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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设计中传统纹样的融入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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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文创产品设计中从理念到方法对传统纹样的融入途径。方法 为助推我国文创产品市场

的稳健发展，从传统与时尚结合视角出发，诠释更加丰富而独特的审美特征成为文创产品设计的研究热

点。从宏观视角深入微观，就文创产品和传统纹样进行分析，寻找两者的联系，然后探讨了传统纹样与

文创产品相融合的意义，总结了设计原则与具体方向，之后分别对民俗、意境、时尚等层面的融合展开

探究，整理具体的应用路径。结论 传统纹样在文化性、社会性、审美性、艺术性等方面表现突出，其

与文创产品设计的深度融合，能够对产品形成一种艺术审美与现实价值的双重关照，使其外在形式与内

在蕴含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得以升华，从而将设计的魅力尽数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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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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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ways of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patterns from concept to method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bining tradition and fash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ore rich and unique aesthetic characteris-

tics has become the research focu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design. Deep micro articles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traditional patterns were analyzed, and then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patterns with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ere discussed,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specific di-

rections were summarized, and then the integration of folklore, context and fashion were explored, and specific applica-

tion paths were organized. Traditional pattern are outstanding in cultural, social, aesthetic, artistic, etc, and their deep in-

tegration with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can form a dual care of artistic aesthetics and realistic value for the 

product, so that its external form and internal implication can be sublimated in different degrees, thus revealing the charm 

of the design to the 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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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对文化内涵有着很高的追求，其中总是

透露着历史与文化的变迁和发展，对人们的审美追求

和美好愿望进行着艺术化的表达。深入挖掘可以发

现，文创产品像是一面映射人们日常生活和文化思想

的镜子，通过与风俗、民谣、传说等融合，以及与社

会生活和文化形式的结合，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不断

汲取营养，造就了许多的经典、趣味之作，无论是整

体还是局部，或多或少都对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追求

和肯定。发展至今，文创产品不断对传统艺术进行解

构与再塑造，创造了更强的生机与活力[1]。因此，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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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有必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精髓地融入与升华，让现

代化的技术手段与这样一种受众根基深厚的形式结

合，进一步增强文创产品的文化价值，实现更好的文

化传播和审美表达效果。这里的相关探讨主要围绕传

统纹样展开，就其与文创产品的各方面联系进行总

结，探索彼此的融合之法。 

1  传统纹样概述 

作为传统文化形式中的精髓之一，传统纹样是劳

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有着突出的民俗性特征。从最开

始的正三角形、倒三角形、网纹、圆圈纹等几何形图

案到饕餮纹、龙凤纹，甚至各种画像石与服饰上的各色

纹样，都是不同阶段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点的展现[2]。

其特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强烈的原发性。从

传统纹样的最初出现能够发现，这样一种艺术形式产

生于现实生活，并没有过于花哨的技巧和形式，因此

原发性突出。第二，突出的地域性。传统纹样在不同

的地域出现，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而文化的个性化

也是这样造就的，其表现在传统纹样上则是强烈的地

域性表达[3]。第三，丰富的审美性。传统纹样有着真

善美的审美追求，是创作者美好愿望和向往的表达，

因此总是表现出丰富的审美性，营造出富有美好愿景

的一种意境。 

2  传统纹样融入文创产品的价值与要求 

将传统纹样融入文创产品，增加文创产品的文化

价值，促使文创产品文化沟通与审美愉悦等方面的价

值实现[4]，同时凭借视觉冲击强的独特设计风格更好

地被受众和市场所接受，如此既可以加速文化创意产

品的开发，挖掘更大的经济价值，还能实现艺术与文

化的高度共鸣，促成更高层面的创新发展。具体的设

计要求如下：第一，实用与审美并重。与其他形式的

产品一样，文创产品对实用性的要求并无二致，同时

其对审美性的要求甚至较其他产品更高。这是因为人

们只有满足了基础层面的实用要求，才能更好地将审

美情感融入其中，从而同中求异，既要体现设计师的

主观审美特点，又要关照大众的普遍化审美需求[5]。

将传统纹样融入文创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就要以此为

基准，在满足文创产品实用性的基础上实现合理、丰

富且独特的审美特点。第二，传承文化，融古通今。

文创产品有着传承文化的使命，也是很好的传承载

体，因此或多或少对传统纹样有着不同的需求。在具

体的融合过程中，设计师不能抱有浮躁、逐利的心态，

而应以工匠精神要求自己，科学对待文化的传承[6]。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设计师还要有融古通今的心态，

在设计中体现一种人性的关怀，保证文创产品对传统

纹样的应用能够将原有的视觉符号更加凸显出来，融

合新的形式，进行一种审美情趣的升级，呈现一种东方

魅力，以更加崭新的姿态造就更加成功的设计作品。 

3  文创产品设计中传统纹样的融入与创新 

文创产品的年轻化和互动性开拓了广阔的市场，

也让那些原本传统的事物变得更加潮流，民族性的事

物变成世界性的存在，在文化传播的同时，促成了更

多的交流与共鸣[7]。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传统纹样

与文创产品的深入融合，能够将民俗、意境与时尚三

者结合起来，成就更加丰富而耀眼的文创产品。 

3.1  民俗的创新表现 

传统文化符号虽然在传承中也会因为各方面原

因出现波折，但及至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被传承

下来，并在当前社会有了更新的价值，传统纹样就是

得以长久流传的文化符号[8]。刺绣纹样在当前的各个

领域有着广泛应用的典型，以苏绣为例，其纹样图案

中的牡丹有着繁荣吉祥的寓意，凤凰则是和谐恩爱的

象征，这样的纹样经常出现在各种事物中，还有梅、

兰、竹、菊四君子的吉祥纹样，凡此种种，都给了文

创产品设计融合传统纹样的多种可能，尤其在民俗性

上十分突出，有着亮眼的新表现。经过提炼与重组，

甚至是强化突出，苏绣的经典纹样在文创产品中实现

了传统与现代审美的艺术化契合，让产品的艺术韵味

更加浓郁。比如，装饰性的胸针、钥匙扣、挂件、腰

带、手链等，都可以将有着突出民族特色的苏绣纹样

融入其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文创圆扇的

设计就可以将思路与苏绣纹样联系起来，将有着浓郁

地方特色的民居和小桥、流水等景物结合起来，以一

种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极简之法进行展现，组合成一组

富有地方浓郁特色的手工文创作品。圆扇上的江南生

活场景看似独立和不经意，仔细品来又是紧密联系的

精准把握，让这一组圆扇的民俗性凸显出来，以此实

现艺术的创新和传统联系现实的巧妙创作。另外，为

了将民俗性尽可能地放大展示，设计师还可以结合其

他的设计手法[9]，赋予苏绣纹样以更多的表现可能，

如与缝纫手法结合，设计制作苏绣抱枕、坐垫等具有

实用性的文创物品，让苏绣纹样与实际载体相得益

彰，也让民俗性有了更加突出的创新表达。 

3.2  意境的巧妙营造 

传统纹样的种类繁多，并且在意境的营造上有着

自身的突出优势，其是一种审美需要，也是一种理想

追求，因此发展至今，一直被人们所喜爱和传承[10]。

而包含了植物、几何、神话、动物等纹样的漆器纹样

更是给了当前的设计领域以灵活借鉴与升华的可能。

文创产品设计中即对这一类别的纹样进行了合理地

提取和艺术创造，从而呈现出别具一格的作品风格。

以几何纹样为例，其中的雷纹、云纹、山纹、太阳纹

都借助分散排列和重复变化将图案变得十分丰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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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是一个时代的有力代表。从当前的文创产品设

计实际看，设计师对这样的纹样多采用简化的手法进

行应用，让原本稍显繁复的纹理得到艺术的简化，去

掉了多余的装饰部分，以独特的意境美去凸显其精髓

和审美特点。一款文创水性笔的设计就对云纹进行了

现代化地提炼简化处理，使其更加精致，再转印在笔

的表面上，借助云纹的美学形式与现代产品深入结

合，更加突出了笔的质感和文化底蕴。 

设计师还采用局部应用的手法，巧妙地借助动物

纹样实现了创意诉求的表达[11]。漆器纹样中的动物纹

样多涉及鸟、牛、龟、虎等动物的外形特征，同时采

用夸张的手法强调对意的传达，可以说神大于形。有

的时候还会将各色的动物纹样与其他纹样交织出现，

视觉张力更强。为了将文创产品的艺术效果放大，赋

予更加深刻的内涵与特点，设计师便会结合实际对这

样的动物纹样进行局部采用，在意境的营造上展现魅

力[12]。比如，在文创类抱枕的设计上，设计师就可以

对蝠纹进行艺术化处理，选择纹样的局部与产品进行

创意结合，借助“蝠”与“福”的谐音表达一种祥瑞

的寓意，必要时还可以将这一纹样与云纹等几何纹样

结合，实现美妙意境的营造，从而凸显艺术效果，展

现更加新颖的创意形式。 

3.3  时代的艺术表达 

不得不承认，现代人的生活和情感意境与古代人

的表现形式多有不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13-15]。面

对当前的时代发展和审美追求，传统纹样还要与时尚

联系起来，进行多元化的艺术表达。在文创产品设计

中，设计师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传统纹样的美，

开始借助当前的数字化技术、创造思想和手法等展现

不一样的传统纹样，而这也让文创产品的冲击力得以

强化。现代女性的时尚手包设计就可以将传统纹样进

行时尚性表达，如设计师在应用传统纹样如鸟纹、龙

纹、十字纹、云纹等纹样的过程中，配合时尚感十足

的铆钉元素，在灵感的碰撞中展示个性与审美，甚至

可以设计出三个不同款式的系列女包；文创灯具的设

计也可以将刺绣纹样与亚克力和相思木材料进行艺

术化地碰撞，不仅满足现代人的使用需求，还带来一

种审美与精神层面的满足。 

4  结语 

文创产品的红火态势离不开传统文化形式的助

力，也离不开设计师对现代生活的领悟与表达，可以

说，传统文化形式保留至今所积攒的光芒恰恰是文创

产品难得的灵感之源，是拉近文创产品与消费者距离

的一股力量。在现实中，文创产品设计必须充分尊重

传统文化的本质和价值，杜绝盲目地迎合市场趣味，

让思想的宽度和广度以及创造手法的灵活与多样造

就相互碰撞的多种可能。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文创 

产品的设计必须对传统纹样进行深入解读，以厚重的

人文底蕴实现对人的心灵的滋养，以独特的形式展现

超乎寻常的审美情感，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讲好每

一个文创故事，拓展出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让文创

产品的发展之路越走越顺，越走越远，也让人们在不

断的视觉冲击和情感交互中获得更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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