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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特征（如应物象形的图案类型、随类赋彩的色彩特征等）向文创产品的创新转换中的方式、方法变化。

结果 结合设计案例，分析研究了壁画图案、色彩的主题构建可能性与多元性应用，以期为此类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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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take the patterns and colors in the frescoes of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ahai Temple in 
the Ming Dynasty as the original material to study the design method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the cont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s the design object, aiming to explore the way of transformation from specific cultural heritage to 
product design. Through the thematic constr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direc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design of the original patterns and colors, the changes in modes and methods of 
transforming painting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ictographic pattern types of objects, color characteristics with painting 
color according to type, etc.) of the frescoes as a specific cultural heritage to the innov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
ucts were analyzed and studied. Combined with the design case, the possibility and multiple application of the thematic 
construction of fresco patterns and colors were analyzed and studied, to accumulate practical samples and methods for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such cultural heritage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This study is of grea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not only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but also to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cultural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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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与现存问题 

2018 年 10 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

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指出：要

从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提高对文物保护利用重要性

的认识。建于明正统四至八年（1439-1443）的法海

寺，位于北京西郊翠微山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寺中大雄宝殿中的十铺明代壁画，由宫廷画师以

工笔画方式描绘，线条流畅，青绿色彩与沥粉贴金描

绘交相辉映，富丽堂皇，代表了明代壁画艺术的最高

水平[1]。《中国壁画史纲要》中关于明代的寺观壁画

介绍，首举就是法海寺壁画。自 2015 年至今，课题

组在对壁画进行多次实地调研、临摹、色彩研究与数

字化色谱构建基础上，对壁画中的色彩、图形图案进

行了提取、分类、整理[2]，形成了可运用于后期文创

产品（如丝巾、箱包、笔记本电脑外壳等）中的元素

样式，并结合当前的大众审美与市场应用方向[3]，进

行了文创产品创新实践与研究。宫廷风格的工笔造型

与色彩设计应用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既可作为国

家传统文化名片进行文化传播与输出，又可以对区域

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4]。然而，在当今大量

文化遗向创新设计的应用转变过程中，由于文化遗产

内容与类型的差异，创新应用的多向性等原因，造成

这种转变过程中方式与方法的变量较多，需要不同研

究领域、实践领域的综合研究与样本分析，亟待建立

更加系统、深入、具有指导性的科学方法与模式。 
本文从文化遗产法海寺壁画的明代经典造形（设

计过程中理解为“图案”）与色彩入手，进行产品的应

用设计探索，努力针对壁画艺术特征与时尚设计应用

的核心要素分析，在两者之间进行对位，建立有效可

行的转换方式，为我国文化遗产的文创产品设计提供

新的思考与典型样本支撑，同时为文化遗产的活用，

基于文化遗产的文创产品设计方法，提供通用性的方

法指导。 

2  法海寺壁画的相关艺术特性分析 

从设计过程来看，文创产品设计中的核心要素包

含造型设计、图案设计、色彩设计、材料与工艺设计

等若干部分。林徽因先生曾在 19 世纪 50 年代，从创

新的角度对景泰蓝工艺进行了系列化的抢救工作，将

新的设计造型、图案及配色运用到景泰蓝工艺中，使

得景泰蓝工艺能够继承发扬，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

的手工艺品，立于世界工艺美术之林。如何将传统文

化艺术中的元素转入文创产品设计中[5]，使传统元素

历久弥新，成为该题的重要实践内容与方向。本文将

重点就法海寺壁画中极具代表性与转换设计特征的

图案、色彩两项作为分析研究对象。 

2.1 “应物象形”与水陆画仪轨结合的绘画造形特征 

法海寺壁画的物像与图案造形，不仅具备传统中

国画的“应物象形”特点，还遵循宋代以来宗教水陆

画的仪轨特征。“应物象形”是南朝谢赫在《画品》

中提出绘画“六法”之一（六法描述为：一气韵生动，

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

六传移模写）[6]，指画家的描绘要与所反映的对象形

似。从法海寺壁画的“物形”上来看，目前的十铺壁

画，集佛众人物、花鸟瑞兽等多种物象于画面。花鸟

树木均依据现实景象描绘，与敦煌壁画的佛众有所区

别，法海寺壁画中的佛众已经具有明显的世俗人物外

形比例及相貌、性别特征。法海寺壁画从主题上属于

随水陆法会出现的明代水陆画，是“三教合一”大背景

下产生与发展的民俗文化现象。水陆画遵循一定的仪

轨绘制生成，既有描绘宗教世界的内容，也有反映世

俗社会生活的。画面不仅在内容、排列方式上要严

格遵循仪轨绘制，而且每一种布置在画面中的物像

都具备吉祥符号的寓意特征，如佛众菩萨人物诸相

共有 70 多位，青狮、白象、鹦鹉、金毛吼等瑞兽，

珊瑚、玛瑙等瑞宝以及芙蓉、莲花等吉祥花卉，都

代表特定的语义而呈现，每个物像都与赴会吉祥主

题紧密结合。 

2.2 “随类赋彩”与“五色观”融合的壁画色彩特征 

法海寺壁画颜料层次丰富，色彩附着于线条走

势，如行云流水。从色彩绘制手法上看，法海寺壁画

不仅具有唐代绘画风格，而且还具有典型的南宋院体

绘画与水陆画绘制中的工笔画特征，在动物眼睛等局

部描绘上，又有藏地唐卡绘制技艺。法海寺壁画在色

彩组织与搭配上，主要受传统中国工笔画“随类赋彩”

的设色方法以及占据中国古代色彩统治地位的“五色

观”影响[7]。“随类赋彩”即不同人物、不同场景与

布局依据类型进行着色。法海寺壁画中青绿山水、金

色宝器、红色十方佛以及五彩祥云，以类设色，壁画

整体呈现出青绿、金与红主宰的色彩体系与辉煌绮丽

的色彩气氛。在尊卑等级的不同佛众服饰色彩上，不

同的色彩呈现不同的象征性，中国五色观的哲学思想

与色彩应用体系占据主导。《尚书》中记载：“采者，

青、黄、赤、白、黑也，言施于缯帛也”。《老子》中

有记载：“五色不乱，孰为文彩”。青、黄、赤、白、

黑五色代表高贵，用于菩萨正尊的施色中。在法海

寺壁画中，石青石绿朱红、金黄等正色运用十分明

显，而飞天、侍女、鱼精等角色在服饰与装饰上采

用了一定面积正五色之外的间色，如紫色、赭石色、

粉色等描绘，这种赋色方式与模式既突出了佛像的

主体造型，又从五色观上达成了中国古典色彩的审

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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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壁画艺术向文创产品设计的转换分析与

实践 

3.1  主题构建 

法海寺壁画中的图案造形来源于佛教故事与世

俗崇拜，带有强烈的主题特征与意境表现空间，因此，

在文创产品设计的初始，以主题构建的方式，赋予图

案造型新的意义，不仅能够体现壁画的意境特征，同

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个性化与多元化的设计发

展需求。以丝巾产品设计为例，国际著名时尚品牌爱

马仕每一款推出的丝巾以背景故事为主题，创意丝巾

图案与色彩，无论丝巾单品还是整个品牌都形成了极

强的品牌调性与辨识度，增强了品牌艺术与审美价

值。根据课题组前期对壁画中的图案元素分离与重绘

分类（目前已完成法海寺壁画中 600 余种图案元素提

炼），结合美术学、历史文化学、宗教学分析，参考

大量史料，临摹大量壁画，将壁画中的元素类型与当

今时尚设计充分结合，陆续产生了若干种丝巾文创产

品的主题类型，如吉祥主题、禅境主题、田园主题、

现代生活主题、梦境主题、复古主题等。 

3.2  造形转换与设计 

该部分包括造形提取、造形重构、造形布局设计

三个方面。 
首先，在造形提取上，原始法海寺壁画中的图案

在设定好主题的基础上，需要进行设计组织与变化，

运用到文创产品设计中。在文创产品的造形布局设计

上，需要考虑构成主题的各个元素之间的主次衬托、

对比、渐变等关系。主体造型加辅助造型成为本课题

的重要实践方式。以吉祥主题为例，可以选取的主体

包括动物、植物、佛众人物形象等；同样在动物造型

和图案为主体的布局中，植物、吉祥物品、佛众配饰

等也可成为辅助造型。法海寺壁画图案丰富，不仅包

括佛众造型，而且还有动物、植物、器物、配饰等图

案，法海寺壁画中的图案类型见表 1。其中，服饰上

的图案正是法海寺壁画见精微之处，也是构成整体

壁画富丽堂皇视觉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课题组

不完全统计，法海寺壁画中仅服饰图案就有 300 多

种式样，主要有花卉、龙纹、凤纹、云纹、水纹、

兽纹、团花纹、宝相纹、团云纹、流云纹、如意祥

云纹、凤凰纹（仅凤凰纹就有 10 多种）、菊花纹、

龟背纹等。 
 

表 1  法海寺壁画中的图案类型 
Tab.1  Patterns in the frescoes of Fahai Temple 

类型 图案名称 

服饰图案 龙纹、凤纹、云纹、水纹、兽纹、宝相纹、团云纹、流云纹、如意祥云纹，凤凰纹、菊花纹，龟背纹等

佛众人物 
十方佛、八菩萨、十二观音、两飞天等天国形象，以及帝释梵天，日天月天等人间帝后幻化之相。供养

信士、驯狮人、驯象人、鬼子母中的毕利迦叶、善财童子等 

佛众服饰 飘带，佛衣，头饰，足履，甲胄，手钏，璎珞等 

动物 白象，猪，鹦鹉，青狮，金毛吼，鼠等 

植物 莲花，金合欢，菩提，芙蓉，芭蕉，青竹，松柏，灵芝等 

物品 如意，金刚杵，莲花座，璎珞，香炉，经轮，珊瑚，规矩，宝伞，宝琴，经幡，花盘，宝瓶，宝珠等 

其他 云纹，水纹，山石纹，火纹，树纹等 
 
其次，图案从原始的壁画中取出，由于其经营位

置的变化及组合方式变化，需要转换为文创产品中可

以使用的图案。同时，转换设计对包括图案的独立性

与连续性考量，边角延展与再设计等分析，因此需要

深入加工研究，进行造形要素的分解、解构、修饰、

重组、延伸、闭合设计等重构设计，便于后期应用，

壁画部分图案与线稿提炼对照见图 1。例如，在原来

的云纹和水纹基础上，利用白描手法，进行水纹、云

纹图案的延展绘制和闭合设计，形成更具独立性与延

展性的符号样式，壁画云纹的完整提取设计见图 2。

根据荷花的造形，衍生出花开的各种姿态；根据鹦鹉

的造形，可以延续设计其飞起的姿态，形成同一物形

不同的状态图案，壁画图案的衍生图形设计（动态延

续设计）见图 3。 

最后，根据主题创设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图案进

行设计搭配与创意。以丝巾文创产品设计为例，根据

构图位置的不同，图案有内部图案、独立图案、边框

图案、角花图案、其他装饰与过渡图案等，在图案转

换中，需要分析传统图案向创意应用的时尚化对应与

调整[8-9]。以动物吉祥图案作为主体元素进行设计，

如选用白象与经幡为主体图案，结合旗帜，金刚杵，

广目天王胸前的兽首甲胄等物品，体现神圣感，组成

丝巾图案要素。其中，兽首在原始怖畏形象的基础上，

作了更具亲和力的造型变化，比如，兽角缩短，兽首

轮廓从嶙峋骨态向圆满形态扩展变化，原来的獠牙变

化成一圈卷云纹样，凸显吉祥特征。水纹、云纹经过

重新设计绘制，成为丝巾布局中的装饰要素，韦驮天

头盔上的金色羽翅作为独立单元成为角花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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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壁画部分图案与线稿提炼对照 
Fig.1  Comparison of some patterns of fresco and line draft extraction 

 

    
 

图 2  壁画云纹的完整提取设计 
Fig.2  The complete extraction design of fresco moire 

  

 
 

图 3  壁画图案的衍生图形设计（动态延续设计） 
Fig.3  Derivative graphic design of fresco pattern (dynamic continuation design) 

 

4  色彩转换与重组 

4.1  壁画原始色彩信息分析 

在法海寺壁画中，根据色彩最主要的色彩系列主

要有 9 类色彩体系（326 种色彩数据采集整理）进行

设计创新与应用实践。9 类色彩体系分别是红色、青

绿色系（包含绿色系与蓝色系）、黄色系、粉色系、

粉红色系、白色系、玄色系与金色系，法海寺部分色

谱样本数据见图 4。 

4.2  色彩体系与主题之间的映射关系建立 

不同的色彩具有不同的色彩情感与寓意，体现不

同的色彩符号特征 [10]。本文主要分析法海寺壁画 9
大类色彩中的以下几种在文创产品中的风格特征与

映射关系。同时，本文以主体色系结合辅助色系的方

式进行创意设计，具有更加灵活的应用意义。 
红色系：据张廷玉在《明史》中记载：“历代异

尚。夏黑，商白，金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

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说明明朝崇尚红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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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法海寺部分色谱样本数据 
Fig.4  Partial chromatographic sample data of Fahai Temple  

 
法海寺壁画中，红色在壁画中成为烘托画面人文气氛

与隆重吉祥场面的色彩调性，被大量应用。时尚设计

中，红色结合了西方的浪漫、热情与东方的喜庆、富

贵，成为吉祥主题与复古主题的主体色系之一。在辅

助色上，形成两种样式，一种是绿色系、蓝色系、金

色辅助构成的传统复古风格，另一种是红色、暖调为

主的相近色调与人文风格。 
绿色系：绿色是法海寺壁画的主宰色系，占有色

彩面积的大部分，青色、绿色多由矿物质石青、石绿

颜料描绘。青绿色是自然界中最为常见的色彩之一，

在当今设计中，给人舒缓放松之感。深绿色与金色，

结合传统纹样构成的画面气质高贵典雅。 
白色系与辅助色系：法海寺壁画中的白色颜料主

要来自于高岭土、云母、蛤粉等，主要体现于水月观

音披纱、佛像人物皮肤、指甲、白象、金毛吼、鹦鹉、

衣袍中的白纱中单、花卉、云气等处。以丝巾设计为

例，设计中，白色可作为特殊物像的色彩，丝织物的

原色图底，抑或彩色之间的调和色等。白色作为主体

色，画面气氛典雅纯洁，增加画面的神秘感与想象空

间。白色也可以作为画面中的留白设计，使画面更具

意境意蕴。 
金色系：金色分别表现于壁画中的以下主要方

面：甲胄法器、月轮勾边、宝冠宝扇、璎珞手镯臂钏、

衣袍图案等沥粉贴金部位。在文创产品设计中，金色

作为辅助色系成为多种色彩的之间的调和色与装饰

色，为金点、金线以及部分浅金色画面的图案设计，

增加画面的辉煌、富贵与时尚感。 
五彩色系：法海寺壁画用色丰富，既包含红、青，

又含有白、黑、黄色，呈现出十分的华美之感，五行

色彩学所谓“五采备谓之绣”。在多种主题设计中，

如田园主题、现代生活主题、复古主题等中均可采用

五彩色设计，体现繁华、璀璨、绮丽、美轮美奂的主

题气氛。 
粉色系及粉红色系：粉色在壁画中，主要采集于

花卉与佛众人物皮肤，以及粉色祥云图案。在丝巾设

计中，以牡丹花、荷花的粉色与淡黄色为主色调基础

进行吉祥主题设计，在保持粉色柔美、细腻、温和的

基础上，适当加入暖灰色边框设计作为辅助色系，少

量的孔雀绿色作为点 ，为整体色彩设计增加了典

雅、成熟、明媚的风格气质，以荷花粉色系为主的文

创产品色彩设计见图 5。 
 

  
 

图 5  以荷花粉色系为主的文创产品色彩设计 
Fig.5  Color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lotus pink as the main color 
 

4.3  图案重新赋色设计分析 

色彩创新设计与转换是壁画艺术在文创产品设

计中的重要一环，既要保留原始壁画艺术的色彩风格

与特征，又要做色彩转换与状态更新，避免壁画色彩

照搬而引起陈旧感。图案重新赋色包括对壁画原始色

彩体系与创新产品色彩主题表现的分析、色彩与图案

之间关系的分析，图与底之间的色彩关系分析，以及

在主体色彩建立的基础上，对色彩的比例、层次、疏

密、每一个色系的内部过渡与整体调和的分析，继而

进行重新的随类赋色。比如白象华盖丝巾见图 6，以

图 5 中的荷花粉色系作为主色系延展，粉色主体色绘

制在中心图案位置，黄色大量用在图底与祥云之上，

青绿辅助色系用在金刚杵与海水图案上，另外加入了

少量红、深红、深绿等璎珞色与过渡色，使得画面色

调过渡层次更加丰富。 
 

  
 

图 6  白象华盖丝巾 
Fig.6  White elephant canopy silk sca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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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文在基于法海寺明代壁画物像造形

（图案）、色彩分析提炼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遗产原

始素材的整理、转换、重构思路。以此转换思路为方

法，依据文创产品的形制，结合产品开发、品牌设计

的色彩计划方案，捕捉色彩流行与发展趋势，进行文

化创意产品的造型创新、图案与色彩设计创新。根据

文创产品使用的文化语境，体味并挖掘文化场景故

事，延续产品的主题叙事性与内涵。另外，在此方法

之上，课题团队依托文创产品的生活形态研究进行了

文创产品系列化开发与产品服务系统的铺设，通过以

文化遗产壁画中图案与色彩重新设计制作的影像艺

术在国际化文化与艺术探索中获得来自 IAA、ACG
等组织的全球作品评价范围认可，为传统文化的新型

设计语言建构传播，为文化遗产艺术以文创形态为载

体进行文化输出交流，通过文创产品设计提升产业价

值和文化软实力，在增强文化自信方面提供了通用化

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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