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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传承·

浅谈民间手工艺元素

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 常庆男

摘 要：我国的民间手工艺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和文化。将民间手工艺与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相结合，不

仅能满足现代人对产品艺术性的追求，同时也传播和发扬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文章通过对泥塑、茶具、苗银等民

间手工艺进行分析研究，领悟匠心精神，提炼设计元素，探讨民间手工艺与文化创意产品相结合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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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前的民间手工艺，张道一将其存在于现实

的性质称之为原发性。大多数手工艺者处于社会的最

底层，他们通过手工艺品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和态度。质

朴是众多民间手工艺最原始的特质之一，具有强烈的

原发性。这种性质不仅存在于生产的过程中，还可以满

足表达生活的需要，同时亦是一种审美的艺术创作活

动。民间手工艺人的创作是依靠自己劳动所得的智慧

和生活技能来完成的，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更贴近实

际，而不会单纯地炫耀技巧，他们的作品保持着浓烈的

中国本土文化气息。

民间手工艺不仅代表了各族人民的情感和生活追

求，也蕴含着民族的社会生活、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等

传统意义。民间手工艺品由于其特有的区域文化而蕴

含着各自独特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特质不仅影响着

整个民族的性格，也影响着手工艺的技巧和色彩。民间

手工艺品的艺术内容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通

过艺术表达了真诚的感情，不做过多的修饰，保持着最

初的清纯质朴的特性，拥有独特的内在魅力。正如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民间手工艺品

表达的正是人民对于民间劳动和生活的感情。

虽然民间手工艺品是艺术品，但若脱离了其实用

性这一本质，就不能再被视为艺术品了，手工艺品和其

他艺术形式一样，必须来源于生活，因为生活是一切艺

术的基础。源于生活的事物必须具备实用性，而美作为

附属属性，源于实用性，是实用性和美的结合，应当根

据物质的材料、工艺和使用环境等标准进行融合，两者

结合得越巧妙，物品的实用性和艺术性也就越强大。我

国的民间手工艺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实用和审美两个属

性，其中实用性永远是第一属性，也就是说，艺术从诞

生到发展都与人民大众的劳动生活密不可分，是人民

生活必不可少的实用品，民间手工艺同广大人民的生

活密切相关，其主要特征是体现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

一，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原则。

在创造美的过程中，通常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其在

应用方面的价值。因为它必须能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

也就是说，它必须具有实用性价值。只有在这个基础

上，我们才会考虑它的欣赏价值。因为人首先追求生

存，才会去追求审美的享受。民间手工艺的实用性总是

与我们生活中使用的器物相关联的，它与我们的衣食

住行息息相关，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酝酿发展而成。

民间手工艺品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民间艺

术的核心内涵，使民间手工艺元素与创意思维、现代技

艺相结合，实现创新一体化设计，把民间手工艺丰富的

题材、多样化的形式与原生态特征融合到文化创意产

品设计中，使其衍生产品的造型、颜色、图案纹饰、材质

等均能够更好地满足现代人的审美与精神需求。对文

创产品进行合理定位，深入挖掘本土文化，彰显地域特

色，才能实现实用性、文化性与艺术性的高度融合统一。

凤翔泥塑是陕西凤翔县的一种汉族民间手工艺

术，俗称泥货，凤翔泥塑汲取了古代石刻、年画、剪纸和

刺绣中的纹饰，造型夸张洗练，装饰华美富繁，色彩艳

丽喜庆，形态稚拙可爱，在全国众多的民间泥塑中独树

一帜，深受人们喜爱。凤翔彩绘泥塑有三大类型，一是

泥玩具，以动物造型为主，多塑十二生肖形象；二是挂

片，有脸谱、虎头、牛头、狮子头、麒麟送子、八仙过海

等；三是立人，主要为汉族民间传说及历史故事中的人

物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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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泥塑

茶具、餐具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日用品，

当下人们对日用品的消费需求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一般

的实用性、功能性，人们对艺术性、趣味性、文化性等内

涵的追求也日益增长，这也成为人们提升生活品质的

一个重要部分，是彰显个性、体现品位的方式之一。将

陕西凤翔泥塑元素应用于茶具、餐具的设计中是一次

全新的尝试，通过前期市场调研整理的资料，发现市场

上还没有将凤翔泥塑元素应用于茶具、餐具的产品。凤

翔泥塑图案以其繁复、色彩浓烈丰富著称，因此，我们

将从中提炼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图形元素，应用于茶具、

餐具的设计中。例如，餐具图案是从白猫福寿猪身上提

炼的花朵图案，茶具是从座虎挂件里提炼出的花朵图

案；前者采用白底纯红色搭配，后者则采用粉绿色底红

花绿叶图案搭配，这两个系列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

佩戴银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被许多民族

青睐，银饰也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载体之一，苗族银饰

并不单纯表现为某个民族专有的艺术形态，而是一个

混合体，被视为避邪之物，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其图案纹样在表现手法上大致分为三大类:第一类

是具象性纹样，即接近于写实的纹样；第二类是半抽象

半具象纹样，是由几何线条组成的实物具象；第三类是

纯几何形纹样。这些纹样在造型创意和表现手法上充

分展示了苗族写实和写意两方面的技巧与才能，形成

了极具特色的传统手工艺术。

设计重点是如何将苗族银饰手工艺元素融入现代

时尚女包设计中，赋予女包独特的民族特征与文化内

涵。首先，从民间大量收集苗族丰富多彩的装饰纹样,整

理提炼出经典性的图案纹饰，如蝴蝶、凤凰、鸟纹、龙

纹、狮、虎、麒麟、锦鸡、仙鹤、花卉，几何图案等，如十字

纹、锯齿纹、水波纹、云纹、雷纹、回纹、井字纹等，应用

于女包的设计中，包体采用皮、PU、人造合成皮等材

料，包的整体造型大气、婉约，线条流畅，以纯黑色作

底，用白色细线条在黑底上描绘纹饰，保留了苗族图案

纹饰的原始艺术风格，在包身的设计中增加了铆钉等

流行元素，更具时尚感，通过反复调整与修改，设计出三

款女包，分别为山鸡起舞、双鸟朝阳、翩翩起舞，这是传

统与时尚、现代与原始、民族与国际的一次交流与碰撞。

苗族纹样女包

将民间手工艺的审美特征、造型规律、艺术形式、

精神内涵融入到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中，以充分展现

其实用性、题材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性与原生态特

征，从而使产品的造型、颜色、图案纹饰等均能很好满

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这些产品的艺术创作来源于生

活，具有良好的审美功能与艺术价值。

将民间手工艺元素应用于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中,

不仅可提升创意产品的文化内涵，更是对民间艺术价

值的重构，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宝贵的精神动力和思

想财富。民间手工艺文化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反映了

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风貌

和文化思潮，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和有效

载体。在现代文化中，民间艺术自身孕育出很高的文化

价值，其价值将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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