话传

说的一些人物形象，例如福禄寿三仙、八仙过海、门神

等。

1.3 吉祥图案的寓意

“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是对民间艺术特征的高度

概括，在表达吉祥图案的寓意方面多采用借语、比拟、

双关、象征及谐音等方法，利用图案和吉祥语的完美

结合，赋予祈求吉祥、免难消灾的含义[4]。象征，以事

物的习性、具体形态、色彩等为基础，取其相似或相近

之意，来表达一定的含义，从而附加了许多人格化的

意愿。如祥禽瑞兽中的麒麟，它是人们主观意愿创造

出来的神兽，集龙头，马身，鱼鳞一体，主太平和长

寿。谐音，语言学中的修辞手法，借字的同音或近音

表示一定的含义。例如蝙蝠、虎代“福”，桂花、桂圆代

“贵”，花生代“生”，鹭、鹿代“禄”；又如“五谷丰登”以

童子执花灯寓意“丰登”等[5]。比拟，运用拟人化或拟

物化手法来表现一定的事物。例如以喜鹊、梅花代表

喜庆的“喜上眉梢”；以莲花、鲤鱼表示富裕的“年年有

余”；以竹、爆竹表示平安的“竹报平安”等[6]。文字，直

接用文字作为吉祥图案，是传统吉祥图案的构成方式

之一，如福字、禄字、寿字等。

在民间艺术祈福、辟害的主题下，创造出了数不

胜数的吉祥图案，它们造型优美，文化寓意浓厚，创作

题材多种多样，是中国民间艺术的瑰宝，也是一个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2 民间艺术吉祥图案在当代工业设计中的运用

在工业设计中，对民间艺术吉祥图案的运用，主要

是对吉祥造物主题的运用以及吉祥图案的再设计，这

种再设计绝不是表面形式上的模拟，而是提取民间艺

术精髓与工业产品相结合后的一种民族气质的展现。

2.1 吉祥图案的运用方法

在产品设计中，对这些吉祥图案的运用方法主要

包括直接运用和变形运用。直接运用，对于吉祥图案

中的凝练、简洁、程式化的图案可以作为设计元素直

接引用，如龙纹、云纹、花草纹、回形纹、万字纹，以及

“福”、“禄”、“寿”等一些汉字纹[2]。例如2008年北京奥

运会火炬的设计中祥云造型的应用，祥”寓意祥瑞，

“云纹”寓意着蒸蒸日上，还有着龙纹玉璧造型的奥运

奖牌设计以及四方造型，天地盖四边略呈弧形，喻天

地四方，六合美满之意的包装盒设计，见图 1，它们饱

含着中国的吉祥文化，也是对民间艺术吉祥图案的直

接运用。变形运用，现代的设计追求简约而不简单，

所以，在对吉祥图案运用的过程中需要对对象的整体

特征进行归纳、提取，从而达到表达寓意的目的。它

主要包括夸张变化和简化变化。夸张变化，对图案的

特征进行加强、增加感染力。莲花椅见图2，该设计灵

感来自于莲花，莲花是圣洁、清净的象征，极具现代感

的设计加上寓意深刻的内涵，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

觉。简化变化，将复杂繁琐的图案进行简单化，省略

掉繁杂的部分，使图案更加简单化，在简洁大方的同

时又不失图案原有的精华。龙凤U盘见图 3，该U盘

上运用的是龙纹和凤纹，设计者对传统的龙纹和凤纹

图1 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与奖牌

Fig.1 Medals and torches in Beijing Olympics

图2 莲花椅

Fig.2 Lotus chair

58



进行了简化再设计。整个产品的吉祥图案可识别性

强，吉祥寓意浓厚，又较好地将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

起。

2.2 吉祥图案在现代工业设计中的运用分析

民间吉祥图案蕴含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情

感，是中国独特的艺术设计元素。将传统吉祥图案以

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应用在现代产品设计中，会赋予产

品新颖的民族气息和别具一格的时尚感。

牡丹，历史上早有国色天香之说，它的雍容华贵在

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中都有充分地表达。在中国民间艺

术中被视为富贵吉祥的象征。葫芦，谐音是“福禄”，它

是吉祥的象征。葫芦牡丹灯见图4，华丽的牡丹造型雕

刻在葫芦的身上，使这款灯具集平安、富贵、福禄寿等

吉祥的民间寓意为一体。这款灯具在灯光的映衬下格

外娇艳，将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在一起。

将一些吉祥文字作为吉祥图案的元素直接运用

到产品设计中，如福、寿、囍、禧、祥、吉的运用，直接抒

发人们对美好的向往。爱国者U盘设计见图 5，提取

“福”字元素印染在U盘上，并与中国结的造型相呼

应，将吉祥的寓意带到每一个使用者的身边。

还有一些植物纹的运用。众所周知，梅花、兰花、

荷花、竹是高清坚贞、坚韧不拔、洁净无染、宁折不屈

的象征。这款天语手机，见图 6，将梅、兰、荷、竹的元

素经过变形变化，与中国水墨画相结合融入手机设

计，使每款手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象征寓意。

通过以上产品分析了吉祥图案的各种运用形式，

有的产品将吉祥图案镂空雕刻在其中；有的印在其

中；还有的将传统吉祥图案进行变化再运用。这样的

运用形式让现代产品更加富有生命力，不再仅仅是功

能和外形上肤浅的变化，而是让产品自身散发出吉

祥、浓郁的民族味，并且通过这样的运用形式也给产

品深深地烙上了“中国印”。

2.3 吉祥图案在现代工业设计中的运用理念

民间艺术博大精深的吉祥文化，自创造以来被后

人代代相传，它深刻而又吉祥的寓意在工业设计的运

用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在现代社会单纯的“仿古”己

经无法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应该从文化的角度出发，

图3 龙凤纹U盘

Fig.3 Dragon and Phoenix pattern USB Flash disk

图4 葫芦牡丹灯

Fig.4 Gourd peony lamp

图5 爱国者U盘

Fig.5 Aigo USB Flash disk

图6 天语手机

Fig.6 Tianyu mobile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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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次、全方位地分析传统图案的设计理念，提炼其

文化内涵及精神实质[3]，再根据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需

求，创造出更适合社会需求的工业产品。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往往讲究对称与均衡的构图，

吉祥图案往往存在一中心线（中心点），在其左右、上

下或四周（三面、四面、多面），配置同形、同色、同量或

不同形（色）但量相同或近似的纹样，这种组成形式具

有对称与均衡的特点[7]，可以说对齐与均衡是构成美

的法则，所以在做产品设计时对吉祥图案的借鉴与运

用应注重图案的构成技巧。

鲁迅曾经在他的文集中写到：“只有民族的才是

世界的”。中国的工业设计要创作出中国特色的产

品，必须吸取民间艺术的精髓，运用民间吉祥造物主

题，注重吉祥图案构成法则进行再设计。

3 结语

现代工业设计不再是简单、符合人机的造形设

计，而是富有文化内涵的设计。作为中国的设计师，

应该深层次、全方位地分析民间艺术的造物理念，从

吉祥纹样中概括提炼、汲取借鉴，不仅使传统艺术得

到传承与彰显，也使设计本身更具传统魅力与中国味

道[8]。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不要盲目地追求西化，

把中国5000年的文化拿来运用在自己的设计中，从而

使中国的工业设计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气质，并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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