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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缠花”的艺术特质和创意转化路径。方法 收集英山缠花、闽南缠花、

中国台湾缠花，对比三地缠花在题材、内涵、形式上的异同，归纳总结出缠花以植物花卉为主的题材特

色，添丁旺族的吉祥文化内涵，以及缠花工艺技术的组合美、形态造型的立体美、材质应用的平实美、

色彩搭配的丰盛美特征。结合创作实践，通过拓展缠花的功能用途、题材内涵、材质应用、色彩搭配等

进行创意转化，研究如何将缠花祈福纳吉的精神内核融入现代造物理念；通过结合现代手作、现代印刷

设计进行传统技艺和传统文化的创意转化，研究如何有深度和有温度地推广缠花非遗文化。结论 通过

研究缠花的艺术特质，创作了结合时代特征和现代审美的缠花设计作品，为缠花的创意转化研究和实践

提供了借鉴，使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得到传承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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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hanhua” 

ZHANG Hui-juan 
(Wuhan Institute of Design and Sciences,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paths of “Chanhua”,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hanhua of Yingshan, southern Fujian and Taiwan was collected and compared in view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me, connotation and style. The theme characteristics of flowers and plants in Chanhua 
were summarized, the auspicious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praying for children and seeking happiness was reviewed and the 
combination beauty of technology, the three-dimensional beauty of shape, the plain beauty of material application and the 
rich beauty of color were concluded. Combined with creative practic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was carried out by ex-
panding the functions and uses, theme connotation, material application and color collocation of Chanhua. The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on how to integrate the core of the auspicious spirit of Chanhua into the concept of modern creation. 
Through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technique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by combining modern handiwork and 
modern printing design, how to promot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Chan-hua in depth was studied. By studying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anhua, a design work of Chanhua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aes-
thetics is created,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anhua, and 
inherits and promotes the regional culture and folk culture. 
KEY WORDS: Chanhua;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uspicious cultural connotation; craft; printing 
design 

缠花是以丝线缠绕纸片，搭配金银锡箔纸等点 来呈现的立体造型女红工艺，主要分布在湖北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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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厦门和中国台湾地区，由古时的簪花习俗演变而

来。唐代时妇女已有簪戴人造花的风气，到宋朝时妇

女簪花风气更加盛行，材质和样式也更加多样化，“缠

花”一词即最早出现于北宋诗人宋祁《春帖子词·皇
后阁十首》中的“宝幡双帖燕，彩树对缠花”。传统

缠花常用于妇女簪花、节庆祈福、婚嫁礼俗、儿童装

饰，《英山县志》记载“五月五日为端午节，……缠

制彩色囊猴等物与小儿佩戴之[1]”，《厦门志》记载“岛

中妇女，编花为龙凤、雀蝶诸形，插戴满头”，《台南

市志》记载“头发饰物则有：顶股针、金匙仔针……

春仔花、菊仔花、绣线花……[2]”。目前福建厦门的

闽南缠花习俗已被列为厦门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英山缠花也被列入湖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中国台湾缠花艺术家郑惠美等目前也在极

力推广缠花。 
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和时代审美的变化，缠花

作为一项传统的非遗民间手工艺项目在现代社会的

知名度并不高，特别是湖北英山、福建厦门缠花在保

护、传承和推广上进展缓慢。目前对于缠花的研究主

要是通过从传世实物中获取的图案资料和传承人的

口述面授来对传统缠花技艺进行记录和分析，对传承

创新路径进行宏观研究，但关于创意转化的研究和实

践较少。缠花的传承创新和现代发展，需要在记录与

传承的理论研究基础上，深度挖掘题材、内涵、美学

特征，结合时代需求和现代审美进行创意转化实践。 

1  缠花的题材特色与文化内涵 

缠花题材主要分为植物花卉、鸟兽鱼虫两大类，

以植物花卉为主，也因此被习称为“缠花”。与其他

民间手工艺相比，通过种类繁多的立体植物花卉题材

象征不同的吉祥寓意是其重要特色。如缠花有着祈子

逐福的文化内涵，是古时婚嫁礼俗中必备的物品之

一，承载着人们祈求多子多孙、添丁旺族的重要愿景；

缠花也常被用作供花拜神供佛，以表达人们祈福纳吉

的敬献之心[3]。 

1.1  以立体植物花卉题材象征吉祥寓意 

英山缠花中常用牡丹象征富贵、用寿桃象征寿比

南山。中国台湾缠花中常用玉兰象征满室生香、用莲

花象征喜事连连。闽南缠花常用百合象征百年好合，

用梅花的五瓣象征福、禄、寿、喜、财五福，此外还

有如玫瑰、圆仔花、康乃馨等植物花卉，都象征着不

同的美好意义。 
闽南缠花和中国台湾缠花中，鸟兽鱼虫图案主要

是作为点 在植物花卉图案中出现，包括鹿、龟、鹤、

喜鹊、凤凰、蝙蝠、孔雀、公鸡等瑞禽瑞兽，还有与

花朵形影相随的蝴蝶、飞蛾，象征着多子多福的草虫、

鱼等。英山缠花中，除作为点 的鸟兽鱼虫外，也常

见以龙、凤等瑞禽瑞兽为主体的缠花艺术品，形态逼

真，生动形象。 
除了植物花卉和鸟兽鱼虫之外，缠花中也会出现

一些物件或抽象图案，但主要都是以植物花卉形态为

来源或是模拟植物花卉形态进行变化的。如闽南缠花

将花瓣做成官帽的形状与牡丹花搭配在一起象征升

官发财，将缠绕成弧形的部件当作弯月象征月老；中

国台湾缠花中的鹿、龟、鹤等吉祥瑞兽通常简化为只

保留基本特征的抽象图案，与植物花卉造型融合在一

起；英山缠花中用缠绕在十个铜钱上的抽象图案来象

征十全十美等[4]。 

1.2  添丁旺族、祈福纳吉的文化内涵 

植物开花结果是生命循环的自然现象，其强旺的

生发能力是延续生命的象征。花的自然属性和形态代

表着生殖，果实累累的植物寓意多子多孙、五谷丰登。

缠花中大量出现的植物枝叶、花卉、果实隐喻着源源

不断的生命活力，这在生产力低下、宗族需要扩张的

传统社会是人们对生殖崇拜的一种寄托。如英山缠花

用桂圆隐喻团团圆圆，花生与红枣缠在一起隐喻早生

贵子，主要用于婚嫁簪花的闽南缠花用石榴隐喻多子

多福，在两颗石榴中 一朵花隐喻花开富贵、早生贵

子，中国台湾新娘则会制作装饰着缠花的添丁绣灯表

达添丁旺族的涵义。 
我国传统民间艺术有追求“图必有意，意必吉祥”

的特点，喜欢把自然物与人的愿景结合起来，通过装

饰化的呈现来隐喻吉祥，给人以视觉上的愉悦和精神

上的慰藉[5]。自然界中植物花卉、鸟兽鱼虫的名称、

形状、特征、用途，都依据其象征意义、谐音联结在

缠花中组合呈现。如英山缠花中小孩的“抓周”帽将

小老虎头、小蝙蝠、小鱼、小花搭配在一起隐喻前途

似锦、吉庆有余、有福有禄；闽南缠花中将龟、鹿、

石榴花搭配在一起称为福禄寿的缠花；中国台湾缠花

中常见的蝴蝶与繁花搭配，是用谐音“福”、“耋”的

蝴蝶来象征吉祥与长寿。 
花在佛教经典中具有重要意义，佛教故事中常用

花来呈现其精神要义，如佛教经典《华严经》、《妙法

莲华经》以花命名，拈花微笑、天女散花、借花献佛

等也是耳熟能详的佛教故事。承载着人们的添丁旺族

愿景和福寿安康需求的缠花也常作为供品以拜神供

佛，表达人们祈福纳吉的敬献之心。 

2  缠花的美学特征 

缠花融合了绘画、纸艺、景泰蓝、刺绣、编织、

雕塑等多种工艺，是空间的艺术，有着“立体绣花”、

“线艺雕塑”的美称[6]。工艺技术的组合美、形态造

型的立体美、材质应用的平实美和色彩搭配的丰盛美

是缠花的重要美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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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缠花工艺组合步骤 
Fig.1  Combination steps of Chanhua technology 

 

   
 

图 2  闽南缠花、英山缠花、中国台湾缠花色彩  
Fig.2  Color of Chanhua of southern Fujian, Yingshan and Taiwan 

 
2.1  工艺技术的组合美 

每个独立缠花都由多个部件组成，需要事先构想

和绘制完成后的形态，再依据形态拆解剪样。一片花

瓣要依据花卉的形态特征和大小拆解成一片或多片

纸样部件，再将每片部件用丝线缠绕后组合在一起形

成一片花瓣，一朵花由多片花瓣组合在一起，要经过

剪、缠、捻、绕、折、绑、组、 等多道工艺组合完

成，见图 1。并不写实拟真的多个单立植物花卉、鸟

兽鱼虫通过繁复多变的组合方式形成完整的造型，成

为一件更复杂华丽的缠花艺术品，工艺技术的操作过

程和结果都具有组合美、创造力和装饰性，呈现出和

谐圆满、热闹丰富的美学特征。 

2.2  形态造型的立体美 

做好的缠花部件可以随铁丝弯折成不同的造型，

具有很好的延展性，呈现不同程度的立体效果，使缠

花的形态造型具有立体美。将缠花展平缝制在面料

上，可以呈现出有厚实感的肌理效果；将半立体的缠

花应用于服装帽饰，可以呈现出有突出立体感的浮雕

效果。将全立体的造型应用于摆件、挂饰、发簪等物

品上，就呈现出了“线艺雕塑”的空间特征。各种程

度的立体造型也可以互相组合，呈现平面美和立体美

共存的丰富表现形式。对称、均衡、律动、疏密等在

立体造型中和谐统一，呈现出完整和美观的立体布局。 

2.3  材质应用的平实美 

缠花材料简单平实，都是生活中比较易得的材

料，是一项非常平民化的民间手工艺。最主要的传统

材料是蚕丝绣线，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棉线、涤纶

线等也在缠花中有所应用，呈现出更加多样的质感。

除了各色绣线之外，有一定厚度的纸张、铁丝、铜丝

等缠花坯件的原料，也是随手易得的材料。各色珠子、

绒球等材质被应用于花蕊和一些特殊部件的制作，使

缠花更加缤纷耀眼，呈现朴实又多样，并且具有生活

气息的民俗美和平实美特征。 

2.4  色彩搭配的丰盛美 

缠花色系以红、绿为主，用色地方特色鲜明，结

合用途有不同的配色表现，使得造型更加立体生动，

色彩搭配呈现丰盛美的特征。闽南缠花的用色最为纯

粹，多用高饱和度的朱红绣线，偶尔点 少量嫩绿、

嫩黄绣线，搭配少量金箔纸和珠子，整体呈现还是红

色，具有喜庆、精致的视觉效果。英山缠花的用色对

比强烈，饱和度高，整体效果跳跃而热闹，乡土气息

浓厚。中国台湾缠花用色最为丰富和精致，有用于婚

嫁的朱红色系，也有用于饰品、摆件的多样色系，同

类色和类似色应用也更多，红色多艳色桃红，绿色多

蓝绿色系，有光泽的金银箔、珠子等材质应用也更多，

视觉上强烈缤纷，吉祥欢快，丰盛而调和，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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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永生花摆件图 
Fig.3  Flowers for  

eternity 

 

图 4  彼岸花 
Fig.4  Lycorisradiata 

 

图 5  女包缠花装饰 
Fig.5  Chanhua bag  

decoration 

 

图 6  缠花图案丝巾“花开” 
Fig.6  Chanhua pattern silk  

scarf “flowers” 

 
3  缠花的创意转化研究与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传统民间文化要在现

代及未来将其精神传承下去，并需要不断结合时代进

行创意转化[7]。缠花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创新，一方面

需要将缠花祈福纳吉的精神内核融入现代造物理念，

与现代时尚审美、工艺技术进行深度结合，使缠花以

生活美学产品的形式重新进入当代生活，赋予缠花以

活态生命。另一方面需要结合现代手作、现代印刷设

计对缠花的技艺、文化进行深度整合与创意转化，只

有这样才能让缠花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3.1  将缠花祈福纳吉的精神内核融入现代造物理念 

祈福纳吉是不同时代人们共同的愿景，缠花是很

好的装饰品，有花团锦簇的效果。缠花的创意转化需

要在传承精神内核、保留传统技艺、保存传统基因、

淡化传统功用、发扬装饰特征的基础上，转化为当代

生活美学产品，更加贴近当代人的生活[8]。将缠花的

祈福纳吉的精神内核融入现代造物理念，结合时尚题

材开发生活美学产品是创意转化路径之一。 

3.1.1  拓展功能用途和题材内涵进行创意转化 

传统的缠花主要用于妇女簪花、节庆祈福、婚嫁

礼俗、儿童装饰等，除了部分地区的婚嫁等特殊场合，

这些用途在现代日常生活中需求极少，因此需要拓展

缠花的功能用途和题材内涵，进行创意转化，以更现

代的载体传承祈福纳吉的精神内核。功能用途方面，

可以用缠花工艺开发立体装饰画和摆件，见图 3，结

合现代造型的玻璃罩、木艺等材料工艺，将传统的缠

花“嫁接”到现代的居室装饰中。题材内涵方面，在

植物花卉、鸟兽鱼虫等题材上进行拓展，使缠花的吉

祥文化内涵适应当代生活语境。可以选择更受现代年

轻人欢迎的花种，如彼岸花，见图 4，使缠花在现代

生活中美好存续，并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3.1.2  拓展材质应用和色彩搭配进行创意转化 

结合现代审美拓展材质应用和色彩搭配进行创

意转化，让缠花与新介质发生碰撞，注入新的工艺元

素与设计元素，利用现代图形创意的解构与重构方

法 [9]，将传统缠花图案进行改良或结合传统缠花工艺

进行图案创新，能使缠花进入全新的时尚舞台。材质

应用方面，可以结合珠绣、羊毛毡等其他手工艺材质

创作现代年轻人喜爱的动植物，如应用于女包上的缠

花装饰配件，用缠花技艺制作的兔子和花卉，搭配珠

饰与羊毛毡，让形态组合呈现现代年轻人喜爱的轻松

可爱感，见图 5。色彩搭配方面，可以更多地采用中

国台湾缠花中同类色和类似色的色彩搭配方法，适当

使用更具时尚感的灰色调和丰富微妙的低纯度对比

色调，淡化乡土气息，如用缠花技艺制作图案并设计

的缠花图案丝巾“花开”，见图 6。实现了清新和谐

又变化丰富、主次分明的搭配效果。 

3.2  结合现代流行文化对缠花进行传播 

缠花材料容易取得，技艺入门门槛低，工艺技巧

的组合美特征使缠花的制作材料可量化，制作技艺易

于可视化呈现，具备结合现代手作进行线上线下推广

和实现技艺的现代创意转化的条件。缠花作为一种具

有手工情感、实体温度的非遗民间手工艺品，结合包

装、海报、卡片等实体印刷设计进行创意转化能为缠

花文化传承和推广提供更有深度和温度的传播。 

3.2.1  结合现代手作进行传统技艺的创意转化 

现代手作是当今时代流行的一种新生活方式和

价值观，具有沉浸式体验和情感唤醒功能，其独特的

人文气息是对机器标准化产品的情感补充，在新兴大

众中有很好的群众基础[10]。现代手作人不仅乐于从事

这种具有生产性的劳动，并且乐于通过线下体验店和

线上店铺社区售卖材料包、展示作品、传播手作技巧。

开发缠花手作系列产品，提供配置好的包括绣线、铁

丝、珠子、白胶、印刷剪样等备料的材料包，提供图

片或视频形式的可视化制作流程和制作技巧，可以为

手作消费者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提高缠花的知名

度。手作消费者在制作的过程中与这种民间手工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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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主题海报《吉祥缠花》  
Fig.7  Theme poster “Auspicious Chanhua” 

 
互动，以及与其他手作人在线上线下社区的展示和交

流，会无形中扩大对缠花的推广。在逐步娴熟的过程

中，手作人也能赋予缠花独特的个人魅力，结合其他

工艺和元素进行创新，为缠花技艺的传承提供新思路

和新方向。 

3.2.2  结合现代印刷设计进行传统文化的创意转化 

传统民间工艺的振兴需求和当今年轻人对传统

民间工艺的接纳度，已经使越来越多的非遗民间手工

艺成为现代设计师的灵感来源，结合现代审美的传统

民艺元素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现代印刷设计中。缠花

中的植物花卉、鸟兽鱼虫图案是丰富的非遗资源库，

立体造型和丝绸质感能为现代印刷设计带来更多的

手工痕迹和情感温度。结合现代印刷设计进行创意转

化，提取和创作具有传统缠花文化基因的图案，应用

在现代印刷设计，例如特产包装、时尚产品包装、手

作材料包包装、主题印刷品上，能使缠花文化在传播

和流行中得到延续，实现对缠花非遗文化的推广。如

以缠花中的瑞禽瑞兽结合植物花卉创作的主题海报

《吉祥缠花》见图 7，采用了传统缠花题材中的喜鹊、

金鱼、公鸡，利用传统缠花技艺重新设计与制作了新

的形态，在造型上采用的是半立体偏平面化的浅浮雕

效果，让缠花借助印刷设计在更适应现代审美的同时

表现了吉祥文化特色。  

4  结语 

艺术的价值在于创新与实践应用，对非遗的创意

转化研究与实践是非遗文化发展与传承的灵魂。对缠

花的题材特色、文化内涵、美学特征等艺术特质的研

究，是对缠花进行创意转化研究与实践的基石。缠花

的创意转化路径，需要从精神传承和文化推广两方面

进行思考，既要将缠花祈福纳吉的精神内核融入现代

造物理念，也要结合现代流行文化进行传播。通过拓

展缠花的功能用途、题材内涵、材质应用、色彩搭配

等进行创意转化，让缠花通过改良与创新走上时尚舞

台。结合现代手作、现代印刷设计进行传统技艺和传

统文化的创意转化，也是非遗精神和文化传承不可或

缺的手段，能提高缠花的知名度，最终使缠花焕发时

代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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