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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运用古籍元素进行创意衍生品设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方法 从创意设计的角度出发，

分析古籍元素与创意衍生品设计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案例，论述古籍元素在创意衍生品设计中

的转化方法和原则，最后阐述了利用古籍元素进行创意衍生品设计的意义。结论 古籍元素是中华传统

文化的重要载体，将其融入到创意衍生品设计活动中，对于古籍文化传承、特色文创产品构建等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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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research the basic theory and methods of using ancient book elements on creativity derivatives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eativity design, it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eativity derivatives and the 

ancient books element, on the basis of this combined with the case, it discusses transformation methods and principles 

using ancient book elements on creativity derivatives design, finally summar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using ancient book 

elements on cultural creativity derivatives design. Elements of ancient books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be assimilated into the design activities, which has the extremely vital significance for inheritance of the an-

cient books culture, structure of characteristics culture creativity product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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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具有丰厚的古籍遗产，承载

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设计师创意衍生品设

计的重要文化根基与养料。因此，充分挖掘古籍中蕴

含的各种有形和无形元素，将其融入到创意衍生品的

开发设计活动中，既增加了文创产品的民族特色，又

充分发挥了古籍的文化价值。 

1  古籍与创意衍生品设计   

1.1  古籍 

古籍，是对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

刷的古代图书，包括普通成书、舆图、木牍、帛书、

遗书、拓本、书札、字画、宝钞等文献。目前，公

认的古籍是指 1911 年前成书的图书，即“1911 年以

前历朝的刻本、写本、抄本、稿本、活字本、拓本

等，或者出版于 1911 年以前的古籍古版本”[1]。我国

现存的古籍浩如烟海，据统计约 16 万种之多，居世

界之首。这些古籍大多收藏在全国各级图书馆、博

物馆、以及科研机构，但仍有一部分的珍贵古籍散

落在国外。 

1.2  古籍与创意衍生品设计的关系 

古籍是我国历代累积留下的文化遗产，蕴含着丰

富的创意元素和智慧。一件优秀的创意衍生品，不仅

要有外观，还要有内涵。我国丰厚的古籍体现了中华

文化的独特内涵和形式，是创意衍生品设计所需的重

要文化养料。 

一方面，古籍中的简帛、舆图、钤印、书法、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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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拓本等，充满着丰富的可以进行创意转换的字体、

图形、图案等视觉元素。另一方面，古籍中包含着大

量典籍故事、神话传说、习俗信仰、生活百态等无形

设计内容，也可转换成为衍生品的创意主题[2]。国家

图书馆所藏古籍东巴文《创世经》（见图 1）全称为

《麽㱔创世经译本全部》，为东巴文化的代表性典籍，

图中上半部分为 4 行彩色东巴文，下半部分为墨书汉

文。东巴文是纳西族使用的一种象形文字，保留了人

类文字产生早期的某些形态，其图画式的文字，充满

着浓郁的艺术色彩。该书内容反映了当时纳西族社会

的发展情况，以及现在一些生活习俗的来源，这些元

素都可以成为创意加工的素材，衍生出相关主题文创

产品。 

 

图 1  国家图书馆馆藏古籍《创世经》 
Fig.1 The ancient book "The Creation" collected by the Na-

tional Library 

因此，通过创意设计让古籍和创意衍生品得以融

合，衍生出各种古籍衍生品，对于文创产品设计和古

籍传承而言，是一条值得实践的领域[3]。 

2  古籍元素在创意衍生品设计中的转换 

2.1  转换方法 

设计师在运用古籍元素进行创意衍生品设计的

时候，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元素的转化”。宏观上看，

古籍元素的转化方法可以分为 2 种。 

1）有形元素的转换。古籍中的有形元素主要包

括图案、插图、字体、色彩、装帧等外在可视形态往

往极具传统形式美感。通过提炼概括、分解再构、变

异修饰等设计手法，对原有的古籍元素在表现形态、

表现载体、表现空间等方面进行转换，从而可以设计

出形神兼备的优秀作品[4]。某系列创意产品（见图 2），

是利用古籍《升平署戏曲人物画册》中的人物形象创

意出来的。《升平署戏曲人物画册》为国家图书馆珍

藏古籍，应为清咸丰同治年间宫廷画师作品，此画册

为中国京剧人物扮相写真图，具有很高的艺术和资料

价值，是研究京剧早期穿戴、脸谱的珍贵史料。设计

师从中选用公主、状元、孙悟空等人物形象（见图 3），

并衍生设计出交通卡片、书签、T 恤等产品。 

 

图 2  系列创意衍生品 
Fig.2 Series of creative derivatives 

2）无形元素的转换。古籍元素蕴涵丰富多彩的

民众生活、神话传说、典故、礼仪、习俗、信仰、审

美等无形内容。将这些无形层面的内容，运用到衍生

品的主题、内涵等构思活动中，从而使衍生品传递出

浓浓的文化韵味，以满足当代人的精神新需求[5]。

 

图 3  国家图书馆馆藏古籍《升平署戏曲人物画册》 
Fig.3 The ancient book "Figure Picture Album of the Sheng-ping Department"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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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转换原则 

进行古籍元素转化时应该把握 2 个原则。 

1）寻找转换的契合点。在进行创意设计的时候，

所提取的元素与衍生品本身之间不能牵强附会，要寻

找两者的结合点。不能让元素转换仅仅停留在简单复

制阶段，比如把古籍的某个图案转印到杯子上等。元

素转换不能仅仅为了装饰，应从衍生品的功能和文化

属性出发，结合古籍元素的特征，设计出符合当代人

需求的产品，带给人们更多的心灵体验。 

2）注重古籍原味的传达。古籍元素蕴含的内涵

和意境，是古籍最为核心的地方。在转换设计时，要

把握古籍文化的“原味性”，恰当运用现代设计语言进

行诠释，让人能够透过衍生品切身感受到古籍元素原

有的“韵味”，发出回味无穷之感[6]。 

2.3  设计领域 

古籍衍生品的开发要和当代人的生活、审美、需

求对接，从而研发出各式各样融合古籍元素的创意产

品，其开发设计领域主要包括笔记本、文具、书签等

文房用品，万花筒、拼图、玩偶、扑克牌等益智玩具，

杯垫、折扇、行李牌、杯具、餐具、手机壳、钱包、

背包等日用品，文化衫、丝巾、领带等服饰类用品，

以及各式特色工艺品、饰品、纪念品等。 

3  古籍创意衍生品设计的价值 

3.1  有利于古籍文化传承 

长期以来，我国古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文史方面

的研究者，以及图书、文博等相关工作者。由于古籍

阅读要有较高的古汉语功底，普通大众难以接触，大

量古籍难以发挥应有的价值。古籍传承是千秋万代的

事业，只有古籍得到传播，其文化价值才能得以显现。 

古籍创意衍生品对于古籍文化的传播能够起到

不可估量的作用。通过创意设计让古籍走进人们日常

生活，让更多的人关注古籍文化，充分发挥古籍的文

化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通过设计的手法，结

合人们的需求，将古籍元素融入创意衍生品中，从而

使得古籍在当代生活中得以“活化”，最大化地为社会

所利用。新的时代背景下，古籍创意衍生品成为古籍

文化的有效载体，它激活了古籍，增进了广大民众对

古籍文化的了解、喜爱，成为古籍传承的一种有效途

径[7—8]。 

3.2  有利于图书馆文创事业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是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产生的以创

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成为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当前我国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

业的背景下，各级图书馆充分利用馆藏古籍资源进行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大有可为的空间。图书馆作为文

化传播的首要窗口，理应顺势而为，立足馆藏古籍资

源，挖掘有代表性的古籍创意元素，结合现代人们的

需求和趣味，设计制作出主题鲜明、品类丰富、制作

精良、富有特色的各类文化创意产品，从而创造一定

的经济效益，推动图书馆文创事业的发展[9]。 

某系列笔记本（见图 4）和信笺（见图 5），是国

家图书馆利用馆藏《十竹斋书画谱》设计制作的文创

产品。该款仿古线装《十竹斋》笔记本采用麻布面、

宣纸制作而成，内页刊印精美的馆藏善本《十竹斋书

画谱》彩绘。信笺则选用优质宣纸，精选《十竹斋书

画谱》彩绘图印制，采用樟木外包装，纹理美观、古

朴典雅。 

 

图 4  国家图书馆制作发售《十竹斋仿古线装笔记本》 

Fig.4 ＂The old-fashioned spiral-bound notebook＂about 
Shi-zhu house designed and sal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图 5  国家图书馆制作发售《十竹斋宣纸信笺》 

Fig.5 ＂The Xuan Pape letterhead＂about Shi-zhu house 
designed and saled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3.3  有利于构建民族特色文创产品 

不同族群的生活内容和形式总是影响着各自物

品的设计风貌，即设计不可避免地带有各自民族的特

征。当代中国的文创产品设计，在经历模仿外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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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之后，理应坚持民族特色这个主流，立足于中华

民族文化土壤和根基，开创民族特色设计之路。古籍

是我国重要的民族文化宝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

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挖掘古籍资源，有利于形成具有

中国形式和内涵的优秀文创产品[10]。 

4  结语 

古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创意衍生

品设计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只要善于处理两者之间

的关系，深入发掘丰富的古籍资源，找准转换的契合

点，就能够研发出各种构思巧妙的文创产品。通过创

意设计让古籍文化真正走进日常生活，既发挥了古籍

的文化价值，又增加了文创产品设计的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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