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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探究民间吉祥图案在空间视觉设计中的应用。方法方法 通过对民间吉祥图案类型、寓意与传

说以及在空间设计中的应用现状来进行分析和探讨，得出从形态与寓意入手，对民间吉祥图案进行空间

化视觉设计应用研究。结论结论 以全新的角度来运用民间吉祥图案，使其趣味化、艺术化、功能化，使其不

仅仅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寄望，更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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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olk auspicious patterns in the spac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visual design.

Methods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s of folk auspicious pattern type, implied meaning and legend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in the space design，it is concluded that spatial visual design applic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the form and

meaning of folk auspicious patterns. Conclusion Using folk auspicious patterns with a fresh perspective，to make it

interesting，artistic，functional，and more closed to our life，make its people is not just a hope for a better life，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real life，is a kind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Also make the modern Chinese space

design mor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and lead to unique space design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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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视觉多元化，空间视觉设计不再一味追求欧

式或极简，人们在满足物资需求的同时，更多地强调

精神上的需要、心灵寄托与文化情怀。我国民间吉祥

图案历史久远，与大众日常生活联系密切。随着城市

化进程到来，探究具有民族特色的吉祥图案并进行创

新应用，运用传统图形融入空间视觉设计进行应用值

得关注。

1 民间吉祥图案概述

在很多的上古传说中，例如牛郎织女、后羿射日、

嫦娥奔月等，这些传说是古人们智慧的结晶，是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也是对神秘自然的崇拜[1]。在这

些过程中形成的吉祥图案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精

包 装 工 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第 35 卷 第8期

2014 年 04月 125



包 装 工 程 2014年04月

华。我国地域广阔，这使得吉祥图案在艺术形式上丰

富多彩。吉祥图案本身有很深的寓意内涵，注重生气

和节奏，追求写意、象征手法来表现。由于手法表现

上的自由和寓意，使内涵更加丰富。体现了普通大众

对幸福安定生活的追求和愿望，并作为一种传统文化

影响着历代百姓的精神生活。

1.1 民间吉祥图案的类型

吉祥图案经历了历代的发展和创新，已成为中华

子女的护身符，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经早

期部落文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融合发展，反映社

会各阶层愿景的龙、凤、麒麟、梅、兰、竹、菊、福、禄、

寿、禧、财、鸳鸯贵子等相继被创造出来，包含了中华

各族各部落文化图腾的大融合[2]，见表1。

总体来说，民间吉祥图案大体可分为动物图形、

植物图形、人物图形、文字图形、风景图形以及集合图

形几大类。

1.2 民间吉祥图案的寓意和特色

民间吉祥图案在发展的过程中均有其深远寓

意。它们通过比拟、谐音、借喻、象征等手法，创造了

民间吉祥图案的独特寓意。如“五福捧寿”图，由寿

字、蝙蝠还有祥云对称构成，韵律鲜明。寿字和蝙蝠

分别代表老人和长寿，祥云的寓意是富贵，整个图形

包含了人们对生命的期望[3]。又如“囍”字图案，将爱

情与婚姻的平等、合二为一的思想内涵融贯其中，而

且将婚姻的喜庆氛围都体现出来，图形中的开口笑形

展现明显。“囍”的使用已不下千百年，至今在婚娶时

非用不可，可见其所含意义深入人心[4]。

民间吉祥图案是我国具有哲理性的民间艺术形

态，极具地域特色。首先采用谐音寓意的手法将较为

抽象的理念用具体的形象去诠释，鲜明直接。其次，

具有极强的装饰性，对于真实的物象，因与普通大众

的生活密不可分，经过千百次的观察，去繁就简，提炼

归纳，现其神韵。作为人民祈福避凶精神需求的物化

食粮，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情趣。再者，吉祥图案

历史悠久，分布地域广泛，地理环境、民族心理、人文

气息的差异，使其承载着密集的地域性信息。

2 民间吉祥图案空间视觉设计解析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认知和审美的提高，设计

学科范畴的打破、外延、交叉是是一种普遍的趋势，空

间视觉设计是一个典型的交叉门类，涵盖了居住空间

和公共空间两大类。在注重空间结构、造型设计的同

时，须关注视觉设计如何更好地对用户传达和交流。

2.1 空间视觉设计方式

对于民间吉祥图案的空间视觉设计方式。第一，

从形态上去挖掘吉祥图案，然后使其空间化，与软装构

件相结合，使其具有实用功能和视觉审美性。第二，可

以从寓意的深度去挖掘吉祥图案，使其具有趣味性、应

用性、互动性的空间化视觉效果。以全新的理念进行

重新创造并应用于空间设计中，可作为饰品、摆件，亦

可成为室内空间的一部分，如隔墙隔断等，兼具审美与

功能性，将给民间吉祥图案带来新的生命力。

2.2 形态创新点

民间吉祥图案虽经历了千百年的传承与发展，但

是基本上都是在二维层面上挖掘。长期在维度上的

局限性跟当时的社会情况有着很大的关联，二维图形

的设计与应用无论在制作、传播、使用、成本等层面考

虑都是非常适合当时社会现实的。吉祥图案发展到

今天，它的审美价值和使用功能将进一步拓宽，可以

在维度上进一步发展它。比如从形态入手进行三维

空间化设计。这类手法，可以从动物图形、文字图形

等去切入。

1）从动物形态入手。在秦汉时有过此类做法，那

时的动物立体造型，奔放、大气、优美。如东汉时期的

青铜“马踏飞燕”，就是从三维度表现了天马行空的美

感。还是很多灯具上的尝试，例如“朱雀灯”、“卧羊

灯”、“雁足灯”等[5]。以此为样，可以将更多的吉祥图

案立体化，可以将其作为纯粹的室内陈设进行开发，

也可与空间环境中的灯具、摆设、挂件、收纳件等进行

表1 各类型代表图案

Tab.1 All kinds of representative patterns

动物

图形

鱼、龙、

凤、麒麟

等

植物

图形

梅、兰、

竹、菊、松、

莲花等

人物

图形

观音、八

仙等

文字

图形

福、禄、寿、

禧、财等

风景

图形

祥云等

集合

图形

鸳鸯贵

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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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结合，既有吉祥寓意，又兼具现代美感和使用功

能[6]。以“鱼”图形为例，可以采用陶瓷材料，设计成各

种陶瓷件，可作为碗碟使用，亦可作为饰品挂件摆件，

见图1。“鲤鱼跃龙门”可以采用纸、塑料、透光瓷作为

灯饰开发，见图2。

2）从文字形态入手。以“囍”字为例，这个字的形

态非常对称且竖性感强烈，可以根据其形态开发成书

柜、酒柜、收纳柜，亦可是花盆等小物件，见图3。当然

具体形态还需在开发过程中仔细研究以达到符合现代

审美和功能的需求。以此思路挖掘将形成极具中国特

色的软装饰设计。这只是个体开发，也可以根据具体

室内空间进行定制设计，从整体出发，形成系列设计。

2.3 寓意创新点

现代设计更多是满足当前城市发展的功能性要

求，而人们内心深处对吉祥文化的情感未能得到重

视，从寓意入手对吉祥图案进行空间视觉设计，这一

角度大有可为，寓意是吉祥图案最大的价值所在，也

因此产生了很多的美好传说。可以将其融会贯通，将

趣味进行到底。

1）故事场景空间化。以“囍”字图形为例，关于它

的寓意传说极为丰富，喜神、办喜事、大喜、喜鹊、喜事

上头、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架鹊桥等[7]。可以将这些优

美的故事形象化，例如将婚娶的场景融会到“囍”字空

间图形当中，首先将“囍”字立体化空间，像多层楼阁

一样，在每个楼阁空间中有不同的婚娶场景，如背新

娘，掀盖头等，形成一个趣味场景，将喜庆场景形象

化、可视化，让喜庆味更浓，视觉效果更强。这种场景

可以使用PVC有机玻璃材料，质感光亮，颜色喜庆。

也可采用木材或者竹进行设计制作，将民间古朴之情

渗入其中，古典优雅，极具艺术性。

2）图形元素空间化。湖南滩头年画“老鼠娶亲”

见图4，是关于大年初三老鼠娶亲民间传说，这个传说

都是拟人化的，是普通大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此

为依据，将这幅图案开发成一个场景，由很多元素组

成，如老鼠新郎新娘、花轿等，这些元素可以自由组

合，也可单独作为摆件，亦可把玩，还可作为墙上挂

件，兼具实用功能。在材料的选择上可以铸铁，这样

将极具古典意味，又有西方风情。也可以采用塑料成

型，这样就可以形成色彩鲜艳，丰富多彩的形态，现代

意味凝聚其身。经过空间化设计，它将与生活产生互

图1 鱼装饰盘

Fig.1 Fish decorative plate

图2 鱼装饰灯

Fig.2 Fish chandeliers

图3 “囍”字花盆

Fig.3 "Various" flowerpot

图4 老鼠娶亲局部

Fig.4 Mice marry part

邓焱等：民间吉祥图案在空间视觉设计中的应用探究 127



包 装 工 程 2014年04月

动，让人们更加切身地去感受其内涵[8]。

通过形态和寓意上去打破民间吉祥图案的应用

局限，使其成为设计的主角，给民间吉祥图案注入新

生命。元素是传统的，设计是现代的。

3 禹民间吉祥图案在空间设计中的应用

当前民间吉祥图案在空间设计领域的应用方式有

很多，一类把吉祥图形提炼再设计，或融入中西方元素

和意识，这样产生了不少佳作。提炼传统文化的精髓，

把图形、色彩符号以及材料融入到设计中，并通过现代

化的视觉语言来诠释，朴素而具有动人的文化内涵和

底蕴[9]。

另一类是对吉祥图案的解构重构，这类手法是在

现代设计领域所常用的，将原有的一个或者几个图

形，进行打散，剖析它，再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组

合，或加入现代元素进行重新组合。其中较为典型的

代表是广州长隆酒店二期设计项目，本项目有一个明

确的设计定位，“岭南的森林城堡和动物王国”，项目

中的空间环境，还有环境中的图形、石雕、木雕、浮雕

以及材料的应用，都融入了民间艺术、岭南地域文化

以及少数民族淳朴的吉祥图形[10]。

以2012年广州番禺中心区的珊瑚湾畔别墅设计

项目为例。该项目通过提炼元素融入别墅空间设计

里面，打造了一套颇具文化气息的中式古典居室，见

图5。项目中实木祥云雕刻的隔断，带有汉字和吉祥

图形的吊灯，墙面木雕、墙纸及地毯，处处透着优雅与

吉祥，简练元素的框架线条楼梯扶手增添了空间的意

味，见图6。现代的手法与材料，古朴的符号元素，透

着一种安静祥和的气氛，色彩单纯，但令人遐思无限。

4 结语

人们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求，落实到设计就

是功能与审美。民间吉祥图案凝聚了千百年我国劳动

人民智慧，历久不衰，可见其存在的精神价值之高。民

间吉祥图案从产生以来最多的使用领域就是空间装

饰，是艺术与设计的融合体，故而在空间设计领域研究

创新应用更具有意义。通过全新的角度来运用中国民

间吉祥图案，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创新。

将民间吉祥图案进行空间化视觉设计，挖掘形态

特点进行创新，使其不仅仅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

寄望，更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使现代中国空间设

计更具民族特色，有利于将民间吉祥图案承载的民族

文化有效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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