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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创意产品设计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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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传统文化在创意产品设计中的运用策略。方法 基于多维度视角分析创意产品的价值内

涵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利用。选取剪纸、回纹符号等传统文化元素，就其在各类创意产品设计中的应

用方法与设计技巧进行论述。结论 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之间产生的力的博弈与转化是现代创意产品设

计需寻求的“变化”之道的根本。在深入挖掘传统元素丰富的文化内涵基础之上，借用文化意蕴、混搭文

化张力、中式审美、现代化工艺技巧及意象化处理等“变化之道”设计手法能在艺术表达形式上更加贴

近人们生活，更符合社会需要。将传统文化元素与创意产品设计结合，找到传统与创新的平衡点，能够

设计出富有民族特色且具有生命力的作品，为创意产品的多样化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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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SHEN Sheng, XU Ya-k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e value connotation of creative products and their innovative use of traditional cul-

ture were analyzed. The paper-cutting, FRET symbols and other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ere selected to discuss 

their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design skills in the design of all kinds of creative products. The debate and transformation 

of force generated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design is the fundamental way of "change" to be sought by the 

design of modern creative products. On the basis of deeply excavating the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ele-

ments, the design skills of "the way of change", such as cultural implication, mix & match cultural tension, Chinese aes-

thetics, modern technology and imagification, can be more close to people's lives and meet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istic expressi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elements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are combined to find a 

balance of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and design works rich in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vitality, so as to lay the founda-

tion for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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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学理论指出，产品的性能主要由 3 方面因素

决定，即一定的物质质料或服务形式、相关的服务和

自身的价值。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各种类型

的产品层出不穷，但无论怎样发展，这 3 种基本因素

是不变的[1]。创意产品也不例外。作为文化创意产业

下的产物，创意产品是设计师为了满足消费者的某种

需求，利用材料、线条、符号、颜色等要素将这种需

求呈现出来的一种产品类型。除了具备上述产品的一

般性能外，区别于大多数一般产品的关键在于其的文

化创意内容。创意产品无论是在生产、流通、分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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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消费方面，总是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和运行

规律，它需要设计师拥有独特的设计思维，同时融入

各种有益的文化元素，实现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双

重效果[2]。为了使创意产品的形式多元化、价值最大

化，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了更大范围地搜寻和探

索，希望获得最大程度的完美的设计效果。传统文化

丰富的艺术手法和形式，有着深沉、恢弘、灵秀、简

约、质朴和精致等多种特点。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形

式及元素应用于创意产品的设计中，不仅可以实现质

量的提高，而且可以提升品位。  

1  剪纸在创意产品设计中的运用 

剪纸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种典型的代表元素，有
着极高的文化价值，能够带给人们视觉上的艺术享
受。尤其随着艺术事业的发展，剪纸艺术在人们生活
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这一背景下，现代文化创意
产品在设计中逐渐开始应用剪纸艺术的图形、色彩及
技法，旨在进一步增强产品的文化内涵，提高产品的
艺术价值[3]。具体而言，剪纸在创意产品设计中的运
用主要包含 3 个方面。其一，深入挖掘剪纸的文化内
涵。剪纸中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意义，是剪纸艺术在图
形、色彩及技法上的升华，将其融入创意产品设计，
使其与产品的内涵相一致，可达到理想的设计效果。
比如，剪纸艺术中经常出现的古代仕女图、十二生肖
等动物作品等，都可以从其美好的文化寓意入手，丰
富创意产品的文化意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一些
创意生日礼物的设计中，设计师刻画出一些剪纸动物
图案，再配合新奇的创意，很好地突出了礼品的艺术
价值。其二，发挥剪纸色彩的影响力。剪纸艺术的材
料多用红色纸张，而红色又是中华民族的代表色，象
征着吉祥、喜庆、富贵，将红色这一剪纸色彩与其蕴
涵的文化内涵完美融入到创意产品设计中，可以赋予
产品设计更加鲜明的视觉感染力，迅速吸引人们的眼
球[4]。其三，与产品主题相呼应。剪纸艺术的应用并
不是随意地挪用和拼凑，而是经过深入思考的。每一
种创意产品的生成，都包含着设计师对产品功能、特
征及风格的多重思考，即便是在剪纸艺术的应用中，
他们也会尽力使两者的形式与风格相统一，形成一致
的主题。比如，栩栩如生的游龙图案，是剪纸艺术中
经常使用的造型之一，将其应用到创意产品设计中，
使剪纸艺术与产品主题相互呼应，既符合产品的功能
和特征，又可以有效提高产品的文化价值。总的来说，
剪纸艺术有着广泛的适用范围和发展空间，除了上述
的创意礼品设计外，还可以应用于家具陈设、建筑、
公共艺术等领域中的文化创意中，丰富现代设计的内
容与发展，促进艺术设计的长远发展。 

2  回纹纹样在创意产品设计中的运用 

回纹纹样是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之一，有着单

纯、简洁、秩序的外部轮廓，其看似简单的形式构成，

实则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在这种底蕴上衍

生出的设计思维，使回纹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创意

产品设计中，回纹纹样那规整的轮廓框架，有着鲜明

的的视觉张力，无形中赋予了产品特殊的意义。在一

组竹迹系列创意产品设计中，设计师将回纹符号大胆

融入，在传统与创新中寻找最佳平衡点，最终完成了

一个意向化的过程，实现了产品的优化与升级[5]。在

该产品的结构设计中，设计师打破了传统思维，将竹

编内芯和木质框架作为桌椅的重要组成部分，再以木

板作为支架，同时选用竹篾固定出井字形纹路，进行

不规则地穿插和编织，将回纹线条立体化，实现一种

具有空间趣味性的线条感和空间上的扩张感，既实现

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统一，又促成了产品与使用

者之间无形的互动。需要注意的是，在以回纹纹样为

代表的传统纹样应用中，设计师要在尽可能完整、细

致地呈现设计概念的同时，不断根据需求调整造型细

节、颜色层次、视觉美感等要素，使用现代特征设计

语言向人们展现符合现代人审美情趣的传统与创新

并存的创意产品，从而在视觉上给人以混搭文化张力

的强冲击体验。 

3  兔爷元素在创意产品设计中的运用 

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兔爷，其是

老北京传统泥塑玩具，整体造型多身披红袍，头戴金

盔，两耳在盔上斜出，配以炯炯有神的双眼、鲜红的

三瓣嘴、竖眉、白脸等，神态平和恬淡，造就出拟人

化的神兽身份。将这种独特的文化形象应用于创意产

品开发中，需要深入探索兔爷元素的创意思维、应用

形式与设计法则，借助这些特点来丰富产品的文化属

性和艺术趣味，最终开发出符合现代人审美的创意产

品类型[6]。下面主要结合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相关产品

进行分析。其一，兔爷元素创意闹钟设计。当前，人

们的物质生活十分丰富，生活用品也各式各样。以闹

钟为例，各种时尚精巧的闹钟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尤

其是青少年儿童群体更是对闹钟有着强烈的兴趣和

需求。将兔爷元素与闹钟结合，进行卡通化再设计，

无疑是一个不错的尝试。有一款兔爷闹钟在设计时将

外观定为正圆型样式，底座是两只可爱的“兔爪”，

造型巧妙。为了增强趣味性，增添益智功能，设计师

还为其增加了多颜色多组合设计，消费者在购买时可

以任意搭配，或者用来愉悦身心，或者用来馈赠亲友。

其二，兔爷元素创意女包设计。京味兔爷有着活泼调

皮的外表和鲜艳的颜色，不仅可以对其形象进行玩具

再设计，还可以在不同领域中对其进行更加广泛地开

发。设计师先对兔爷形象进行图形化再设计，将其形

象作为女包的主体形象，再搭配不同风格的设计造型

以及简约精炼的花纹图案，或时尚靓丽，或休闲百变，

或温柔淑女，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3 个代入中式审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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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通，这也是时尚与传统相结合的新尝试。 

4  木版年画在创意产品设计中的运用 

木版年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

绚丽花朵，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和淳朴的民族风格。

之所以是传统文化中的一种优秀的元素，不仅在于其

外表所展现的独特的物质文化形态，而且在于其中所

蕴涵的审美观念、精神信仰等文化内容[7]。为了更好

地传承与创新这种有着深厚民间传统文化的艺术形

式，创意产品设计师开始了不断地尝试，并取得了良

好的设计效果。下面主要以木版年画的代表——朱仙

镇木版年画为例，就其与创意产品设计的融合进行探

讨。首先，提炼传统元素符号。朱仙镇木版年画中的

门神、花卉、人物等形象都有着极高的辨识度，同时

有着丰富的吉祥寓意。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形象元

素逐渐在大小、质感、纹理、色彩等方面有了一些改

变，同时具备了更为先进的时代性。将这种形象符号

进行提炼，应用于创意产品中得到了众多设计师的青

睐。比如，《馗头》是朱仙镇木版年画中的最为精妙

的一幅，其中有着多种不同规格和样式的钟馗像。豫

游纪公司在进行创意产品设计时，大胆对这幅作品进

行了具象转化，使其更加简洁，在帆布袋、T 恤、冰

箱贴、记事本等产品设计中进行体现，全新的形式配

合深厚的文化底蕴，令人印象深刻。其次，配合现代

工艺。朱仙镇木版年画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是一种综

合性尝试，既需要专业人员参与设计，又需要与新材

料、新技术结合，使其更加适应当今市场的需求，在

体现实用功能的同时，满足现代人更高层次的精神需

求[8]。比如，传统年画雕版再造工艺就是借助激光技

术、橡胶及硫化工艺对年画雕版进行批量化制作，在

此基础之上创新地加入各种现代化装饰技艺视觉效

果，如此设计出的文化创意产品，实现了传统木版年

画工艺与现代技术的结合，显现出了现代人的审美观。 

5  手绘艺术在创意产品设计中的运用 

手绘艺术给予了设计师足够的创意源泉，给设计

师提供了自由驰骋的想象空间，这与产品的设计理念

不谋而合。纵观当前的社会现实，手绘艺术已经逐渐

渗透到了服装设计、空间设计、建筑设计、家居软装

设计以及工业产品设计等领域，大大地带动了产品的

销售[9]。在创意产品设计中，应用手绘艺术已经成为

了一种趋势，其对于产品创意的表达有着重要的促进

作用。比如，创意手绘地图的设计，先将城市的基本

信息以数据的形式存储在磁介质上，再利用手绘形式

对城市信息进行意象化呈现，消费者还可以根据展示

需求，对某一地区进行拓展描绘，这种富有诗情意味

的、凝练且意象化的产品设计处理手法牢牢吸引住消

费者注意力。又如，时尚创意手绘墙的设计亦是借助

手绘夸张的颜色和线条，在墙面上设计出一幅幅流

动、立体的图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环境空间，

还为体验者呼唤出对自由和人性的自主思考意愿。  

6  结语 

在创意产品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能够形成

具有民族特色的设计风采，既为其他种类的民间艺术

的现代转化开辟了新方向，又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和

文化价值，是创意产品民族化、趣味化、多样化的有

力保障[10]。结合上述创意产品设计的案例分析，发现

在应用传统文化元素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

之间产生的力的博弈与转化是现代创意产品设计需

寻求的“变化”之道的根本。在深入挖掘传统元素丰富

的文化内涵基础之上，借用文化意蕴、混搭文化张力、

中式审美、现代化工艺技巧及意象化处理等“变化之

道”设计手法能在艺术表达形式上更加贴近人们生

活，更符合社会需要，从而复兴传统文化，发展民俗

经济，实现创意产品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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