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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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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渊源、特点及其在当前设计领域中的延伸与发展。方法 从华夏文
明的起源谈起，分析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产生及其造型特点，总结其形式美法则与变化统一的规律，并
就其的形、意、魂三方面的应用方向展开探索，明确传统吉祥图案与现代设计的融合与发展路径，最后
分别选取产品设计、包装设计、首饰设计和服装设计等方面，对两者进行更深层次的价值与实践的论证。
结论 将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应用到现代设计中，可以充分发挥传统吉祥图案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表现
力和艺术价值，使设计作品具有更深的民族文化特征，并能很好地把握中国传统元素给现代设计领域带
来的精妙灵感，实现民族感与时代感的统一，充分展现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情结，进一步传承与发扬民
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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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uspicious Patterns in Modern Design 

DENG Yan 
(Guangzhou Maritime Institute, Guangzhou 510725,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origin, characteristics and exte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uspicious patterns in the current design field. From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paper analyz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uspicious patterns and its shape characteristics, summarized the aesthetic principles and laws of change and 
unity, explored from three application aspects of spirit, form and meaning, and defined the fus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raditional auspicious patterns and the modern design. Finally, it selected product design, packaging design, jewelry de-
sign and fashion design to carry out argument on deeper value and practice. Apply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uspicious 
patterns to modern design,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tenacious vitality, expressive and artistic value of traditional auspi-
cious patterns have, make the design work has deeper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and can grasp well the great inspiration of 
combining Chinese traditional elements in modern design, achieve reunification of the ethical and times feeling, fully 
demonstrat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complex, further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na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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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它包含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

的文化沉淀，是祖先们留下的巨大宝藏。作为其中

绚烂夺目的一部分，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以神话传说、

民间谚语为题材，以人物、花鸟、走兽、星辰等为内

容，借助比喻、比拟、双关、象征等手法，形成了寓

意吉祥、追求幸福的图案，表达了民众对生活的热爱

和美的希冀。在信息网络文化与其他高科技综合利用

和发展的今天，传统吉祥图案和现代文化的碰撞与互

融越来越强，传播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对吉祥与幸福的

渴求，更是成为设计师进行视觉创作的重要设计语言，

并且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设计领域，创造出许多值得

肯定与借鉴的优秀作品 [1]。这不仅成功开拓了吉祥

图案的传承路径，而且提升了现代设计作品的文化

内涵，使其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对这一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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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形式进行全新解读，才能使人们重新认识并发

扬其中的优秀元素与精神，实现设计作品中传统与

现代的融合。 

1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基本特点 

人类的吉祥意识促使了传统吉祥图案的产生。人

们希望借助某些事物或神灵帮助他们消灾灭害，保佑

他们平安顺利。 初的吉祥图案是在陶器、瓷器等工

艺品上刻画的，通常包含具有象征祥瑞寓意的鱼纹、

蛙纹、回纹、云纹等纹样。在图案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吉祥图案逐渐以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和深刻的含

义强化了其文化意蕴，展现了我国民族文化群体的本

源宇宙观、价值观、美学观、心理情感、民族精神，

呈现出了独特的形式特征[2]。从形式美法则来看，传

统吉祥图案使用 多的是对称与均衡的构图形式，强

调在一个中心线或中心点的四周配置相同或近似的

纹样，借助节奏与韵律、对称与均衡、变化与统一、

对比与调和，从而得到独特的艺术美感。另外，传统

吉祥图案讲究层次感和深厚内涵。繁复是其 为突出

的特点，在繁复中又力求实现变化统一，因此，要从

疏密、大小、主次、虚实、动静、聚散等方面进行调

整，使图案繁复又不失美感。二龙戏珠、凤穿牡丹、

喜上眉梢、鱼跃龙门等纹样都是带有上述特点的代表

样式 [3]。这些传统吉祥图案不仅有着独特的风格特

点，而且凭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给当今的设计师们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和更多的表达形式，使他们

完成了许多值得肯定的设计作品。在未来，传统吉祥

图案也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2  现代设计中传统吉祥图案的应用方向  

传统吉祥图案的形、意和魂是其精华所在，也是

传统吉祥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主要应用方向。在人们

的生产生活中，各个领域的设计作品常有传统吉祥图

案的参与，这些图案带给人自然、纯朴、亲切甚至庄

严的感觉[4]。 

2.1  形的选取 

图形所表现出来的物象外形与结构便是“形”。

一般而言，传统吉祥图案的设计线条优美，设计语言

丰富。在形的设计上，讲求彼此之间的呼应、礼让和

穿插关系，遵循求整、求对称均齐的原则。在形的选

取上，设计师会对原有的图案进行提炼、改造及处理，

借助切割、打散、错位、重组等简单的方法使其充

分现代化，在保留原有造型的基础上，实现全新的

改变。这样设计出来的作品不仅保留了传统艺术的

神韵，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有着吸引人的内涵

和神韵[5]。 

2.2  意的表达 

在传统吉祥图案中往往蕴含了更多更深的吉祥

意义，这也是传统吉祥图案能够流传至今的关键所

在。可以说，在华夏子孙的心中，传统吉祥图案已经

根深蒂固。比如，鱼、松柏、仙鹤、蝙蝠、龙凤等图

案所包含的多福、多寿、喜庆、吉祥等意思，时至今

日，仍对人们的观念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将这些经典

的吉祥含义符号融入设计中，可以大大提升设计作品

的文化内涵，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文化感。 

2.3  魂的构筑 

传统吉祥图案是我国独有的艺术珍宝，极具中国

民族特色。它不仅有着丰富的造型特点及情感意义，

更是民族灵魂的载体，因此，在现代的设计中，设计

师应好好把握住属于中华民族的精髓，将作品赋予中

国灵魂。不仅如此，还应该将这一精髓放大，进行延

伸与拓展，使其与世界相融。这才能让民族文化之魂

在未来走得更远、更广[6]。 

3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中华民族历史长期积淀下来的传统吉祥图案是

中华民族特有的。其内涵与精神是民族灵魂所在，更

是中国装饰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设计

中，大到时装设计、首饰设计，小到标志设计、包装

设计，都能看到传统吉祥图案的身影，也涌现了许多

基于传统吉祥图案的优秀设计作品。本次研究选取其

中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设计进行了详细论述。 

3.1  传统吉祥图案在包装设计中的创新 

包装设计必须具备文化品位，并不是印有一幅古

画或纹样的图案就行了，应该要融合艺术与商品的双

重属性，以便更好地塑造商品形象，传达商品信息。

在满足消费者心理需求的基础上，促进销售[7]。从纹

样方面看，动物纹、祥禽瑞兽纹、植物纹、人物纹等

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并且普遍具有鲜明的地域

性和民族性。将它们应用于包装设计，再配合一定的

美学原则与现代设计手法，进行商品信息的传达与形

象的塑造，能够产生独到的人文关怀，达到“图必有

意，意必吉祥”的境界[8]。比如，有回纹装饰和灯笼

图案意味着幸福无尽头；以福字等作为装饰图案的包

装意味着幸福等。这些象征手法皆通过传统吉祥图案

的美好形象与人们的理想、愿望相结合，使乐观向上

的情感得到传递与表达。从图案的色彩上分析，传统

吉祥图案的色彩新鲜、厚重、热烈，有对比强烈的特

点。这样的色彩搭配将装饰性发挥到了极致。同时，

对比强烈的色彩搭配表达了一种吉祥的象征意义，是

人们对生活的祝愿与对吉祥富贵的向往。现代包装设

计对传统吉祥图案的色彩有着独特的借鉴之处。如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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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阿胶集团的包装设计，在标识处采用了带有中国特

色的传统、喜庆的红色，其热情、饱满、健康的色彩

体现了产品补血、造血的功效。由于这一传统色彩有

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使东阿阿胶产品可以持久地

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3.2  传统吉祥图案在时装设计中的呈现 

传统吉祥图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和精神寄

托，而时装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展示着人们的审美情

趣，反映着人们的生活观念。两者在很多情况下可以

共融，只要运用得和谐、恰当，就会使传统吉祥图案

在时装设计中大放异彩。同样，时装设计也会因此而

更加独特。尤其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重视对民族文化的挖

掘与表现已经蔓延到各个设计领域，时装设计也不能

例外。为增添艺术美感，传统吉祥图案被更多的设计

师所用。那些象征富贵吉祥的牡丹、高尚情操的梅花、

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等，都是深受人们喜爱，并且经

常被应用在时装设计中的图案纹样[9]。除了以传统吉

祥图案为元素来设计的基本服装样式外，在一些品牌

的高定服装设计中，这些中国风的图案元素也有着广

泛的应用，有的甚至延伸到了相关的配饰领域。例如

GUCCI 的限量版龙纹包、LV 的灯笼造型的服装配饰

等，它们都蕴含着一种价值观、文化属性、审美品位

和时尚感。这对弘扬我国民族文化，促进我国服装设

计走向国际市场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3.3  传统吉祥图案在首饰设计中的延伸 

首饰设计会运用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符号，如

龙凤纹样、汉字书法、梅兰竹菊、八卦、太极、如意、

中国结等，从而传达美好、永恒的意义。具体来讲，

使用的图案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1）动物纹图案。蝴蝶图案、蝙蝠图案、金鱼图

案等都是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的传统吉祥图案。千百年

来，这些图案并没有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依然是

首饰设计师的设计灵感来源。搭配，将它们设计成

具有民族特色和个它们或被解构、重组，或被适度

地夸张与提炼，设计师们借助一种全新的组合性化

的首饰作品。 
2）龙纹、凤纹。龙纹图案是中华民族经常使用

的吉祥图案之一。龙是祥瑞动物的代表；凤在古代民

间神话中是群鸟之首。两者都有着祥瑞吉样的深刻含

义。在手镯设计中，设计师常会将龙纹和凤纹进行应

用，或将其单独进行夸张与提炼，或将它们同时以独

特的形式呈现，寄语吉祥幸福[10]。 
3）其他图案。除了上述几种常用的图案，还有

诸如福字、禄字、寿字、喜字等文字图案，福神、禄

神、寿仙、喜神等人物图案，以及蝙蝠纹等吉祥图案。

这些都是设计师经常会选用的图案。 

4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风格独特，不仅在本民

族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更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其中，传统吉祥图案更是凭借其广泛的题材、丰

富的内涵、多样的形式流传至今。传统吉祥图案见证

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

的。在现代设计领域，设计师必须从民族文化中汲取

营养，深刻把握民族文化的精髓，将传统吉祥图案的

形、色、意、魂进行全新创造与表现。同时，结合自

己的独特风格，在包装设计、时装设计、首饰设计和

标志设计等方面进行全新的设计实践，借助其中的美

学思想，揭示深藏在现代设计背后的文化内涵，从而

让作品具有民族性、文化性、社会性。这样才能充分

表达现代设计中的民族力量，增强我国现代设计作品

的国际竞争力，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及中国设计的独

特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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