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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民间美术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方式。方法 基于民间美术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法则，探

究民间美术的形式与色彩、材质和纹样以及意蕴等方面在产品设计中的具体应用，最后指出应用建议。

结论 在产品设计中应用民间美术能够在创新中融合经典传统元素，通过相互之间的共通点以及高超的

设计手法实现思想的碰撞与形式的融合，帮助产品设计脱离低级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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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folk art in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the law of folk art in the product 

design, it explor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folk art form and color, texture and pattern and connotation in product de-

sign, and finally points out the application suggestions in two aspects. The application of folk art in the product design, 

can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elements in the classic innovation, through the common points between them and superb de-

sign techniques, to achieve the collision of thought and the form of integration, help product design from the vul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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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是一个综合产物，文化、艺术、历史、

经济、工程、材料等方方面面无所不包，旨在协调产

品与人之间的关系，将理想中的形式通过具体的操作

展现出来，最终实现产品人机功能和人文美学品质的

完美融合[1]。民间美术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文化

载体，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

积累并创造出来的的一种艺术形式。与产品设计相

同，民间美术也有着丰富的形式与内容，诸如刺绣、

年画、剪纸、织锦、印染花布、泥塑、石雕砖刻、布

制品、面塑、竹木雕、陶瓷、皮影等，这些丰富的形

式无不有着醇厚的艺术语言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值

得我们对其进行深入地研究、学习与继承。尤其在现

代设计领域，民间美术能够有效激发设计师的创作灵

感，丰富其设计作品的外观造型，提高人文美学品质，

使现代设计走向一条集改良性、创造性为一体的开发

设计之路。基于此，民间美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并

没有被无情抛弃，相反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

被更加广泛地运用在现代产品设计中，为产品设计注

入了鲜活的生命力[2]。 

1  民间美术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法则 

在产品设计中，设计师常常会根据时代特征和实

际需求对民间美术做出应有的反应，或直接应用，或

间接应用，配合现代科技、加工工艺、新型材料等手

段，让产品设计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散发出独特的艺术

魅力。 

1.1  直接应用 

直接应用是现代产品设计最普遍也最直观的应

用方式，讲究基本忠实于某种传统元素的原汁原味，

不做过分修改。比如，“金镶玉”这一传统工艺暗喻我

国传统文化中的“金玉良缘”，一直深受设计师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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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应用时并不会随意改动，尽量保留这一工艺的形

式与外延[3]。此外，也有一些设计师选择在保留民间

美术作品原始状态的前提下，直接利用其中的多种子

元素来丰富产品设计的内涵和外观，巧妙的构思与灵

活的组合使得一些逐渐被人们淡忘的传统技艺、工艺

重焕光彩，无论造型还是视觉效果都颇具新意。可以

说，直接应用是一个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

既能够增添产品的中国味道，又能够快速将设计意图

传达给消费者，是一些不想花费过多时间、精力和财

力的企业在设计产品时的首选。美中不足的是，这种

太过直白的应用方式，缺乏足够的设计创意，即使在

初期迅速抓住了消费者的注意力，也常会由于苍白无

力被消费者很快遗忘。 

1.2  间接应用 

间接应用主要指对民间美术中的传统制作工艺

以及传统造型元素等在原有形式及使用方式上进行

创新性应用，是对民间美术元素的再开发。也许间接

应用所形成的产品设计与其原有的元素关系不大，但

其延续的依然是一种传统艺术的组成符号以及民间

艺术中有趣的使用方法，让现代产品设计的形式更加

灵活，内容更富新意[4]。首先，变换维度。民间美术

中的剪纸、阴阳图案、年画、刺绣、吉祥纹样等艺术

形式多是以二维形式存在的，而产品设计是一个三维

立体的存在形式。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应用这些二维的

民间美术形式时，设计师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维度转

换问题，既要保留民间美术的形制、寓意，又要通过

拉伸、变形等手法将其转变为三维形态的设计元素与

产品造型相结合，使其产生新的含义及功能。这一手

法多见于现代灯具的设计，从二维的图案转变成三维

的灯具设计更好地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深得人

们的喜爱。其次，置换材质。除了直接应用民间美术

的独特材质，现代产品设计更多的是对其材质进行改

良，这是因为民间美术作品很多采用布料、纸张、木

材等材料制作而成，这与现代产品的工业批量生产不

相适应[5]。想要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尽可能多地保

留民间美术作品的造型、使用方式，同时借助新材料

最大化地满足批量化生产需求，提升设计作品的现代

感，产品设计师经常会根据实际需求对民间美术的材

质进行置换。再次，再现意蕴。众所周知，民间美术

的图案与造型并不是简单的应用，其内在有着深刻的

观念和精神，这种独特的意蕴便是民间美术的精髓所

在。现代产品设计对民间美术的应用应该将这种意蕴

进行再现，通过延其“意”，传其“神”，将民间美术元

素与产品设计的结合提升到最高境界，在脱离民间美

术元素的外部表象后，深刻传达其中的哲学理念，这

样的应用方式表面上看并没有具体的民间美术元素

形象，却在意蕴的再现中创造出一种和谐的流动感，

让人激动不已。 

2  民间美术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2.1  民间美术的形式与色彩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民间美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各

具特色的图形和纹饰，其中既有人物、动物、植物，

又有图腾、几何图案，花样繁多的形式将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期待展现得淋漓尽致[6]。与此同时，色彩的多

样性与对比性更是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欣赏美学价

值，其与形的完美搭配是民族情感的着落，是价值取

向的表现。随着中国风的兴起，设计界迎来了新的设

计灵感，产品设计同样面临着整合与创新的机遇和挑

战。这个时候，民间美术的形式与色彩便成为了产品

设计重要的灵感来源，通过科学的组合与搭配，使得

产品设计更富个性化和艺术感染力[7]。例如，Swatch

原创系列 Gent 腕表就将京剧脸谱作为主要的设计元

素，脸谱特殊的化妆造型艺术，配合红色的色彩使用，

勾勒出忠勇正直的人物心灵画面，将民间美术的大气

与美生动展现出来，深受消费者欢迎。另一个典型代

表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建筑的外观造型设计。红色

“斗冠”造型是民间美术文化元素的代表，配合外墙的

“叠篆文字”，在传统与现代的和谐交融着将中国风演

绎到极致，给人带来了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2.2  民间美术的材质和纹样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现代产品设计对民间美术的材质和纹样应用较

多，刺绣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这是因为刺绣作为民

间美术中一种独特的视觉艺术，其精巧的构思、繁复

的工艺和独特的纹样与质感都是民间刺绣艺人凭借

自己对生活敏锐的观察与感悟在时代的传承与创新

中逐渐形成的，能够让人在欣赏过程中不由地产生优

美、舒服的情感体验[8]。首先，材质的使用。刺绣绣

品凹凸有致的质感、复杂巧妙的刺绣手法与各色媒介

的组合，能够满足现代产品设计的多种情感需求，尽

显东方文化神韵。例如，中国美术学院的“四般闲事”

小组设计的“四般闲事”(闻香、品茗、插花、挂画)创

意家居摆饰，就以新鲜、奇特的触感给使用者带来了

全新的体验。刺绣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强烈而又独

特的艺术魅力使它走出国门，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例

如，国际知名品牌香奈儿有一款手袋就借鉴了中国的

刺绣纹样，以中国的翠玉绿满幅刺绣而成的经典款挎

包将香奈儿经典元素与中国刺绣精妙融合，再予以重

新诠释，既贵气非凡又低调华丽，在成为经典的同时

也体现了艺术的传播是无国界的这一内涵。 

2.3  民间美术的深厚意蕴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在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物质水平迅速提高的大背

景下，设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于现代产品设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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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仅要对民间美术做到“取其形”，而且还要做到

“延其意”，创造性地继承传统民间美术的文化特质，

形成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展现独特风采[9]。太极图

是民间美术中一个十分有代表性的经典图形，传达的

思想是本原生万物，万物合一，天人合一。这种文化

精髓不仅在我国得到传承，更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影响

力。德国设计师 Elements 设计的一款沙发就将太极

图案应用其中，黑白两条鱼型纹围绕圆心逆向旋转

对称，突出的韵律感和运动感恰恰是对太极思想、

太极精神的应用与延伸，东西方的交融与碰撞，给

人以阴阳双形相互依赖的视觉效果，堪称品味高雅

的经典之作。 

3  民间美术应用于现代产品设计的注意事项 

产品设计注重人与产品的交流，尤其是彼此的情

感交流。对于产品设计师而言，能否赋予产品灵魂，

使大众通过作品产生认可和情感共鸣，才是最应该考

虑的问题。民间美术作为一种精神文明和文化情感

的融入，越来越受到设计师的欢迎。在具体的使用

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10]。首先，提高设

计师的文化素养。部分设计师对民间美术缺乏足够的

认识，在设计过程中更多的是对民间美术元素的生硬

拼凑与组合，忽略了民间美术作品本身的民俗文化，

这样的设计不仅不能提升作品的品质，反而会因为

理解偏差或简单罗列形成一个不被大众接受的低价

值设计作品。其次，照顾到不同年龄的受众特点。

要使设计本身具有鲜明的可识别性，就要想好如何

将产品更好地推向受众，在强化功能审美化的同时

照顾到图形隐含的民俗喻意。例如，老年人是现代社

会中的一群不可忽视的存在，在设计老年用品时，设

计师就要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选择符合他们审

美的、象征健康、长寿的图形元素和与主题相符的色

彩，突出亲情与孝道，如此才能使产品获得更好的市

场收益。 

4  结语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当

下，很多人都将目光聚焦在了传统的民间美术上，甚

至已经开始了实际的行动，但是，由于认识不深刻，

缺乏创作思路，不知道如何寻找创作的源头，真正被

提取并合理利用的少之又少。这种盲目又仓促的应用

很难将传统的民间美术与产品设计相融合，创造出国

民喜闻乐见的、具有国家特色的产品。这就需要广大

设计师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对民间美术引起重视，从

应用原则、方法及注意事项等方面全面思考与总结，

使两者的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实现开创性

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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