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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民族文化元素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目标、造型艺术要求和应用方法。方法方法 从符号

学角度分析民族文化元素应用于产品设计的核心目标，以我国传统艺术文化特色为基础，总结民族文

化元素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要旨，并在此指引下，完成四川藏、羌地区多个路灯产品设计，通过实践分

析总结民族文化元素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结论结论 以和谐、含蓄、简练为产品造型的艺术方向，

利用线、形寓意，纹、色传情，更有助于在现代产品设计中实现“有形”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无形”情感内

涵，并弘扬民族文化的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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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researches the application objective，modeling art requirements and application method of na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product design.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the core application objective is studied，and main points

of remodeling national culture during product design are refined under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characteristic.

Several street lamp designs for Tibetan and Qiang area are finished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application method.Under

the guidance of harmony，terse and implicit，with line and shape attaching a moral to the product，and pattern and color

transferring emotion，"invisible" emotional connotation can be well transferred and the national culture be carried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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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教师精粹

文化是民族的根系，是民族生存、延续、发展的重

要支柱。我国各民族文化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不

同区域的文化长期相互交流、借鉴、吸收，既渐趋融

合，又保持各自的特色，这样求同存异又兼收并蓄的

民族文化是取之不尽的设计灵感源泉[1]。在产品设计

中有效利用民族传统文化，不仅有利于增加产品设计

的独特性、加强各民族的交流，也有利于将经济发展

与民族文化保护结合起来，使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

中能实现自我创新。

1 “有形”符号传递“无形”文化

在民族融合、演化和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人民创

造和传承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人文精神、民俗心理及文

化成果，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这些文化成果既有存

在于物理世界的形式，也有与之紧密结合的抽象意义[2]。

基于符号分类方式，可以将民族元素按表现形式归为

两类，其一为具象元素符号，包括特定的动植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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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景观、手工艺品等；其二为抽象元素符号，它是相

对于具象而言的，对现实客观的民族文化形态进行提

炼、夸张、组合、变形后赋予其特定的含义，其形态与含

义在民族发展中留存下来，如图腾、吉祥纹样、文字等。

元素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可以是“再现”性

的应用，即用写实的手法将文化元素直接表现在设计

方案中，如将形体、色彩、图案等直接复制应用；也可

以是“表现”性的应用，即将符号元素依据设计要求进

行再次提炼，与产品中的线、形、色等要素有机结合，

以塑造全新的产品形象，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具象民族

文化元素在产品设计中的“表现”性应用。

产品设计中的元素“表现”性应用，离不开元素的

“有形”造型和“无形”意义，这种“无形”的意义是某种

非物质性的感知，如沧桑的感受、淡泊的文化立场[3]。

“有形”与“无形”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有形”造型的创

造基于“无形”文化的指引，“无形”的文化魅力借助

“有形”的符号元素来传递，“有形”造型是创意手段，

“无形”的文化体验是设计目的，从“有形”到“无形”的

升华需要借助点、线、面、色彩、纹样的变化，通过夸张

的“有形”造型的特征、变形处理元素细节，间接传递

“无形”的文化和情感信息[4]。

2 民族文化元素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要旨

民族文化元素的重构，是元素所隐含的文化精神

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基础，重构的手法多种多样，不

论方法如何灵活变化，其目标是唯一的，即追求形态

的升华和精神意义的再现，形态的升华指元素重构之

后其形态更符合当下审美观念，与现代产品更协调，

精神意义的再现则指在现代产品新面孔下，不改变中

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传承富有民族特色的意趣，

在包罗万象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趣中，以下3点是最

典型的民族艺术特征，在元素重构中把握好这3点要

旨，将有效助推设计工作。

2.1 和谐

中华民族崇尚“天人合一”，“天之生物也，使之一

本”，“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于天地同流”，

提倡“存心养性”、“仁者爱人”、“仁民爱物”，山川草

木、日月星辰，皆存于道，人伦情理，亦存于道，皆“负

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谐之道，是儒道两家都

认可的哲学观，是中国民族文化最深远的本质之源。

和谐之道融于设计，产生了独特的民族设计观

念，《考工记》中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

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优秀的设计不是孤立

的人的行为，季节、气候、地理条件皆适宜，选材恰当，

工艺加工水平满足要求，才能产生精妙的设计。具体

到各设计要素，则在比例与尺度、对比与统一、对称与

均衡中追求视觉上的平衡和协调[5]。如苏州有名的园

林，在建筑构造、景观规划、室内陈设等多方面创造出

许多虚实的围合、共享、穿插和借景，园林内外山水相

映成趣，草木相得益彰，因季节不一，位置各异，呈现

出或富丽，或风雅的造物意境，成就了“人间天堂”的

美誉。

2.2 含蓄

含蓄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主要的艺术表现特质[6]，

是意在象中的艺术，讲究以有限之语表无限之意，达到

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整体效果，是中国文化走向人生心

灵自由的艺术表现形态。卜松山在《文化的同一性与

柔和性》中提到：传统中国美学的首要特点是重视艺

术作品中诗意特质的含蓄。经历几千年的历史涤荡，

这种诗意特质的含蓄沉淀在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

精巧的艺术品以及宏伟的建筑中，成为了一种民族性

格，这种性格反过来又无声地影响着国人的审美和精

神追求。

含蓄之美融于设计，则在造型和色彩上追求内

敛、包容、雅致的视觉效果，借造物之形喻人生大义，

言近而指远。如明式家具，通过家具构件辅件和线形

架构留下的空白部位，封闭形成“空”或接近封闭形成

“内敛”的图形。如高束腰家具上的镂空绦环洞，与园

林造景中的花窗极其相似，透过空洞使景致得以延

伸，观者心境与自然融合；又如马蹄内翻足，作高腿时

挺拔洒脱，作矮腿时蓄势待发，与马蹄走势所传达出

的力度配合映衬，正是文人外柔内刚气节的体现。传

统艺术的含蓄之美不甚枚举。

2.3 简练

中国传统艺术审美中，简约凝练甚于绚烂浮艳，

不论诗歌、绘画、艺术品，当“敛其芳姿，止其铺丽，而

葆其朴素平淡之纯真[7]”。《庄子·刻意》记载：淡然无极

而众美从之。此处的“淡然无极”并非指淡而无味，恰

恰是这“淡”背后的回味，引人遐想。

简练之姿融于设计，则在线条上追求流畅，形体

上追求简约，用色单纯，弃浮华雕饰，以功能为设计出

发点，重视材料的自然之美。以我国传统江南民居为

例，朴素的白色外墙上少有装饰，连开窗也很小，灵巧

秀丽，与黑色屋脊门楼上挑出的飞檐形成对比，白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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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瓦，简洁而明朗，给人以宁静淡泊之惑。

3 以四川藏、羌地区路灯设计为例

路灯具有“城市眼睛”的美誉，在包罗万象的城市

形象元素中，路灯是密度最大、数量最多的市政设施，

承担着昼夜的双重景观作用，是现代城市文化品牌中

的重要名片，最直观地传递着地域特色和城市文化内

涵。在上述重构要旨的指引下，以藏、羌的地域、人文

特色为支撑，挑选该民族的典型文化元素，结合设计、

生产要求完成多个路灯设计，总结应用技巧，以备后

来者参考。

3.1 线、形寓意

3.1.1 何谓线、形寓意

线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视觉元素，它的

遒劲或柔中带刚的特质能形成“具有倾向性”的内在

视觉张力[8]，产品形态美感蕴涵于线条张力之中，线条

构成了形的基础，依据形的构造规律流动、回转，形成

了产品的整体韵味，是创作者精神的再现。现代产品

设计中的民族文化元素重构和表现，首先要重视的就

是线与形的凝练，线宜流畅，形宜简洁，将传统文化中

的线、形与现代设计结合，借线、形之中隐含的精神寓

意传达民族文化韵味。

3.1.2 藏区祈福灯和如意灯设计

民族的独特性，最鲜明地反映在民族信仰意识

上，这几乎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毫无例外。藏族

世代信仰佛教，在藏区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到

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及其影响力，祈福灯以藏民磕长

头时的合十手型为造型依据，融合佛祖“拈花”姿态，

提炼得到对称的曲线，见图1，将合十元素融于灯杆设

计，结合顶部优雅流畅的灯头和灯顶端坐在莲花台上

的简洁佛像，体现出向佛合十祈祷的意境，适用于道

路两侧，见图2-4。如意灯则以佛教法器如意为造型

依据，摈弃了原物的圆滑曲线和繁复纹样，提炼后的

如意元素方中带圆，见图5，与粗壮的灯柱和底座遥相

呼应，路灯整体刚健有力，适用于广场，见图6-7。

3.2 纹、色传情

3.2.1 何谓纹、色传情

中国传统艺术提倡含蓄简练，却并不抛弃纹样装

饰与色彩的搭配，鲁道夫·阿恩海姆说：“创作时头脑

中最先考虑的因素是色彩对事物的识别作用，色彩所

具有的强大表现力，来自于人们对颜色的联想，相比

其他元素，色彩的效果更有直接性和自发性[9]。”纹样

符号则是文化精神在纹饰上的物化，是特定地域的特

定时代精神所赋予的具体形状，借由它可以传达人们

的思考过程和结果，由此实现内在意义到外在造型的

图1 提炼合十元素

Fig.1 Refine the palm element

图2 祈福灯

Fig.2 Blessing street lamp

图3 合十元素应用

Fig.3 Palm element in Blessing

street lamp

图4 祈福灯细节

Fig.4 Blessing street lamp

details

图5 提炼如意元素

Fig.5 Refine the ruyi element-

street lamp

图6 如意灯

Fig.6 Ruyi street lamp

图7 如意元素应用

Fig.7 Ruyi element in the street lamp

吕中意等：民族文化元素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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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达，达到表达思想情感的目的[10]。

纹与色的应用，重在与线、形的和谐搭配，色宜明

快，纹宜典雅，简洁流畅的造型搭配符合地域特色和

文化氛围的纹样、色彩，对产品的艺术质感能起到画

龙点睛的作用。

3.2.2 羌区泰灯和恩鸟灯设计

泰灯以羌族的爱羊情结为设计依据，提炼羊纹作

为造型创意要素，见图8。灯头外部主照明区为镂空

羊纹，曲面灵巧，内部辅助照明为羊纹簇拥灯，灯座镂

空六连羊纹，通透且富有“羊”的气息，通体采用金色，

配合乳白色灯罩，端庄又不失活泼灵巧，富有现代城

市气息，适用于道路两侧，见图9-11。恩鸟灯的设计

元素取自老鹰形象，羌族被称为生活在“云彩之上”的

民族，流传着雄鹰守护祖先的传说，鹰元素的提取见

图12，恩鸟灯的灯臂具有抽象鹰纹的高浮雕，灯座阴

刻羌族古老回纹，灯臂与底座采用冷静的豆绿色，与

灯杆的金色形成鲜明对比，强调如雄鹰一般坚毅、刚

强的民族精神，适用于广场，见图13-15。
在路灯的纹样表现手法中，主要包含阴刻、浮雕、

镂空等手法。其中阴刻因雕刻深度小，表现力也相对

较弱，但在提升路灯的精致度和整体协调性上起到很

好的作用；浮雕与镂空的表现力较强，尤其是镂空，借

助镂空件背后的灯光，常常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装饰

效果。

4 结语

不难窥见文化在产品设计中的积极影响，一方面，

基于地域民族文化设计的产品富含人文气息又不刻意

雕琢，不仅能带来视觉上的美感，同时可传达持久的精

神愉悦；另一方面，设计中体现的民族文化韵味，有利

于提升人们的归属感和自豪感[11]，引导人们的主人翁精

神。可以说，民族文化元素为产品设计提供了新的思

路与方向，在利用这些元素符号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

到环境的兼容性和地域特殊性，不可狭隘地以民族进

行划分。例如，同样是汉族地区，上海的路灯设计更追

求时尚感，南京的路灯设计更愿意彰显儒雅古城风范，

不可一概而论。另外，在民族文化元素的提炼应用中，

要充分考虑元素符号应用的生产成本，只有做到经济

性和艺术性的平衡，才能真正实现设计意图。

参考文献：

[1] 李鹏斌.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J].包装工

（下转第20页）

图8 羊纹提炼

Fig.8 Refine the sheep element

图9 泰灯

Fig.9 Tai street lamp

图10 泰灯顶、底座细节

Fig.10 Top and foundation details

图11 泰灯的羊纹应用

Fig.11 Sheep element in Tai

street lamp

图12 鹰元素的提取

Fig.12 Refine the hawk element

图13 恩鸟灯常规效果

Fig.13 Bird street lamp

图14 恩鸟灯底座纹样

Fig.14 Foundation pattern details

图15 恩鸟灯的鹰元素应用

Fig.15 Hawk element in bird street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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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积累。水平思考法通过用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组

合旧信息，从而产生新的创意。反复运用这种方法，

可以得到更好的包装定位创新，创造出更美、更环保、

更能满足人类需求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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