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蜀符号图案在首饰产品上的创新应用研究
--以金镶玉为例

何　燕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0）

摘要：巴蜀图语是古代巴蜀地区的一种神秘符号系统巴蜀符号图案虽依附于不同载体，但在表现题材、造型风格、色彩设计上有很

多共同特征，凝聚着巴蜀人的信仰和文化。近年来，巴蜀符号图案在文创产品上的创新应用研究，对于具有巴蜀符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的

开发具有一定价值。同时，金镶玉是中国古老的一种金玉加工工艺，现代金镶玉首饰设计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采用多种玉石材料，

并注重形式结构创新。巴蜀符号图案和金镶玉工艺均可用于设计体现巴蜀人文精神的首饰，满足消费者文化、美学和情绪价值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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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蜀文化图案背景

巴蜀图语是古代巴蜀地区的一种神秘符号系统，是在巴蜀地

区出土的巴蜀文化铜兵器、铜玺印、铜乐器、铜容器等文物上发

现的一些图形符号。已发现的巴蜀图语主要出现在两类文物上，

一是青铜印章，一是刻在铜兵器上的，乐器和容器上较少。年代

在公元前九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之间。作为四川文化艺术整体中

的一部分是民族传统所用的吉祥语与谚语的特殊符号，已见的单

体符号大约百余个，它们尚不可能组成辞句和文章。

巴蜀符号出现的器类有印、戈、剑、矛、镞、铍、鐏、刀、削、斧、

钺、斤、凿、鍪、盘、釜、釜甑、罍、钫、勺、豆、瓮、钟、于、钲、

梳、带钩、兽头饰、铜泡、耳杯、棺。有的符号出现在多种器类上，

如常见的 。部分巴蜀符号似乎与器物种类有密切的关系，

有的巴蜀符号只出现在特定的器类上。如 绝大多数只出现在
印章上，出现 82 例，只有 1 例出现在漆耳杯上。

二、巴蜀符号图案特征。

巴蜀符号的运用也是区域文化体现的一种体现，是能够代表

区域文化的符号性形象。完整的巴蜀图形符号的融合可以给设计

者提供清楚可见的线条构建参考。巴蜀符号是连接传统体现当下，

体现民族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一种符号。它的图案虽身不附载体，

但在表现题材、造型风格、色彩设计上的共性却有很多。是巴蜀

人的信仰与文化凝聚。巴蜀符号图案，其构图生动自然，线条流

畅，组合多变而和谐统一，视觉上有很强的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巴蜀符号不仅可以映射出巴蜀民众对美学的追求与审美情操，而

且也能映射出巴蜀地域特有的地理环境与文化底蕴。巴蜀的符号

图案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巴蜀民众身上的那份对大自然的崇敬

之心，敬畏之情，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憧憬之情，它通过

图案的载体传扬与散发开来。

文化创意首饰类产品的设计更倾向于展现地域文化的特色以

及继承民族美学的基因。对于那些蕴含巴蜀文化符号的文创产品，

进行创新应用的研究具有显著的价值，这不仅符合地区旅游产业

打造具有特色文化之旅的发展战略，而且巴蜀文化符号正是巴蜀

文化生动的视觉表征，它凝聚了美学的精髓。

图 1 巴蜀符号中的佩剑（武器）人形象（战国）

三、金镶玉历史传承及现状

“金镶玉”是中国古老的一种金玉加工工艺，它在琢玉工艺

上的学名叫作“金银错嵌宝石玉器”，是以玉石为载体，把金丝

或金片嵌到玉石里面。这种金玉结合的镶嵌工艺能很好地将金玉

两种材质融为一体，达到不一样的效果。

金镶玉的工艺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虽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

混战，但是思想文化、工艺技术等方面却异常繁荣，如：在同一

器物上出现鎏金银和镶嵌技艺。以及已出土的战国中期的鸭首包

金镶嵌玉银带钩，当时被视为“金镶玉”的开创之作。

严格来讲，传统意义上的“金镶玉”大多是在玉上镶金，把

金丝或金片镶嵌到图案中时主要靠连续不断的敲击，而不是像现

在这样在黄金上面镶玉。

在北京奥运会的奖牌上，将玉镶在金属里。这种金镶玉的工

艺近些年在首饰设计中的使用渐渐处于热潮，但它的细节处理还

存在很多不同。市场上出售的金镶玉饰品，一般都是以 18K 金、

铂金、彩金作为金属件，玉石多为翡翠，但也有的用其他金属搭

配其他宝石，很丰富。现今的珠宝市场上，金镶玉的饰品设计被

不断升级，每年都有很多新款出现，也有不少产品跟不上时代被

淘汰了。因此不得不深思一下金镶玉首饰的制作方法。

随着科技的进步，金镶玉的制作工艺也在不断创新发展和完

善，产品得到很大提升，质量以及美观度均取得很大改善。设计

师们开始挖掘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土壤中的博大精髓，将传统的

符号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创作出有文化底蕴又不失时尚感的金镶

玉首饰。并且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

力的重要名片。金镶玉首饰也受公众对文化认同感的提升，从功

能性失色转变成文化传承物，衍生出属于自己的特色文化，打破

原有只注重珠宝首饰的加工制作的功能性，向体现独特个性和诉

求、着重个性化、订制化、差异化消费的服务转变，深有文化底蕴，

公共认可度极高的金镶玉首饰产品未来还将继续肩负着文化传承

的重要使命，让更多人了解、喜欢金镶玉首饰作品。

四、金镶玉首饰的创新设计

现代设计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是金镶玉吊坠的一大亮点，许多

设计师在继承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将现代化的审美观念和创意引入

其中，使得镶嵌出来的产品风格和内涵都呈现出了古典中更有时

代感的特点。这也是古代工艺与现代设计碰撞之后给予人的美妙

视觉体验。

1. 玉石材料拓展

传统金镶玉首饰市场多采用翡翠、和田玉等作为玉石原料，

因该类型玉石更多市场份额；但传统文化人们对于玉石定义为“玉，

石之美者”；材料具有温润莹泽、缜密坚韧的美感和实用功能均

可以是玉石范围，如三星堆博物院收藏古代玉石万件，其中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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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会用一些透闪石玉、绿松石、滑石等材质。同时根据国标 GB/

T16552-2010《珠宝玉石鉴定名称》范围，珠宝市场流通的玉石材

料类型有很多种。

作为巴蜀地区，四川凉山南红玛瑙、四川雅安“雅翠”等当

地玉石材料更契合本地区文化特征，本文选用以上玉石材料，同

时针对巴蜀符号图案进行解析，重新提炼并进行再设计。作品兼

顾民族文化、时尚潮流与新颖材质的应用，发挥首饰作品的线条美、

造型美、意蕴美。

2. 形式结构创新

在当代，首饰设计不能只服务于外形造型；首饰设计需要融

合传统元素，探索超越装饰之外的文化价值，为首饰赋予更深层

的意义。

传统文化是设计的营养来源，奠定了设计作品的文化底蕴。

巴蜀符号图案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其创新设计需要在深度剖析的

基础上进行，不能生搬硬套传统文化元素。怀揣文化传承的执念，

立足当代语境进行针对材料、空间、对话方式的创作，努力追求

在传统文化积累之上的活化与融合的设计才是突破的方向。

202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历次小总中央经济会议中首次提出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明确”要四川

地处长江上游、西南内陆，是发展我国重要的战略腹地，是新时

代推进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重要地区。”的国家导向

产业政策支持。作为国家重要发展地区，四川近年几度加强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诸如：大熊猫花花，蜀锦等五大形象元素，符号

性强、风格多、特色鲜明的文创产品层出不穷。首先，选材有代

表性的巴蜀形象 ( 佩剑 ( 武器 ) 人巴蜀形象 ( 图 1)，以下就 ( 武器 )

人巴蜀形象符号图案当代转化的创新设计进行讨论。造型的形式

结构创新，在对 ( 武器 ) 人巴蜀形象符号图案的解构和重组。依据

首饰材质特征，对佩剑 ( 武器 ) 人巴蜀形象图案提取、解构、简化、

符号处理再与金镶玉饰品的结构、功能结合，设计出具有传统韵

味又有年轻时尚感的首饰作品，同时注重首饰的搭配效果和可佩

戴性，使设计在注重视觉欣赏感的同时加入就可以实际感受到文

化含量十足的首饰作品。并且可以通过镶嵌工艺、珐琅工艺等多

层次的设计丰富金镶玉的视觉效果以及相关的艺术内涵，成为传

统与现代发展与设计的媒介，让更多的人了解巴蜀文化。

序

号

巴蜀符号原造

型

线稿提取再设

计

衍生设计完

整图片
备注

1

玉石材料为四川

凉山南红玛瑙；

同时使用成都银

花丝工艺镶嵌，

线条优化，抽象

化处理，简约大

方

2

玉石材料为四川

雅翠；同时使用

成都银花丝工艺

镶嵌，线条优化，

抽象化处理，简

约大方

图 2 巴蜀符号提取解构

比如说，加入巴蜀的人文精神，套用金镶玉来设计一款代表

由强盛不息含义的龙舟形状的，或者，印章形状的代表重信尚义

的形状，美观又富有巴蜀文化象征的含义。据《2023 青年消费调

研》，近半数的年轻人更愿意为情感价值付费，即从“购买－使用”

的传统模式转变为积极的体验者，市场多元变化之下，更多消费

者愿意为自己的情感价值买单。

珠宝设计市场金镶玉的产品中将文化设计、美学设计与情绪

价值设计巧妙融。通过创意满足不同消费者分享欲和社交需求。

让消费者产生精神共鸣或情感体验。

还可以将巴蜀传统图案与现代简约风格相结合，打造富有巴

蜀传统文化底蕴，又不失时尚气息的金镶玉首饰。如将巴蜀符号

中的几何图形通过抽象化处理，设计成简约又富有质感的首饰图

案，延续巴蜀文化的同时，也符合现代消费者的审美习惯。

同时，可将巴蜀人文精神中乐观豁达的性格渗透于其中，通

过色彩的搭配、线条的运用体现出来的巴蜀人民积极向上、乐观

的生活态度，实现设计中了吸引消费者眼球的目的，增加消费者

对巴蜀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提升金镶玉首饰的文化价值和市场竞

争力。

总之，借由巴蜀人文精神对金镶玉首饰进行创新设计，不仅

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又可以根据现代人的需求进行有效

的把握与满足，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巴蜀文化的同时，也能够让

金镶玉首饰在市场上发育得更加茁壮。

结语：

将丰富多彩的巴蜀符号图案加入到金镶玉首饰创新中，在金

镶玉首饰设计中应用这些具有巴蜀地域文化特色的元素。提取巴

蜀符号中的图形元素，经过现代设计手法进行设计，既保持传统

的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使巴蜀符号融入至首饰设计装饰图案

或金镶玉珠宝首饰镶嵌部分的形状中，让首饰在细节上体现巴蜀

文化。

综上所述，加入巴蜀文化特征进行首饰金镶玉设计，就是将

传统文化艺术元素与现代首饰设计手法相结合，创作出具有中国

传统文化而又符合现代人审美的首饰产品，迎合消费者日益增长

的个性化、差异性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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