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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结合“河南非遗”文化元素在灯具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模型，研究“河南非遗”文化元素在

灯具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方法 以“河南非遗”文化资源为切入点，通过造型与色彩的提取、材质与工

艺的结合、意境与情境的表达，提炼“河南非遗”视觉文化元素，运用文化元素的借鉴、解构、视觉化、

科技融合等方法，在灯具设计中展开河南非遗文化元素的创新应用。结果 根据“河南非遗”文化元素

在灯具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模型，设计完成了 2 款河南非遗元素文创灯具。结论 河南非遗元素文创灯具

的设计，验证了“河南非遗”文化元素在灯具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模型的可行性，为特色文创灯具的发展

找到了方法与路径，也有助于河南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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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en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Symbols in Lamp Design 

WEN Jie 
(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00, China)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model of “Hen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elements 

in lamp desig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Hen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elements in 

lamp design. Taking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Hen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e visual 

cultural elements of “Hen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e refined through the extraction of modeling and color, the 

combination of material and technology, the expression of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situation, and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Henan intangible cultural elements in lamp design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reference, deconstruction, 

visu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model of “Hen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elements in lamp design, two kind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lamps with Hen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lements have been designed and completed. The design of Hen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and 

creative lamps and lanterns verifi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model of “Hen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elements in lamp design, finds the method and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and creative lamps 

and lanterns, and also helps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Hen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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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河南非遗）

类别繁多，内容丰富，有特色鲜明的地域风格，但

由于受到现代生活方式改变的冲击，很多非遗文化

正在逐渐消失 [1]。结合文化创意，对相关非遗文化

合理地开发传承，设计具有典型非遗元素的创新型

产品，使那些本不具有经济效益的非遗文化，转变

为具有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2-3]的文化。本文从河南

非遗文化元素入手，研究其在灯具设计中的创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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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Tab.1  Hen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序号 类别 内容 

1 民间文学类 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牛郎织女传说、花木兰传说、盘古神话、女娲传说、大禹神话

传说、愚公移山传说、王莽撵刘秀传说、帝舜传说、黄帝传说、河图洛书传说、洛神

的传说、玄奘传说等 

2 民间美术类 朱仙镇木版年画、民间剪纸、竹编、面塑、洛阳宫灯、泥咕咕、淮阳泥泥狗、黄河澄

泥砚、汴京灯笼张、秦氏绢艺等 

3 民间音乐类 板头曲、唢呐、开封盘鼓、信阳民歌、黄河号子、中州大鼓、十盘等 

4 民间戏剧类 皮影戏、豫剧、大平调、曲剧、河阳花鼓戏、光山花鼓戏、柳琴戏等 

5 民间舞蹈类 火龙舞、回民秧歌、豫西狮舞、双人旱船舞、竹马舞、霸王鞭、柳位高跷、狮舞、双

人旱船舞、麒麟舞、卧拐秧歌、九连灯、金龟舞、双狮舞等 

6 曲艺类 河洛大鼓、河南坠子、王屋琴书、锣鼓书、大鼓书、蛤蟆嗡等 

7 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 少林功夫、太极拳、心意六合拳、马街书会、石 、梅花拳、岳家拳、南无拳、阴阳

八卦拳等 

8 民间手工技艺类 杜康酿酒工艺、钧瓷烧制技艺、镇平玉雕工艺、唐三彩烧制技艺、汴绣工艺、信阳毛

尖茶采制技艺、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等 

9 传统医药类 中医正骨疗法、传统膏药、刘陈铺齐氏骨科、柳位同裕堂陈氏传统骨病疗法、黑虎丸、

黄氏经络五行调法等 

10 民间知识类 八卦符号文化、洛阳牡丹栽培技艺、周易文化、洛阳正骨等 

11 消费习俗类 地坑院民俗、洛阳水席、开封第一楼小笼灌汤包子、开封马豫兴桶子鸡、开封又一新

糖醋软熘鲤鱼焙面等 

12 民间信仰类 伏羲太昊陵祭典、浚县正月古庙会、老子生日祭典、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洛阳关

林朝圣大典、嫘祖祭典、火神祭祀等 

 
用，探讨非遗文化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焕发新生命力

的方法。 

1  灯具产品市场现状与问题 

灯具从商周时期出现，几千年来一直在传承发

展，材质经历了陶质、青铜、铁质、木质、玻璃、珐

琅等的演变，造型经历了简单到多风格共存，功能也

逐渐由实用照明转化为实用性与空间装饰性兼具，因

此，灯具的出现让人类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可能[4]。 

中国灯具产业主营业务 2019 年收入约为 4650 亿

元，消费的各种灯具约 6000 台，在市场快速发展的

进程中，灯具产品存在同质化严重、个性化定制产品

稀缺、价格竞争激烈、分 渠道受限等问题。具体表

现在灯具产品视觉美感弱、节能环保需要提升、多功

能化欠缺、文化内涵体现不强、科技与艺术结合不够

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灯具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提取河南非遗文化元素，结合科技智能硬件，

运用恰当的设计方法，以灯具为载体，既弘扬了河南

非遗文化，又体现出文化、科技与艺术的融合，是灯

具产业健康发展的一条新思路。 

2  “河南非遗”资源分析 

河南非遗文化是劳动人民在一定地域和文化背

景下的积累、演变和创造。其中民间文学类中的爱情

故事、帝王传说[5]，民间美术类中的木版年画制作、

剪纸技艺、宫灯制作；民间戏剧中的豫剧、皮影戏，

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类中的少林功夫、太极拳，民

间手工技艺中的唐三彩烧制技艺、钧瓷烧制技艺等，

最具特色和代表性。 

目前，河南共 4 批非遗名录，内容涵盖 14 个种

类，包括日常生活与休闲娱乐中的各个方面，河南非

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见表 1。其中，人类非遗代表性项

目 2 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13 个，省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 728 个，代表性传承人共 959 人。此外，分

布在各地尚未整理申报的非遗资源仍然数量众多。 

2.1  民间文学类非遗代表 

民间文学类非遗代表以中国古代四大爱情故事

最为著名，分别是牛郎织女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传

说、白蛇传和孟姜女传说，其中河南非遗文化占据两

个。2006 年 10 月河南省政府公布河南南阳城西牛家

庄是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地，牛郎织女传说被批为首

批河南省省级非遗项目；河南汝南县梁祝镇，被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誉为“中国梁祝之乡”，2006 年梁山

伯与祝英台传说被列入国家首批非遗名录。 

牛郎织女传说是青年男女跨越阶层、身份和家族

偏见呈现的爱情神话故事，一切看似不可能，却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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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合理。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是相爱的两人迫于现实

无奈分离，决绝地为爱情献身，化身蝴蝶，在另一个

世界为爱情再续前缘的故事。这些美丽的爱情故事体

现出古代人民对美好爱情和婚姻自由的向往。 

创世纪文化的非遗代表，以女娲传说最让人们津

津乐道，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每年农历三月初一至三

月十八，人们会在西华举行女娲祭典庙会，以坐夜、

披红、开 等形式，求子求福，求寿求财，求前程。 

这些传说故事具有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将它们的

精神文化内涵适当运用到灯具设计中，有利于帮助消

费者了解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2.2  民间美术类非遗代表 

作为中国年画的始创者，河南朱仙镇木版年画具

有极强的装饰性，朱仙镇木版年画见图 1，其是古代

劳动人民的信仰与理想的精神寄托，构图匀称饱满，

造型古朴生动，色彩浓厚艳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豫西民间剪纸，是民间美术类中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

一个非遗文化，以吉祥为主题，色彩丰富，本色、套

色、染色技艺成熟，反映了几千年来农耕文化的生产、

生活方式[6]。洛阳宫灯见图 2，造型优美，种类繁多，  
 

  
 

图 1  朱仙镇木版年画 
Fig.1  Zhuxian Town woodcut New Year pictures 

 

宜书宜画，是喜庆假日与元宵佳节必备的装饰灯具。

淮阳泥泥狗是古代人们避灾、求福、保平安的一种神

秘图腾崇拜艺术，题材广泛，各种抽象变形的飞禽走

兽复合体均能被创作为泥塑艺术品[7]。将这些民间美

术形式结合当代人的信仰与理想，运用到灯具设计

中，有精神引领的意义。 

2.3  民间戏剧类非遗代表 

罗山皮影戏积极向上的题材、流畅的动画表演、

优美的唱腔，对电影的发明也有一定的先导作用。豫

剧发源于古都开封，唱腔大气，铿锵有力，表达人物

内心情感细腻，老少皆宜，雅俗共赏，有血有肉的人

物反映了现实文化风貌。河阳花鼓戏取材于民歌小

调，“哼”唱出音，风格独特，曲调婉转抒情，生活

气息浓厚。将非遗戏剧类文化适当运用到灯具设计

中，可以陶冶当代人的艺术情操。 

2.4  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类非遗代表 

少林功夫起源于嵩山少林寺，是中华武术中最具

权威和最有文化内涵的神秘武功流派，它体系完整、

内容丰富、套路众多，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太极

拳内外兼修，刚柔相济，具有养生、健体、抗击的功

能。马街书会历史悠久，具体发源年代不详，是一部

民俗文化发展活化石，农村的政治、经济形势，群众

的生活、精神信仰都在马街书会的弹唱演出里。游艺、

传统体育与竞技类体现出自由、竞争、平等的精神，

将它们运用到灯具设计中，对构建和谐社会有指导

意义。 

2.5  民间手工技艺类非遗代表 

唐三彩见图 3，烧制技艺有 1300 多年的历史，

造型精美，色彩华丽，人物、动物形象栩栩如生。钧

瓷见图 4，烧制技艺起源于唐朝，宋代达到顶峰，瓷

器形态优美，比例均衡，窑变自然逼真，色彩层次丰

富，实用性、审美性与品牌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 

   

图 2  洛阳宫灯 
Fig.2  Luoyang palace lantern 

图 3  唐三彩 
Fig.3  Tri-coloured glazed pottery  

of the Tang Dynasty 

图 4  钧瓷 
Fig.4  Jun porce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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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非遗文创产品设计思路 
Fig.5  Design idea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将手工技艺类项目的图案、色彩与技艺运用到灯

具设计中，能拓展其材料选择，丰富其造型与色彩的

文化内涵，既体现辉煌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当今

盛世的见证。 

3  “河南非遗”文化元素在灯具设计中的

创新应用模型 

非遗文创产品是将非遗典型元素与文化内涵结

合，利用合理的设计方法，创新出符合现代审美的视

觉形象，延续人们对非遗文化的心理认同感[8]，非遗

文创产品设计思路见图 5。 

河南非遗文化为文创灯具的研发提供了丰富的

文化资源。利用大众熟知的非遗文化，如牛郎织女传

说与女娲传说等，提炼出经典的造型、色彩、材质、

工艺、意境与情境等文化元素，结合代表性的民间美

术或民间戏剧形式，如剪纸技艺，运用直接借鉴法、

解构法，视觉化、智能化的产品设计方法[9]，设计出

具有多功能性、交互性、趣味性、教育性的创新型非

遗文创灯具，讲述有情景、有温度的非遗文化故事。

其中，提炼文化元素要深入了解非遗资源，设计方法

可以选用一种或多种，灯具载体的造型与功能应与科

技结合。“河南非遗”文化元素在灯具设计中的创新

应用模型如图 6。 

3.1  “河南非遗”文化元素提取 

3.1.1  形与色的提取 

造型与色彩是一些非遗文化最典型的外部特征，

作为非遗文化中最直观的元素，选取其故事中人物、

事物的优美造型与经典配色，直接借鉴用于灯具设计

的造型与配色中[10]。 

抽象的民间文学和民间信仰，如女娲传说，可以

将抽象的故事理念转化为视觉化的文字、图形、色彩，

结合人物的动作、表情、故事情景等元素，以解构的

手法，形成独特的形与色，展现其精神文化内涵，在

灯具载体中进行呈现。 

3.1.2  材与艺的结合 

产品的材质是材料与质感的综合体现，工艺指将

材料加工为成品的方法与流程。《考工记》提出“天

有时，地有名，工有巧，才有美，和此四者然后才可

为良。”材料选择的形状、肌理、色彩感，工艺流程

中的前期处理、改性工艺与后期处理，不同的材料结

合不同的工艺，才能体现出产品的优良质感，表现产 

 
 

图 6  “河南非遗”文化元素在灯具 

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模型 
Fig.6  Innovative application model of “Hen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elements in lamp design 
 

品的独特魅力[11]。如非遗竹编技艺是用处理过的竹藤

编织出各种竹制产品，造型多变，提花、染色工艺做

出多元化的装饰图案，色泽光亮且富有节奏和韵律

感，恰当展示竹编的材、艺之美[12-13]。将竹编的材质

选择与工艺流程应用到灯具设计中，更能体现传统与

现代融合、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文化内涵。 

3.1.3  意与情的表达 

意境与情境指非遗文化中展现出来的客观真实

与主观想象的情景结合，具象部分即由外在形式或形

态传递出来的信息，抽象部分即由不同的受众，结合

自身生活经历、教育背景等因素，主观感受到的体验。 

如牛郎织女传说中的唯美爱情，通过多个想象，

由形表意，将其中的具象与抽象元素视觉化，创造出

代表人们追求爱情自由的系列情境应用到灯具设计

中，从造型、材质、色彩与功能上，表达爱情神话故

事独特的意与情。 

3.2  文化元素在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通过对文化元素的借鉴、解构、视觉化、与科技

融合等方法[14]，将非遗文化中抽象的民间文学、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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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民间美术、民间舞蹈等，以形、光、色、声极

具交互趣味性的形式，呈现不同类型的非遗文化特

性。如借鉴牛郎织女传说的人物形象，结合 Arduino

开源硬件，实现灯具产品的个性化交互，展示牛郎织

女凄美的爱情故事，让用户产生良好的使用体验，拉

近非遗文化与大众的距离。 

3.3  灯具载体的属性 

在满足基本照明功能的前提下，拓展其他实用功

能，实现灯具的多功能性。利用声音传感器模块、陀

螺仪模块和红外线接收模块等，控制灯具的开关、旋

转与灯光的强弱，实现其交互性与趣味性。以灯具的

造型或开关使用方式的不同，让人们解读出有意义的

文化信息，向人们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这就是非

遗文化的教育性。 

4  “河南非遗”文化元素在灯具设计中的

应用案例 

河南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文化旅游大省。

最近 5 年的数据显示，河南每年接待游客超过 9 亿人，

其中外国游客有 300 万以上，旅游总收入超过 9000

亿元。旅游业为非遗文创产品提供了重要的 售平

台，游客在观赏自然美景与人文景观的同时，对城市

的旅游纪念品有较强的购买欲望，无论个人使用或是

赠送亲友，造型与功能颇具创意的非遗文创灯具，既

满足了游客的购买需求，又将非遗文化带向世界各地。 

以部分河南非遗文化为例，根据“河南非遗”文

化元素在灯具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模型，结合灯具载

体，展开河南非遗元素文创灯具设计研究。 

4.1  “补·竹”氛围灯设计 

女娲补天是大众熟知度很高的非遗神话故事，在

《淮南子·览冥训》《列子·汤问》两本书中均有提

及，但记录不详，后有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谈

天篇》中完善了共工触山引发天崩地陷、世间灾难的

情节，至此，女娲用五色石补天的前因后果也豁然明

朗，一则救世神话故事合理产生。女娲用自己的辛劳

与拼搏，炼成五色石，补天之漏洞，重塑天地，她让

春天温暖，夏天炎热，秋天丰收，冬天酷冷，为万物

生灵提供合适的生存环境，是华夏儿女的母亲。 

女娲造人神话故事最早在《风俗通》中有清晰的

记载，女娲先是仿造自己用泥土捏出泥人，后来为了

提高效率，她又用藤条蘸上泥浆，甩向大地，这些泥

人和泥点都变成了真正的人类，最后她立下婚姻制

度，教会人类繁衍。对女娲造人过程的描述，神奇质

朴，既有神威，又真实感人。 

女娲补天的非遗神话故事所包含的开拓创新、无

私奉献精神，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基因；女娲造人

所包含的华夏儿女同根同源，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思

想，提升了民族认同感，有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这是女娲非遗传说最大的文化价值所在。 

女娲传说非遗元素在灯具设计中的应用模型见

图 7。从女娲造人、女娲补天的非遗传说故事中提取

设计元素：女娲、五色石、藤条、泥点、天空、大地，

对圆形天空元素以解构手法进行拆分重组，结合非遗

竹编技艺，形成灯体前后两个场景，讲述两个神话故

事的氛围灯，并选取龙门石窟西山轮廓和卢舍那大佛

剪影，以文化遗产元素装饰非遗元素，使地域特色更

加突出，“补·竹”氛围灯见图 8（设计者：刘赞之、

理习婷，指导老师：文杰）。Mind+图形化编程软件，

结合 Arduino 开源硬件的人体红外传感器、手势识别

传感器和水分传感器[15-16]，实现灯光的人体检测控制

功能、旋转手势控制功能和水分检测控制功能。人体

红外传感器根据人体的到来与离开，控制主体灯光的

开与关，手势传感器根据手势的方向，控制灯具转动，

水分传感器根据手指的湿度，控制佛像灯光的开与

关。人体距离灯具 60cm 以内，灯具感应到人体的存

在，圆环内部的灯光自上而下依次亮起，柔和的光线，

寓意天地清明；人体离开，灯光自上而下依次熄灭。

顺时针挥动手臂，灯具顺时针转动 180°，由一个画面

转换为另一个画面，再次顺时针挥动手臂，灯具再次

顺时针转动 180°，回归原来的画面。手指点按佛像剪

影，水分传感器检测到手指湿度，佛身周围灯光亮起，

手指移开后，灯光关闭。整体造型简单，线条流畅，

镂空通透。可做手机支架的山体轮廓，点、线构成的

不规则背景，前后不对称的画面，竹编框架与木材底

座结合，材质虚实对比，视觉均衡。深邃的天空、视

觉化的形象，材质与工艺恰当结合，在空间展示中拓

展人的感官，让抽象的传说故事演绎出新的生动含

义，在体验趣味交互的同时，也受到教育学习。 
 

 
 

图 7  女娲传说非遗元素在灯具设计中的应用模型 
Fig.7  Application model of Nuwa lege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lements in lamp design 



第 42 卷  第 16 期 文杰：“河南非遗”文化元素在灯具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291 

 

  
 

  
 

图 8 “补·竹”氛围灯 
Fig.8  “Bu · Zhu” atmosphere lamp 

 

4.2  “爱·期”氛围灯设计 

《诗经·小雅·大东》中有关于牛郎织女最早的文

字记录：“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

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被认为是牛郎织女传说

的萌芽。牵牛星、织女星本是天空星辰，赋予人物形

象隐喻后，作为文化元素，演绎出多种版本的爱情故

事。每年的七夕节，忍受一年夫妻分离的牛郎织女，

在鹊桥相会，天空阴沉或小雨纷纷，一年一次相见的

相思与痛苦，让对这份爱情充满敬意。 

《平顶山市地名志》《鲁山县地名志》等书中有关

于牛郎织女故事的记载，鲁山县周边的遗迹有几十

处，最有名的是牛郎坟和织女潭。2008 年 3 月，鲁

山县文物所在牛郎洞发掘出了汉砖、宋瓷、元明清时

期的铜币等，证明鲁山县人民从很早的时期就有对牛

郎的祭祀。现在每年的七夕庙会，人们齐聚新集街，

洒酒、唱祭祖歌、上五谷，让非遗文化更加丰满，七

夕已逐渐成为现代人认可的情人节。 

牛郎织女传说成为非遗爱情文化的载体，从萌芽

到故事丰满完整，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赋予不同

的故事细节，但对爱情坚贞不渝、呵护守候的观念是

后人共同认可的。牛郎与织女相遇、相爱，是青年男

女追求自由，追求爱情的榜样；他们分离、重逢，彼

此默默守护爱情，验证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神话故事曲折中流露出浪漫，感染了一代又一代青年

男女为爱情坚守的决心与勇气。 

牛郎织女传说非遗元素在灯具设计中的应用模

型见图 9，结合非遗剪纸技艺，以洛阳宫灯方正外形

为载体，以河南“大象”标志为装饰，由形赋意，由 

 
 

图 9  牛郎织女传说非遗元素在灯具设计中的应用模型 
Fig.9  Application model of Cowherd and Weaver Girl leg-

e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lements in lamp design 

 

  
 

  
 

图 10  “爱·期”氛围灯 
Fig.10  “Love · period” atmosphere lamp 

 
意表形，以相遇、相爱、分离、重逢 4 个连续的场景，

运用声音传感器、运动传感器、舵机和 MP3 语音模

块，实现灯光亮度的控制、灯体的转动和语音播放，

讲述牛郎织女的凄美爱情故事，“爱·期”氛围灯见图 10

（设计者：张洸豪、刘英杰，指导老师：文杰）。非

遗抽象元素代表的意与情，是人们的主观理解与联

想，通过牛郎织女视觉化的图形形式，似与不似之间，

将抽象的非遗神话故事带到人们眼前，激活人们的形

象思维，传递情感体验，唤起情感共鸣。 



292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8 月 

 

5  结论 

秉承弘扬河南非遗文化内涵的思想，根据建立的

“河南非遗”文化元素在灯具产品中的创新应用模

型，提取河南非遗文化元素，运用恰当的设计方法，

结合智能交互硬件，将河南非遗文化内涵在灯具设计

中创新运用，既有助于河南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也有助于形成灯具产品的文化特色，为灯具产业的发

展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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