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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陶瓷文创产品设计的创新表现与发展。方法 从当前陶瓷文创产品的设计原则、陶瓷文
创产品中创新陶瓷装饰纹样的应用以及具体应用方式进行分析，结合当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探讨陶
瓷文创产品在大环境下找到符合自身发展的方式，从而得到更好的推广。结论 陶瓷文创产品设计不仅
要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而且还要从设计理念上考虑到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把陶瓷文创产品设计者自
身的灵感元素进行提取、转化、抽象和重构，分析和提炼其中的文化吸引点和文化内涵。文创产品的设
计者应当让陶瓷产品的设计元素变得更加丰富，具有一定的时代感。 
关键词：陶瓷文创产品；陶瓷装饰纹样；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0)06-0318-04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0.06.053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Ceramic Product Design 

LIU Na-na 
(Daqing Normal University, Daqing 16371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ceramic 
products.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current cultural and creative ceramic products, the 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ceramic 
decorative pattern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ceramic products, an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methods were analyzed. How to 
find a way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ceramic products to meet their own development in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better 
popularization was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urrent market development.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ceramic products should not only absorb nutrition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consumers from the design concept. The designer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ceramic products 
should extract, transform, abstract and reconstruct their own inspiration elements, analyze and refine the cultural attrac-
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designer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should enrich the design 
elements of ceramic products with a certain sense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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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产品作为我国传统手工业中最重要的一个

组成部分，其本身所蕴含着先祖的智慧。在我国古丝

绸之路中，陶瓷产品作为最重要的商品之一，承担了

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的方式，以至于时至今日在

很多外国人心中陶瓷都是中国的代称。在现代科技发

展的今天，陶瓷产品的创作和制作都有了新的方式，

能够更好满足设计者的创新思维，同时也能满足人们

的审美要求[1]。但是在当前陶瓷文创产品的生产中依

旧存在着产品过于老套的问题，为此如何提高陶瓷文

创产品的创新意识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1  陶瓷文创产品的设计原则 

1.1  满足消费者需求 

无论是哪种文创产品，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由于在市场中的消费者年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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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等均不同，为此在创作陶瓷文创产品时需要根据

不同的市场需求进行创作。陶瓷文创产品的研发人

员、文案策划人员等都需要在设计师设计陶瓷文创产

品之前做大幅度的市场调研，对不同阶段和层次的消

费者进行调研，分析消费者的喜爱元素，然后让设计

师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陶瓷文创产品设计，保证设

计出的陶瓷文创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

需求[2]。 

1.2  以创意性为核心 

和其他产品不同，陶瓷文创产品最重要的一点就

是能够体现创意和创新，要求设计者在进行陶瓷文创

产品设计中需要将设计灵感中存在的文化内涵呈现

给大众，并且需要将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符号引入到

产品设计当中，让人们能够通过陶瓷文创产品感受到

产品背后所蕴含的意义，让消费者在看到陶瓷文创产

品之后就能由内而外感受到陶瓷文创产品所具有的

创造性和文化性[3]。在陶瓷文创产品的设计过程中，

作为设计者可以对自身灵感元素进行提取、转化、抽

象和重构。作为陶瓷文创产品设计者可以从我国丰富

且极具特色的文化中捕捉和挖掘美的元素，让其成为

自己设计的灵感，同时加入自身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审

美取向，这样的陶瓷文创产品能够表达出自身情感也

可以表达出陶瓷文创产品所具有的意义。但是作为陶

瓷文创产品的设计者必须要意识到无论是什么形式

的创新，都离不开对当下时代背景的考量，离不开对

当前流行元素的使用。在陶瓷文创产品进行设计之前

必须要经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借助大数据了解当前的

市场情况，了解消费者的心理，知道消费者喜欢什么，

同时确定目标群体进行设计[4]。在选择完设计理念和

消费群体之后，还需要根据其中所存在的文化吸引点

以及文化内涵进行设计分析，将其中所含有的寓意进

行提炼。比如在当前文创产品的设计中有很多设计者

融入了影视元素，在进行陶瓷文创产品的设计时也可

以将影视元素融入其中，影视剧《镇魂》就是当下很

多女性受众群体所喜欢的元素之一，作为陶瓷文创产

品设计者可以将其中两位主要角色赵云澜和沈巍制

作成 Q 版，在取得版权之后可以将其形象制作成水

杯、钥匙扣、手链等不同的陶瓷文创产品，这些仅仅

能够获得市场利益，也可以将陶瓷文创产品推向大

众。作为陶瓷文创产品设计者也应该找到其中的内

涵，发掘兄弟情，让大众意识到情感是能够改变很多

事情并且能够作为推进事情走向的作用力[5]。 

2  陶瓷装饰纹样的应用  

陶瓷装饰纹样是体现陶瓷艺术的重要环节之一，

陶瓷装饰纹样可以直接体现出设计者自身的美术功

底以及艺术审美态度。很多陶瓷文创产品设计者在面

对陶瓷装饰纹样创作中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创

作，从陶瓷装饰纹样角度分析，采用最多的两种方式

分别为植物纹样与几何纹样，在当前的陶瓷文创产品

中这两种类型的纹样都得到了有效的应用[6]。 

2.1  植物纹样 

陶瓷文创产品的绘制过程中，有很多陶瓷装饰纹

样都选择了植物纹样。在植物纹样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纹样之一就是唐草，和其他的植物纹样不同，唐草本

身由于其具有自由度高、曲线优美等等不同的特点被

很多陶瓷文创产品设计者广泛应用[7]。这一植物纹样

设计灵感来源于树木的缠枝，陶瓷文创产品设计者通

过改变植物原本的卷曲形状，或者是利用唐草本身所

具有的连续性的波卷样式，让唐草图案最终变成具有

一定的规律性以及规则性的植物纹样。很多陶瓷文创

产品设计者在应用唐草这一植物纹样时，多半会选择

制作成套陶瓷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在应用这一套陶瓷

文创产品时能够感受到属于唐草本身的独特感受，感

受到来自唐草本身的流畅感。在植物纹样中还有很多

具有独特意义的植物纹样比如牡丹、莲花、竹子、梅

花、桂花、柳枝等等，由于其本身具有特殊的象征意

义，在当前的陶瓷文创产品中也大量的被使用，表达

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在陶瓷文创产品设计中

也可以应用很多在当前时代下人们为其赋予的新含

义的植物纹样[8]。 

2.2  几何纹样 

几何纹样作为陶瓷装饰纹样中比较常用的纹样

之一，在使用中多使用回纹与八宝纹，但是这两种几

何纹样使用的次数相对较多，要求陶瓷文创产品设计

者在应用几何纹样时可以融入自身对于回纹与八宝

纹的理解，让回纹与八宝纹散发出新的意义[9]。在几

何纹样中回纹主要指的是利用来回迂折进行形成的

“回”字纹路，当前很多陶瓷文创产品设计者在使用

回纹时多对其进行了改良，包括二方连续排列或者是

四方连续排列，但是很多当代的陶瓷文创产品应用回

纹时都将其作为一种辅助装饰纹样，比如戒指、戒圈

等等饰品。八宝纹本身具有一定的寓意，在古时在瓷

器中应用八宝纹所代表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

吉祥喜庆，其本身是由八种寓意吉祥的宝物或器物环

绕一周进而所形成的特殊纹样，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可

以发现八宝纹是几何纹样中十分复杂且繁琐的纹路

之一，无论是设计、烧制或者是将其融入到陶瓷文创

产品都具有一定的困难[10]。作为陶瓷文创产品设计者

在应用八宝纹的时候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就是不

仅仅注重它的形状，也可以对其进行适当的改动和改

变，将八宝纹更好地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这样不仅

仅能够让八宝纹具有现代感，同时也能够让产品的设

计元素变得更加丰富，具有一定的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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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意思维的应用  

3.1  传统文化的探索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是现代陶瓷文创产品

的创作源泉，在陶瓷文创产品创作设计中借用中国传

统文化也是很多陶瓷文创产品设计师的灵感来源，在

当前陶瓷文创产品设计中必须要意识到，需要将中国

传统文化融入到陶瓷文创产品中去进行传承。如何利

用好中国传统文化，打造出更符合人们审美需求的陶

瓷文创产品是当前很多陶瓷文创产品设计师需要考

虑的问题之一[11]。在陶瓷文创产品设计中需要设计出

生动形象，并且具有鲜明时代个性的陶瓷文创产品，

只有这样陶瓷文创产品才能够在市场中获得较高的

关注度以及大众认可度，在陶瓷文创产品设计者利用

中国传统文化应用在陶瓷文创产品时绝对不可以生

搬硬套，将中国传统文化应用在陶瓷文创产品中不是

将一幅传统的山水画刻印在陶瓷文创产品，更不是给

中国传统文化套上一个光怪陆离的故事[12]。陶瓷文创

产品的创新是要求设计师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自己

的审美理念、内心感受等等来进行再次的创新设计，

这样的产品才叫做陶瓷文创产品，而且每一件精美的

陶瓷文创产品的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和深刻的文化

内涵。陶瓷文创产品若要引发关注赢得市场，就需要

设计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了解的同时对中国传统

文化进行保护性的开发[13]。作为陶瓷文创产品设计者

需要分辨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理念文化需要传

承，有哪些理念是可以创新的。比如陶瓷文创产品设

计者可以将《千里江山图》截取部分作为几何纹样应

用在陶瓷文创产品中等等，这样既可以让人们了解历

史又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另外，也

可以在陶瓷文创产品的制作过程中借鉴和复刻清朝

的工艺，让消费者更好的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 

3.2  互动式体验设计 

当前的陶瓷文创产品设计中增强互动式体验设

计也是陶瓷文创产品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在陶瓷文

创产品设计中有效的运用创意思维可以增强消费者

和陶瓷文创产品的交互关系，让消费者真正融入到陶

瓷文创产品中，更好地了解陶瓷文创产品的性能，去

感受陶瓷文创产品背后的故事[14]。同时要求陶瓷文创

产品设计者在设计中需要增加陶瓷文创产品的文化

内涵，设计者也需要考虑到如何让消费者通过陶瓷文

创产品进行互动，增加陶瓷文创产品的文化属性。比

如设计一套月圆月缺的茶具，设计者可以通过对茶杯

圆缺的设计让消费者感受到月圆月缺，更加深入的理

解团圆的意义。 

4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印证我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代表之

一的陶瓷艺术，无论是从艺术设计方面还是从产品形

式方面，都呈现出相对多样局面，但是陶瓷文创产品

在生产中依旧会受到审美、设计过程以及制作工艺的

影响。在现代审美中，人们越来越发现陶瓷产品的美

好，也逐渐开始使用陶瓷产品，作为陶瓷文创产品的

创作者依旧需要发挥创新意识，让陶瓷文创产品与现

代产品在设计理念之间进行有效的融合，只有这样才

能凸显出陶瓷文创产品自身的优势，让陶瓷产品与现

代审美相融合，为现代产品在设计和创作中提供更多

的灵感，并且能够更好地继承和保护陶瓷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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