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2 Vol. 4 No. 07 2022实践探索

现代产品创意设计与传统工艺美术融合发展研究
刘溪倩

（吉林动画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传统工艺美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工艺美术种类更是丰富多样。但是在当前时代变迁以及

科技创新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工艺美术面领着尴尬的局面，那么该如何将传统工艺美术设计与现代化创意设计进行结合，让这些传统的

元素焕发出新的风采，实现传承中创新呢？本文就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创意设计融合的意义进行深入分析，并且思考二者融合的具体手段，

以此让传统工艺美术可以重新焕发新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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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艺美术是在世世代代的传承以及创新中逐渐发展起来

的，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在当前快速发展的时代里，如何将传统

工艺与现代设计进行融合，重新焕发出传统工艺美术的生机是当

前应该着重思考的重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设计其实就是

一种创新，将传统工艺美术文化内涵与现代化的设计手法进行结

合，不仅可以有效保护传统工艺美术，更可以为现代化的创意设

计提供思路。

中国文化战略传播要传播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的应用肩负着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责

任。非文化产业领域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是物质文化

和行为文化，物质文化主要体现在产品方面，行为文化主要体现

在创新理念。中国是不断走向开放的传统文明大国。对外传播中

不能只有中国传统图案元素，还应与开放创新的现代元素相结合。

从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中发掘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创意设计思维，

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影响力。这就要求中

国传统文化元素必须在新的产业格局下勇于创新，积极推动传统

文化元素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并适应当代发展，为建设

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做出贡献。

一、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融合的意义

（一）有助于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创新 

传统工艺美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精神以及艺术价值，这为现

代创意设计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素材，尤其是精湛的工艺美术技术

更为现代创意设计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传统工艺美术存在着一

定的局限性。首先传统工艺制作的产量比较低，加上很多的工艺

流程比较烦琐、复杂，难以实现大批量的生产，其经济效益较低，

这是当前传统工艺美术无法实现传承的尴尬局面。传统的工艺美

术包含了个体的情感、艺术理念以及审美趣味，而现代创意设计

是在工业生产背景下崛起的，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性特征，重点

服务于大众。这意味着现代创意设计需要符合社会的审美要求。

因此，将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创意设计结合，能够满足大众的审

美要求，进而实现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创新。

（二）有助于拓宽传统工艺美术领域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设计出来的物品蕴含着人类特定的情感。

传统的工艺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气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艺术

美是各不相同的，它涉及的范畴比较广泛，包含了产品的材料、

造型、工艺等一系列较多内容。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传统工

艺想要维持原有的材料、造型以及工艺手段，那么势必会遇到一

定的阻碍，因此，工艺美术领域需要进行革新，将其与现代化生

活结合在一起，以此来适应大众的审美认知特点。将传统工艺美

术所蕴含的文化元素与现代化设计结合在一起，能够拓宽传统工

艺美术的应用领域，进而让传统工艺有着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

还可以突显出现代创意设计的个性化。

（三）能够实现与现代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社会环境以及精神世界共同构成了人们生活的场所，它是一

个抽象化的概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讯息等多样化的元素。

传统工艺美术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也是劳动

人民的成果。传统带着过去，所适应的时期也是过去，如果想要

让传统工艺美术适应现代化生产，那么就需要对工艺美术进行重

新定位，优化工艺美术的环境。一旦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化的社

会环境将适应，那么就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被流传下去。相反，

则是面临着淘汰的风险。比如，在古代、灯笼和蜡烛等照明工具

在过去是必需品，但是到了现代， 即使有电灯，但是蜡烛以及灯

笼等一直沿用至今。这是因为蜡烛以及灯笼已经找到了全新的现

代化传承方式。

二、传统工艺美术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对策 

（一）对传统工艺进行再设计，实现现代化传承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宝藏，一部优质的

工艺美术史更是承载了千年的文化内涵。传统工艺美术文化为现

代化的艺术发展提供了十分充足的资源。传统工艺美术的造物思

想与现代化设计的理念存在着想通的关系，即传统与时尚之间的

辩证关系，传承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

创造，共同发展的。在当前全球化发展趋势盛行的当下，为了在

多元文化舞台上绽放出一抹独特的荣光，中华传统工艺文化为现

代化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方向和不竭动力，经过创意思维设计，

可以汲取传统工艺的精华，深入挖掘优秀的工艺美术元素，经过

二次提炼、整合、设计，可以重新焕发出全新的活力。除此之外，

设计人员还可以将现代社会的全新材料、工艺技术与传统工艺美

术进行融合，这也是创造与创新的一大重点方向。新形势下，促

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创产品设计有机结合，已经成为一

种必然趋势。应深入认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之间

的相互促进与协同发展关系，深入把握现代文创产品在焕发传统

文化元素活力方面的作用、传统文化元素对于现代文创产品设计

的借鉴价值与意义，重视通过转变结合方法与结合路径、深挖传

统文化元素内涵与文化意蕴，加快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创产品

设计之间的结合进程。

（二）关注传统的艺术造型，实现转化的创新

“造型”这个词汇在传统工艺美术之中包含了两层意思，即

传统文化元素的造型以及工艺美术的形式。在现代创意设计中，

寻找两个旧的元素，并且找寻他们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得到一种

全新的创意手段，这种创意方式在建筑设计、平面设计等方面有

着较强的操作性。传统工艺美术为现代化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创作

原材料，比如在新石器时期的很多陶制器具上出现了大量的动物

图案；在青铜器具上还存在着几个图案、饕餮图案，这些图案的

构造十分简单，但是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以及凝练性，如今已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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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应用到现代化设计的各个方面。在 G20 峰会期间，我国的国

家博物馆与多名创意设计师进行合作，将“半坡元素”融入国博

创意衍生产品之中。这样的创意设计成果既可以反映出传统工艺

美术的历史特点，也可以反映出时代的审美潮流。

除了一些比较古老的传统工艺美术元素以外，还涉及很多的

其他制作工艺美术样式，其中包括大家较为常见的雕刻、刺绣、

陶瓷、雕塑等等，也有很多不常见的染织、漆工、纸扎等等。这

些传统的民间工艺品蕴含了多种制作方法。在现代创意设计中，

对于同一个物品来讲，其创作的工艺表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同一种工艺也可以运用多样化的材质。在现阶段，很多较为时尚

的创意设计产品都运用了传统工艺的形式，比如在皮革上可以运

用到刺绣工艺，也可以运用到织染中颜色调制工艺等。但是对于

少部分的传统工艺来讲，因为工艺设计流程或者是社会生活等多

样化的元素，传统的工艺美术元素在现代化生活之中难以进行有

效的转化和融合。因此，在对传统工艺美术进行转化以及在设计

的时候，可以尝试将一门完成的传统工艺美术制作流程划分成为

不同的步骤或者阶段，针对其中的某一部分工艺流程进行再设计。

比如，想要将传统的油纸伞制作工艺进行转化以及再创造，可以

单独将油纸伞制作工艺流程中的“糊纸”工艺单独拿出来，并将

其运用到椅子的创意设计中，从而将其转化成为独特的“飘纸椅”。

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图案”为主题进行具体产品设计实验

和实践，将中国元素图案与企业数码科技衍生产品相链接，拓宽

中国图案设计的思路，为未来中国元素产品设计提供了更多可能

性，验证中国元素图案的产品设计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在多学科交叉普及的现代，跨行业跨领域的图案设计，是对

传统中国图案进行的现代设计的补充。中国元素首先是中国式的

思维方式，只有立足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提高自身对中国文化的理

解才能准确地把有价值的中国元素融入产品设计理念中，而不是

生拉硬套某些图案和元素，这也是当代设计应充分考虑的，也是

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发展、中国元素未来设计的关键点。使中国元

素较好地融入全球产品设计中去，让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舞台上

得到更好的发展和传播，从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三）感受传统艺术意蕴，实现应用突破 

传统工艺美术中的意蕴主要体现在了大胆的想象和创造力、

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上。悠久的传统工艺美术元素为传统工艺提

供了十分丰富的创造素材，这有助于在创意设计应用方面实现全

新的突破。古人在创造作品的时候，尝尝会将自身的情感寄托在

景或者物上，因此传统工艺美术元素往往蕴含着深邃的寓意。比

如，大家熟知的鸳鸯代表了恩爱；梅花代表高洁；菊花代表着淡泊；

仙鹤代表着长寿；牡丹更是意蕴着富贵。除了寄情于物以外，色

彩往往也饱含寓意，比如红色代表着喜庆、绿色代表着生机。颜

色的寓意在水墨画艺术创作中的应用较为广泛，比如香港设计大

纲靳棣强便是很好地将传统工艺美术元素融入创意设计中，在其

作品《水墨的年代》中，借助毛笔点出了红点、白底，在黑色墨

砚的映衬下，则是形成了一幅传统的水墨画海报，好似泉水中的

荷花。该水墨画设计简单，但是又可以看出丰富的意蕴，具有“出

淤泥而不染”的深沉意境。

现代设计师从传统工艺美术文化之中汲取灵感，在传统美学

的基础上，强调装饰材料的简约自然。意境主要是指造型上的“意

像”、形象上“气质”以及“美感”。在传统工艺美术的基础上，

我国设计人员能够不受焦点透视以及光影的束缚，注重凝聚意境，

尤其是白为虚，黑为实的空白处理方法更是可以给予大众无限的

想象空间。传统工艺美术设计思想在建筑创意设计上同样使用。

在建筑创意设计中，设计人员首先要考虑的便是如何实现建筑物

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传达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比如，

在设计苏州博物馆的时候，贝聿铭先生参照苏州园林的设计方法，

院落布局采用东西两侧组合的方式来与周围的合院式建筑相呼应。

在主题绘制上，将墙壁作为纸，将山石作为描绘的景物，给人一

种置身于山水画的感觉。博物馆的墙面主要以黑白灰色调为主，

来展示出岁月的痕迹。这样的建筑创设方式不仅可以将传统建筑

的特点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大众的视野中，还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

念。

（四）遵循以人为本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

伴随着人类科技不断进步，也出现了过度开发自然的问题，

导致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当前，全世界都面临着同一个

难题，那就是环境问题。在现代创意设计中，设计人员同样需要

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转变传统的

“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思想。设计人员需要关注大自然的发展规

律以及人类的实际消费需求，减少过度消费，提高自身的环保意

识。在现代化创意设计中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以人为本的理

念，能够实现人、社会、经济、自然的均衡发展。在创意设计中，

设计人员需要做到精简，即设计简约，一目了然。选取的材料尽

量为绿色材料，并且积极开发全新的环保材料。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集中在对

中国元素的研究上，从图案艺术设计创意角度出发对中国元素产

品进行分析，运用中国传统历史以及其中的中国元素进行创作是

企业设计师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保留传统的意味，另一方

面要追求“时尚”。将中国元素通过国际化的语言设计出来，为

世界消费者能够接受。从中国元素图案中不断寻找灵感推陈出新，

同样是中国风产品线和延续性的另一个发展思路。提炼出文创产

品中国风图案创新的设计方法、设计原则，推动本土中国元素产

品的设计发展。

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

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从世界文化多元化

的角度来看，拥有民族创意创新性，才更具有国际性和前瞻性。

因此，我们只有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并学习当代各种优秀

文化，同时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紧跟时代步伐，创作独特的艺术

风格，这是我们设计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我们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的必由之路。

三、结论 

通过对上述内容的分析与总结，我们可以发现将传统工艺美

术元素融入现代化创意设计之中能够显著提高创意设计的质量。

不过在融合的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认识到传统工艺美术元素与

现代化设计理念相脱节的地方，并且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实现

造型的转变以及应用的突破，进而促进现代化创意设计更快更好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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