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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takes Beijing palace lamp as an example to research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Chinese classical lamps.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Beijing palace lamp traditional crafts. It explores 

ideas in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traditional lamps from the form, the function，the new technology and the new material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design innovation comes from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Beijing palace lamp. And the design 

thinking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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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宫灯是中式古典灯具的代表。它以雕饰花纹

的硬木为框架，以纱绢或玻璃为灯屏。从宫廷的奢华

装饰，到后来成为百姓的照明工具，不断演变和发展。

与金属、陶瓷、玉石和珐琅等材质的宫灯相比，这种

木质宫灯质轻且透光，与宫廷建筑相得益彰，因此成

为中国明清时期宫廷灯具的重要形式之一。宫灯形式

也在经典的六方宫灯基础上产生了四方、八方宫灯，

以及挂灯、壁灯、地灯、桌灯等花式宫灯。 

1  北京宫灯的发展现状与影响因素 

清朝末年，北京宫灯传统工艺从宫廷逐渐流传于

民间。20 世纪 20 年代初是民国时宫灯行业的鼎盛时

期。30 年代时，战争爆发导致社会动荡，宫灯业逐

渐衰退。5、60 年代，公私合营后成立了北京美术红

灯厂。80 年代出口创汇，宫灯行业一片繁荣。然而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现代科

技对社会生活带来巨大改变，包括北京宫灯在内的传

统工艺产业受到极大影响。 

如今宫灯市场萎缩，发展艰难，其中原因主要

如下几点。首先，北京宫灯原本的功能是照明和节

庆装饰，随着各式现代照明灯具和霓虹彩灯的出现，

而逐渐被人们淡忘。其次，仍然沿用传统手工艺制

作的北京宫灯与机械化批量生产的宫灯商品相比，

不具备明显优势。由于制作工艺复杂，生产效率低，

耗时费力，经济成本高，再加上材料资源匮乏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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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都使得北京宫灯传统工艺受到很大局限。然后，

市场需求有限，不仅有品种多样且高效节能的现代

灯具，而且还有成本低廉、粗制滥造的宫灯赝品，

这 些 都 对 北 京 宫 灯 传 承 企 业 造 成 了 极 大 的 竞 争 压

力。工艺美术产业内仿制和侵权现象长而久之容易

造成市场混乱，行业声誉受损，创新主动性挫伤[2]。

再者，随着时代变迁，北京宫灯这种传统灯具形式

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也与现代生活方式和

环境特点不符。此外，由于辛苦多，收益少，对制

作者的要求又高，北京宫灯传承企业人才缺乏，青

黄不接，这项传统手艺也濒临失传。现在北京宫灯

传 统 工 艺 已 作 为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被 保 护 起

来。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未来可能只有在博物

馆里才能看到北京宫灯传统技艺的再现了，因此，

需要研究传统灯具，探索创新开发。 

2   北京宫灯的艺术特点 

与玲珑温婉的洛阳宫灯、以纸雕宫灯闻名的河北

藁城宫灯和清雅秀气的广东宫灯相比，北京宫灯具有

其自身的艺术特点。作为宫廷艺术，历史悠久的北京

宫灯深受宫廷建筑和家具的影响，讲究美观精致、高

贵稳重，具有皇家气派和首都地域特色，有着深厚的

文化根源。北京宫灯的结构、工艺和材质反映了当时

先进的手工业技术等物质文化层面的水平。而北京宫

灯的造型、纹样和装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观念和审美

需求等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物质文化层面和精神文

化层面的内容都是当时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产物，

也都是创造北京宫灯艺术特性的基础。 

2.1  结构形式 

北京宫灯以放置蜡烛的主体框架为中心，利用榫

卯结构将主框架和扇框的各构件连接起来。无需连接

件便能组装和拆卸。北京宫灯的结构形式体现了中国

传统木构建筑的特色。其框架结构很像古建筑的梁柱

式木架构，其形式与传统隔扇、屏风和垂花门十分相

似，其榫卯结构也使木质宫灯与木构建筑在结构和形

式上更加统一。 

2.2  造型样式 

北京宫灯造型对称，整体均衡，局部形式富有变

化。它与生俱来的那种庄重优雅的美就来自于这种对

称与均衡的独特形式，体现其古典美学特征。另外，

六方宫灯是北京宫灯 为经典的款式，有六个面，分

为上宽、下窄的两层。其中上层为灯帽，下层为灯身。

其整体形态可概括成 T 形，特有的比例关系使其独具

魅力。六方宫灯中有 a 和 b 两组构件尺寸分别相同，

六方宫灯的造型与比例见图 1。并且 a 与 b 之比正好

等于宫灯直径与总高之比。北京宫灯的对称感使其典

雅端庄，其比例关系又增强了层次感和韵律感。 

   

图 1  六方宫灯的造型与比例 
Fig.1 The form and proportion of hexagonal palace lamp 

2.3  装饰工艺 

北京宫灯传统工艺讲究精工细作，主要包括木

雕、彩绘和编结等传统手工艺。其中，传统木雕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载体，印刻着历代劳动人民

淳朴精妙的生活和思想[2]。上等宫灯更是精雕细琢，

将平雕、浮雕和镂雕等多种木雕工艺综合运用。再者，

传统宫灯多以花鸟鱼虫、山水人物等写意和工笔彩

绘，和传统吉祥纹饰来装点宫灯的灯屏。此外，传统

宫灯的灯穗流苏上编织有盘肠结、万字纹等装饰。尤

其是明清宫廷中上等宫灯的灯穗形式更加丰富，常伴

有珠玉配件和多层大小耳穗，显得雍容华美。 

3  北京宫灯的创新设计思路 

宫灯是非物质性文化遗产，非遗的保护一种是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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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式保护，把非遗的技艺记录下来；另一种是生产式

保护，宫灯需要后一种保护方法，需要在发展中进行

保护[3]。宫灯的传承保护需要符合当今时代特征，与

时尚相融合，满足现代人的使用和审美需求，因此，

以北京宫灯为代表的中式古典灯具的创新设计需要

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因素，在传统宫灯艺术特

点的基础上探索新中式北京宫灯的创新设计，主要包

括形式创新、功能创新和新技术新材料创新。 

3.1  形式创新 

3.1.1  造型比例 

正如上面所说，北京宫灯造型对称，并且各部分

尺寸具有一定关联性，形成某种规律，在视觉上带来

和谐感。可依照现代人的审美观念，提取 有特色的

基因，再造新形[4]。借鉴六方或四方宫灯的外形、比

例和对称性等特点，使创新设计更加神似北京宫灯，

北京宫灯造型创新设计见图 2。若调整其比例尺寸和

局部装饰，还可创造出不同风格的宫灯款式。 

3.1.2  纹饰符号 

纹饰符号自产生以来，一直是人们情感观念在器

物上的物化形式[5]。北京宫灯木雕纹饰中常见的龙纹

图案象征了帝王，寓意至高无上的皇权和等级。还有

寿字纹、万字纹和回纹等都有福寿延绵的吉祥寓意，

是北京宫灯各种装饰工艺中经常运用的。装饰纹样作

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艺美术领域发挥着

重要作用[6]。中国传统文化是传统纹饰生存的土壤。

随着时代不同，传统纹饰自然也需要变化。可以将纹

样图案中的精华提炼出来，使图案变得更加简单大

方、保持神韵，却更有现代的气息[7]。将宫灯的传统

纹饰提炼成抽象符号，通过重组、简化、变形和叠加

等手法加以运用，北京宫灯纹饰创新设计见图 3。 

 

图 2  北京宫灯造型创新设计 
Fig.2 The modeling innovative design of Beijing palace lamp  

   

图 3  北京宫灯纹饰创新设计 
Fig.3 The pattern innovative design of Beijing palace lamp 

3.1.3  韵律形式 

韵律是有组织、有节奏的和谐规律。北京宫灯的

韵律不像音乐那么直接，却是构成形式美的重要因

素。点、线、面的形式语言通过重复和有节奏的变换

形成富有韵律的美感。形式之间的相互呼应就是押

韵。设计创新是对传统宫灯韵律的重新编织。将北京

宫灯传统元素融入到现代灯饰设计中，制作出一盏盏

既具有北京宫灯风韵与气质，又适合现代家居装饰的

灯具，北京宫灯韵律形式创新设计见图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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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北京宫灯韵律形式创新设计 

Fig.4 The rhythm innovative design of Beijing palace lamp 

3.1.4  灯屏装饰 

北京宫灯的灯屏主要以写意和工笔彩绘为主。现

代灯屏装饰可以通过这几方面有所创新。首先，灯屏

的表现内容可以加入新的色彩和图案，如抽象画、装

饰绘画等不同题材和系列，以及酷炫、复古等各种风

格。其次，灯屏的表现手法可以在材质和形式上扩展，

如运用剪纸、编织、镂刻和拼贴等方法创造丰富的半

立体效果。再有，可以由消费者自己动手制作私人定

制专属的礼物。 

3.1.5  空间陈设 

灯具陈设应与现代环境设计融于一体。作为空间陈

设的一部分，北京宫灯的形态、色彩和材质应与空间环

境和谐呼应。可以在保留传统宫灯元素的基础上，根据

空间的风格适当调整宫灯的颜色、样式和材质。比如在

白色系的新中式环境中，传统宫灯的原木或大漆色过

重，可改变成白色，以新的形象散发独特魅力。 

3.2  功能创新 

3.2.1  功能细化 

与现代灯具相同，北京宫灯的首要功能也是照

明。由蜡烛变成灯源来采光，传统灯具的创新还需要

围绕照明这一核心功能来进一步分解细化，借鉴现代

灯具的方便性和实用性，满足现代人的使用需求。首

先，宫灯以吊挂为主，为避免眩光，灯体造型需考虑

底部的设计，使人不会清晰看见灯泡，从而不易产生

视觉疲劳。其次，根据环境光线的强弱或使用需求的

不同，可调节照明亮度。此外，可以为宫灯配置光感

或声控开关，更方便使用。 

3.2.2  功能拓展 

除照明外，北京宫灯的功能可不断拓展延伸。多

功能集成化的产品设计是人类需求、技术发展和市场

规律的必然结果[9]。其一，开发宫灯的新功能，增加

新卖点，如加入音乐盒、香薰、闹钟等功能。其二，

将宫灯与座椅、花几、博古架和衣帽架等家具功能相

结合，创造新颖的产品形式。其三，除了作为灯具，

宫灯还可成为其他陈设品，如可折叠的宫灯展开后变

成屏风。其四，宫灯可成为装置艺术品、礼品和纪念

品。其五，还可以从功能配套的角度开发宫灯的衍生

品，如灯具配饰、同款工艺陈设品和配套家居装饰品

等。以其传统特色为基础，连接现代生活。 

3.3  新技术新材料创新 

3.3.1  技术的革新能带来产品的创新 

技术变革对灯具产品的创新有重要意义。如 LED

照明技术的产生带来光源的革命。其微小的晶粒结构

使灯体构成多样的造型成为可能，可以突破传统的灯

具概念。又如玻璃丝网印刷工艺可以将灯屏玻璃创造

出各种艺术效果，比起用透明磨砂玻璃或传统绘画手

法更富有时代气息。 

3.3.2  利用新技术，开发新材料 

传统北京宫灯所用的硬木资源匮乏，急需利用新

技术开发新材料。例如借用新技术开发层压桦木单板

条等作为宫灯结构的新材料。又如日本经回收加工的

纸料建成超级纸屋，这种技术处理的纸结实、环保，

也可成为宫灯框架材料。另外，运用创新技术处理再

生 PET 纤维可制作灯罩，光色柔和，造型多变且质

地坚韧。 

3.3.3  设计研发，材料创新 

在造型上保留北京宫灯传统韵味的同时，宫灯框

架材料还可利用金属、集成竹材、塑料等，或与木雕

零件相结合，设计开发创新产品。此外，宫灯灯屏可

在材质和形式上扩展，代替传统绢纱和玻璃，用宣纸

褶皱、剪纸雕花、纤维编织和彩色玻璃拼贴等手法，

形成更丰富的视觉效果。 

4  结语 

中国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传播，在继承的基础上

发展，文化发展的根本在于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

而恰巧设计又是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10]。北京宫灯需

要保护传统与开辟创新两手抓。探索北京宫灯创新设

计，将传承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使其在发展

变化中适应时代要求，也使这项传统工艺能够得到更

好的保护和传承，因此，要从传承中创新，通过设计

研究开发创新思路。在注重设计和独创的潮流下，使

传统工艺在发展中继续传承，在创新中不断发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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