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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从“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切入，深入分析嵌银漆器中“天人合一”设计理念的具体表现。

方法方法 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法、归纳法发掘出嵌银漆器设计中关于“天人合一”理念与现代设计的沿

承与联系。结论结论 旨在提出“天人合一”设计理念的核心思想是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可持续性及和谐

性发展，并为现代设计推崇的绿色设计、人性化设计等设计思想提供丰富的设计思维和创作思路，使

现代设计更能满足人与自然、社会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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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Starting from the design concept of "unity of man and nature"，then it analyzed how inlay silver

lacquer revealed the design concept. Methods By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analytical method and inductive

method，it finally explored the inheritanc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sign concept of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and

modern design. Conclusion It proposed the design concept of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focus on promoting sustainabl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nature，and the society，and provided rich design thoughts and creation methods for

the modern design that promoted green design and humanized design to make the modern design better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 nature and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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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中，“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传统文化精神也体现在民

间传统手工艺品的设计理念中。这里以潍坊嵌银漆

器为例分析“天人合一”理念在手工艺品中的体现，旨

在让传统手工艺品受到更多关注的同时，沿承其中的

设计艺术思想和理念，为现代设计提供更丰富的设计

元素与思维。

1 潍坊民间嵌银漆器简介

潍坊属齐鲁之邦，自古以来，这里能工巧匠层出

不穷，文物古迹、工艺珍品驰誉中外，是一座历史悠久

的文化古城[1]。清代康熙年间，潍坊工匠们比照古代

器物上的“金银错”工艺，试着在铜器上镶嵌金银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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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为潍县嵌银漆器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迄今

潍坊嵌银漆器经过200多年的沉浮发展，形成了独特

的制作工艺，并成功入选了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

目前嵌银漆器手工艺制品主要分工艺品和家具

两大类。具体分为工艺品类：文房四宝、龙头百寿拐

杖、筷子、首饰盒、如意、舵轮、方鼎、带耳方花瓶、双龙

圆花瓶、宫扇、看盘、宫灯、小摆件等；家具类：座椅、雕

龙床、雕刻橱、博古架、花架、梳妆台、屏风、烟具等[3]。

2 嵌银漆器“天人合一”设计理念具体体现

“天人合一”认为人与天相通，人的善性天赋，尽

心知性便能知天。这里“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

是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4]。“天人合一”思想在嵌银

漆器设计理念中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嵌银漆

器手工艺品设计中更多地表达了一种“自然天成”的

审美意识。制作通常采用木材、天然大漆、金银丝等

自然材料，不做过多加工，适度的金银丝装饰与漆器

浑然天成，更显自然美；另一方面，在嵌银漆器特别是

纹样设计中追求从人性的角度去设计，使之“尽人

性”，要求自然美与人文美相得益彰，传统手工制作让

漆器更具“人情味”，使嵌银漆器达到一个物质与精神

合二为一的理想境界。

2.1 崇尚效法自然之自然美

“山川自然之情，造化之妙，非人力所能为”，古人

基于“比类取象”的思维，形成了崇尚自然、效法自然

的审美观。中国工艺思想重视工艺材料的自然品质，

主张“崇尚自然”、“因材施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在

造型或装饰上总是尊重材料的规定性，充分利用或显

露材料的天生丽质，这种卓越的意匠使中国工艺造物

具有自然天真，恬淡优雅的趣味和情致[5]。嵌银漆器

对自然材料的广泛使用、自然元素在装饰纹样中的广

泛运用等无不反映了其崇尚自然美这一点。

嵌银漆器的自然情结首先反映在对材料的选取

和运用上。嵌银制品多采用硬木制作，注重展现硬木

的天然纹理。在对质地坚硬、色泽幽雅、肌理华美的

珍贵木材的认识、运用中，力求充分展示木材本色的

自然之美，比如木材致密而富有弹性的自然质感、幽

雅沉着的自然色泽、瑰丽华美的自然木纹；其次，在嵌

银漆器装饰纹样设计中，从自然中获取、抽象、变形、

夸张，将各种自然之道倾注于图案与纹饰中，追求这

种“神似而形不似”的造物观也是“天人合一”效法自

然的本质所在，这些都使嵌银漆器制品充分演绎到了

一种“自然天成”的感觉，见图1；第三，嵌银漆器工艺

中充分利用银自然的柔韧性和延展性等特质，通过

“拔丝”工艺把银转化为“线”（银丝），使之成为一种装

饰表现语言元素融合到表现手法当中去，更能体现此

类器具的自然与精致。

2.2 注重以人为本之人文美

中国文化一向崇尚人的价值，主张人的核心作

用，即“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不仅要遵从人体工学

的原理符合人体尺度，更要注重漆器的非物质性，即

体贴人的情感和心理需求[6]。首先，在嵌银漆器中，古

典的嵌银家具一直有着自己固有的黄金尺寸，这样的

尺寸使家具更为符合人的舒适尺度并且更为牢固，这

也体现了嵌银制品对“人”的重视。其次，中国传统工

艺造物往往借助造型、体量、尺度、色彩或纹饰来象征

性地喻示不同的寓意内涵，其中装饰纹饰的不同更能

直观的赋予不同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感受。嵌银漆器

制品装饰纹样非常丰富，主要有山水类、人物类、花鸟

类、民间吉祥纹样、古器物纹样。不同的装饰纹样使

器具蕴含着不一样的人文寓意。例如，人物类的表现

主题多取材于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历史人物，其中以

表现女性题材居多，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民众的审

美心理需求；山水花鸟类纹样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结

合器具的形体，给人一种自然合体之感，满足了人们

追求自然之美的心理需求；吉祥纹样是劳动人民世代

图1 自然元素的运用和变形（花卉纹样和凤纹变形）

Fig.1 Application and deformation of natural elements（flower

pattern and phoenix patterns d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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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的一种“集体表象”，反映着人们善良健康的思想

感情，渗透着民族传统和民族习惯。吉祥图案多通过

借喻、比拟、双关、象征以及谐音等表现手法，构成一

种主题鲜明、构思巧妙，具有浓烈民族特色的艺术形

态[7]。嵌银漆器中此类纹样较多，有双凤和鸣、五狮戏

球等，满足人们祛灾祈福、向往美好生活的心理需

求。最后，嵌银漆器中常用的镶嵌材料“银”在中国传

统文化背景下，常被赋予财富、高贵、明亮等内涵，它

所隐喻的历史文化及情感价值使得嵌银漆器制品更

具人文内涵。

2.3 追求天人调谐之和谐美

在中国民间传统工艺设计中，“天”之自然属性决

定了设计中要崇尚自然，亲和自然，形成一种“效法自

然”的设计理念;而从“人”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人固有

的“物以致用”观是“以人为本”设计理念的体现。“天

人合一”思想中对待自然的态度，是使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达到“天人调谐，

以和为美”的设计思想[8]。

嵌银漆器制品既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器具，又是具

有人文内涵的艺术观赏品，其所呈现的外观物质形态

与内涵精神意蕴的和谐统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和谐

统一，感性关系与理性规范的和谐统一，材质工艺与

意匠营构的和谐统一，这些正是嵌银漆器制品追求

“天人调谐，以和为美”和谐性的表现。这种高度的和

谐性，正是“天人合一”设计理念的真正意义所在。

3 嵌银漆器“天人合一”设计理念在现代产品

设计中的应用

追求“天人合一”设计理念的潍坊嵌银漆器制品

与现代产品设计中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不

谋而合。前面阐述的嵌银漆器“天人合一”的设计思

想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视角，提出了人、自然

与产品三者和谐共生的价值目标，为现代产品设计找

到了最好的切入点。Tiffany推出的Elsa Peretti的“太

极”系列首饰和部分现代发展的嵌银首饰，就完美的

诠释了嵌银漆器所体现的“天人合一”设计理念。

3.1 自然的设计

“太极”一词本就是派生万物的本原，本原生万

物，万物合一，即天人合一。Tiffany的产品整体设计

首先以最单纯的外观来表现，设计本身就是自然和毫

无修饰的，见图2。其次，纯净的稀有材质表达了事物

的简洁单一，产品的外型线条流畅柔和，与人体的完

美贴合更体现其自然和谐。设计师充分考虑人们崇

尚自然、返璞归真的心理感受而选用银、水晶等天然

材料，这样不仅利于人体健康，同时又拉近了人与自

然的距离，令人感到亲切与轻松，从而保持了设计的

自然感[9]。又如嵌银现代新发展的民族风项链，见图

3，以水滴为外形，镶嵌莲花、青烟等自然元素纹样，设

计处处透露着嵌银漆器“天人合一”理念的自然气息。

3.2 人文的内涵

中国人有一种最简单、最平衡的心理趋势，在视

觉上简洁，但在文化上要含有丰富的底蕴，Elsa Peretti

的“太极”系列首饰是通过不同材质的不同寓意来体

现其不同的人文关怀。除了代表优雅、高贵的银质首

饰外，设计师还采用了紫水晶和墨玉来表达设计的人

文内涵。紫水晶代表灵性、精神、高层次的爱意，可以

作为对仰慕者的一种定情物、信物，在今天，紫水晶则

图2 蒂芙尼Elsa Peretti系列太极纯银项坠、耳钉

Fig.2 Tiffany Elsa Peretti Eternal Circle pendant, ear stud

图3 嵌银项链

Fig.3 Inlay silver neck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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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是“诚实”、“纯真的爱情”的标志，见图4a。墨

玉，属于翡翠中的一种，玉通常都有如意、长寿、平安、

吉祥的寓意。墨玉作为馈赠佳品，具有很美好的意

义，同时又有辟邪的说法，见图4b。包括嵌银首饰运

用的莲花纹样，同样有代表“净土”，象征“纯洁”，寓意

“吉祥”的人文内涵。这些正是嵌银漆器“天人合一”

设计理念中人文美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一种运用。

3.3 和谐的统一

一阴一阳，一黑一白的太极图形不仅包含着中国

古代的哲学思想，还暗含着中国的文化精神，有着“物

我相融，物我双忘”“自然美与人格美完美统一”的深

远寓意[10]。以“和谐”作为人本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之

间相处的核心，倡导尊重自然与以人为本，并用“和

谐”的能量来使我们的心灵与自然环境相统一。

Tiffany产品的形与态是否与人们的物质、精神融合在

一起也就是嵌银漆器“天人合一”设计理念中所体现

的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和谐统一。

4 结语

嵌银漆器鲜活生动地记录了潍坊人民的杰出智慧

和天才创造，折射出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发

展方式的魅力与神韵，设计中传达着人与自然、理性与

情感、物质与精神的交汇与统一，即“天人合一”的设计

理念，具有鲜明而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和借鉴意义。

嵌银漆器中体现的“天人合一”设计理念在现代产

品设计中有着广泛的用武之地，为产品的设计提供了

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对产品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现代设计中“效法自然”的绿色设计和“以人为

本”的人性化设计，其共同目的是追求节约自然资源，

满足人类需求，克服生态危机的“天人调谐”的和谐设

计[11]。嵌银漆器“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不仅能为现代

设计提供新思路，更能促进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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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蒂芙尼Elsa Peretti系列

Fig.4 Tiffany Elsa Peretti Eternal Circle pend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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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在植入广告泛滥的今天，谁能更好地把植入广告

巧妙地植入到影视剧中，将艺术性与功利性完美融

合，谁才会是最大的赢家。通过对以上几种视听元素

在植入广告创意中的应用分析，得出提高植入广告创

意的一些方法和技巧：恰到好处的色彩；完美的画面；

广告语的巧妙植入，都可以使植入广告融入到电影剧

情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只有这样，植入到影

视中的产品广告才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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