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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荣昌折扇的创新设计拓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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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荣昌折扇形态和材料在当代艺术设计中的延展运用。方法 通过分析阐述荣昌折扇的结

构、形态、材料以及所承载的文化精神，探索摺、叠、撤的形态构造和竹、纸等扇面材料在当代设计中

的延展应用。结论 以创新设计的理念挖掘传统手工艺的形态语言和质材表现，寻求民间传统手工艺在

当下的文化复兴，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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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ing Research on Innovative Design of Rongchang Folding Fan 

LAI Xiao-jing, XIAO Zhi-hui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extension and application of shape and materials of Rongchang folding fan in contem-

porary art desig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shape, material and the cultural spirit of Rongchang folding fan, it 

explores the extens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folding, stacked, the withdrawal of the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bamboo, pa-

per and other fan materials in the contemporary design. It excavates the traditional crafts of the form of language and ma-

terial performance by innovative design the concept of mining, seeks folk traditional craft’s Cultural revival in the present, 

and explores a new way of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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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对传统文化和手工艺传承的政策支持，

近年来，对民间手工艺的研究如火如荼，非物质文化

遗产研究也成为当代中国艺术与设计中的“显学”。尤

其是对于原生性民间手工艺的推崇，给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提供了展示和传播技艺的平台和契机。国内

高校纷纷兴起“非遗进课堂”，邀请非遗传承人进入大

学课堂中，演示和教授其所掌握的民间民俗工艺和制

作流程。2017 年第 57 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以当代

艺术家和非遗传承人合作的方式呈现作品，虽然展览

引发了各种争议，批评声音不断，也凸显了中国当前

非遗传承研究的困境和矛盾。对“非遗”普遍重保护，

但缺乏对“非遗”开发利用的载体；“非遗”保护常常是

孤立在本体本身，缺乏衍生品和实际应用的创新[1]。

对传统文化的再利用，是进行包装后的表演性“原生

性”传承？还是通过转换寻求当代发展的可能性？笔

者基于非遗文化荣昌折扇的创新拓展设计将非遗文

化研究与设计教学相结合，通过传统手工艺形态的设

计转换，寻求非遗文化传承的创新途径。 

1  荣昌折扇的发展现状 

重庆荣昌折扇是我国传统文化和工艺的一项重

要门类，在现代化进程高速推进的今天，和很多非物

质文化遗产一样，荣昌折扇也在技艺和文化的保护、

传承和创新中遭遇了前所未有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形态承载着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和地域特征，形态、

材料以及装饰元素均凝聚了民族的深层文化基因，它

们随着时间的推进生发、成长或者消亡。作为传统农

业和手工业时代的民间技艺，因工业文明的发展逐渐

衰退，许多优秀的民间技艺消泯在工业技术推进的现

代文明进程中。作为传统民间工艺代表的荣昌折扇，

也脱离不了这种逐渐衰退的命运。在 2008 年被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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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第二批非遗的名单之后，它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但从其发展现状来看，仅仅依赖非遗传承人或

极少的折扇手工艺人的口传亲授，是很难让荣昌折

扇再恢复昔日的光辉。这不仅仅是荣昌折扇传承所

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大部分非遗所面临的尴尬处

境，许多非遗成为带表演性质的展示或带有纪念品

性质的商品。 

在荣昌折扇中有许多优质的设计元素可以分解

与重构，并运用到当代艺术设计中来。以地方文化资

源为源泉，将特定的文化内涵转化为视觉设计要素，

并与工艺技术、产业化的市场规律相结合，运用现代

设计的表现手段与思维模式，为传统文化寻求一个符

合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新形式[2]。通过对荣昌折扇形态

和材料研究，拓展其所蕴含的设计元素，探索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当代设计中的传承与转换。 

2  以荣昌折扇为基础设计拓展 

每一次重大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可能导致与过去

生活方式相互依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危机 [3]。

“活态”的文化传承并不是对制作工艺或材料的简单

承继，形态或材料的更新转换，也是文化承继的一种

有效途径。因此，在设计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创新设

计的拓展尝试，在对荣昌折扇的构造、材料、工艺、

装饰拆解研究的基础上，以延展的表现元素和创作形

态，寻求传统文化形态在当代设计领域的新生。通过

对制作工艺流程细节的深度认知与宏观造型结构把

握，研究观察折扇的造型、材料，让学生认识了解折

扇的构造，对工艺与材料进行档案性的理性分析记

录。在此基础上，学生了解荣昌折扇的基本物理构成，

从对功能、结构、节点、形态认识活动下展开。在分

解认识折扇的原理之后，引导学生进行概念转换，选

择模块，根据此模块的记忆形体，以荣昌折扇的基本

形态为出发点，进行设计的拓展创新。学生分别从形

态、材料、文脉等几个方面进行延展设计，形成概念

性作品，涵盖公共艺术、装饰艺术和产品设计等各个

方面（见图 1）。 

2.1  形态转换 

折扇扇骨的造型与材质，是折扇最直观的视觉呈

现 [4]。荣昌折扇最重要的特点在“折”。折扇古名“摺

扇”、“聚头扇”，“摺”、“聚头”极其形象地表述了荣昌

折扇的构造形态。折扇属于舶来品，起源于日本，北

宋时期传入中国[5]。日本的传统设计美学中，“缩”代

表了日本对空间和材料的审美体验，它要求尽量缩减

产品的空间、体量和面积。扇形的“缩小”蕴含着“招

致”、“聚合”、“攥握”这些动态概念[6]。基于此，以折叠

和收纳为目的，日本人改良了团扇的形态，最终形成折

扇，既便于携带，又具有形态美感。荣昌折扇的具体传 

 
 

 

图 1  折扇作品 
Fig.1 The folding fan works 

入时间不详，据《荣昌县志》载，“闻撤扇始于永乐中，

因朝鲜国进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扇

以纸为之，故称之为摺叠扇，一名撤扇。撤扇盖收则摺

叠，用则撤开。”荣昌折扇发展成为与浙扇、杭扇齐名

的中国三大名扇之一。摺、叠、撤形象生动地归纳出荣

昌折扇的构造形态。 

学生以荣昌折扇的摺、叠、撤为形态的切入点，

通过拆解与重新组合，实现折扇形态的转换运用。《自

然》（见图 2）以蝴蝶展翅模拟折扇形态，将折扇聚

头与骨架形态进行意象化处理。《旋》（见图 3）选择

扇面骨架的结构，对“聚头”部分进行解构再造，重新

形成开合的变化形态，仍然沿袭了扇面上宽下窄的形

态，凸显折痕，扇骨饰以花纹，形态轻盈。 

 
图 2 《自然》 
Fig.2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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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旋》 
Fig.3 "Spin" 

2.2  材料研究 

荣昌地处西南，西南地理和自然条件适合竹类种

植，荣昌折扇以棕竹、毛竹为制作材料[7]。竹是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文化表征，作为“四君子”之一，它

代表了中国文人自喻的高洁品格。“宁可食无肉，不

可居无竹”。竹既符合中国文人的品格需求，又易就

地取材，价格便宜。通过对荣昌折扇原材料进行调研，

重点了解和发展竹的衍生形态，并将材料研究作为设

计创意的起点。《空间》（见图 4）通过研究竹的韧性

和易弯曲的特点，设计出交错的、环绕型的公共艺术

装置，把竹（篾条）的材料特性做了充分的发挥。 

 

图 4 《空间》 
Fig.4 "Space" 

荣昌折扇扇面材料最重要的是纸。作为传统的纸

折扇，它通过特殊的材料处理来保证扇面的防水、防

湿、防霉、防脱层等特点，以黑烟加桐子膏用水调和，

刷面处理。除纸面外，绸布也是荣昌折扇的常用材料，

丝绸比纸面更经久耐用，装饰性也更为突出。纸和绸

便于折叠，同时可利用扇面进行绘画或装饰创作，它

给予折扇除纳凉的实用功能之外附加的审美功能和

精神价值。荣昌折扇传承人陈子扇对扇面材料进行改

良制作出夏布折扇，夏布是一种手工织造的苎麻布，

不易脱色，色彩古雅，具有较高的审美和艺术价值。

《镜》（见图 5）对扇面的形态和材料加以变化，既

保留了荣昌折扇的基本形态和材料特质，又衍生出新

的装饰变化，使折扇的审美功能发生了变化。 

 

图 5 《镜》 
Fig.5 "Mirror" 

2.3  文脉拓展 

除去纳凉的基本功能，折扇也成为文人抒发情怀

的雅物，书法、绘画均以扇面为载体，实用功能与精

神象征功能并存。荣昌折扇也延续了这一特点，每一

幅扇面都是意境深远的画面，流转着深深的艺术情

韵，成为荣昌折扇的一笔丰富文化资产[8]。在当代，

文人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传

统的折扇已经不符合当下的“文人需求”。因此，当“传

统文人群体”逐渐消失在当代文化发展的语境中时，

荣昌折扇应该如何进行文脉的拓展，是目前其“非遗

传承”所面临的困惑。荣昌折扇的非遗传承人在技艺

和材料上进行研究，如与夏布结合的新折扇，或对扇

面题材上引入壁画、漆画甚至西方抽象画的各种元

素，加强了折扇的审美附加值。为了避免单纯依赖于

财政补贴的“保存”，荣昌折扇的目光开始投向艺术、

文创领域。如强化其作为书画载体的角色，每一幅荣

昌折扇都有着自己的艺术情韵和文化意境，使得折扇

的美感与书画的雅致结合在一起，成为诗、书、画、

印相结合的中国独有的绘画艺术[9]。学生在文脉研究

中侧重于绘画艺术的创新，力图在荣昌折扇的基本语

态中寻找创意，探寻其当下文脉拓展的多重可能性。 

3  结语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民族的文化传统，正

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

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

活用成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不仅重塑

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了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10]。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手工艺

的更新、复兴，将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现代社会

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

化，荣昌折扇传统的实用功能已被逐步取代，正如众

多的传统手工艺一样，由于生存空间的消失，它们也

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对它的传承不能仅仅依赖于

国家政策的扶持，被动地保存传统的手工技术，将文

创和旅游产品的输出作为其最重要的生存途径。在深



230 包 装 工 程 2017 年 12 月 

 

入研究其所承载的人文精神和民族气质，对形态、材

料进行延展性的探索，创造出具备独特历史气质的设

计语汇，并将其融入当代公共空间设计、产品设计中，

为传统的手工艺探寻文化传承的当代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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