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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非遗傩面具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广西桂林毛南族傩面具为例

韩　笑　廖龙凤　刘雅璐

（桂林信息科技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是傩面具毛南族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毛南族的傩面具是作为傩文化的主要代表，是傩文化发扬的载体

要素。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非遗傩面具文创产品设计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傩面具作为非遗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形式美、功能美和

材料美的艺术特征，同时背后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背景、传统文化和艺术价值。非遗傩面具是中国历史长卷中发展迅速、美学取向和特

色亮点，真正做到了“傩魂神韵”。本文将广西桂林毛南族傩面具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新符号、新理念和新路径作为研究经线，以现代

装饰元素注入传统傩面具的精彩设计为纬线，进一步解剖广西桂林毛南族傩面具的内核力量，同时呼吁中华儿女有意识的保护和传承非

遗傩面具，为实现非遗傩面具高质量的文创产品设计提供了理论上的思考与实践中的探索都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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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毛南族傩面具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价值。

不仅展现了传统民间艺术的特征，还承载着丰富而神秘的精神象

征。这些傩面具烘托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中更为深邃的美学内涵，

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艺术风貌。通过对桂林毛南族傩面具深度研究

和综合考察，桂林毛南族傩面具有多重寓意，既有着对驱鬼逐疫

和祈福禳灾的寄托，也有着人们对神秘力量和美好祝愿的追求与

表达。主要的设计灵感来源于用桂林毛南族傩面具的工艺、色彩、

纹样为设计元素，融入进当代的傩面具文创产品设计之间，打造

出大量含有中国传统非遗傩面具文化的设计中，深入建构桂林毛

南族傩面具创新设计模型，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民族文化产品可持

续发展的路径，让其焕发出新的文化创造力。桂林毛南族傩面具

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所在，唯有抓住这个“魂”字，才能有效

激发出乡村振兴的内动力，进而推动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

一、毛南族傩面具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桂林毛南族傩面具研究背景

桂林毛南族的傩面具，又称为师公戏或尸公戏，起源于古代

中原的傩祭祀仪式，古代先民为了应对自然环境、对抗野兽和抵

御疾病灾害，于是出现了对神灵的崇拜。相信“万物皆有灵”，

并用木头雕刻出心目中鬼神的样子制作成傩面具，在祭祀活动中，

认为戴上面具就能与鬼神沟通，祈祷神灵保护一方水土，于是傩

面具成为了中国古代傩文化的重要载体。傩面具在毛南族文化中

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代表着神灵的面容，形态各异，色彩鲜艳，

有慈祥或凶恶之象。近年来，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傩面具

作为一种文创产品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然而，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

许多传统手工艺面临失传的危机，因此社会各界开始重视传统手

工艺的保护和传承，并倡导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以促进

傩面具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有机融合。

（二）桂林毛南族傩面具研究意义

通过对毛南族傩面具的形式特点和造型样式进行分析研究，

尝试将设计进行有效的结合，挖掘该背后的价值取向，唤起于人

对传统艺术情感的需求与热爱，推动桂林毛南族傩面具的多元化

发展，促进毛南族傩面具的特征性研究。毛南族傩面具见证了历

史的烙印，是毛南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

民俗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不断探索傩面具的多重新价值，为中

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扬释放出原本的韵味。桂林毛南族傩

面具传承时，要保持中国传统桂林毛南族傩面具的多样性，桂林

毛南族傩面具的发展过程也蕴含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保护了其历

史傩面具。积极促进中华民族传统傩面具非遗的传播，傩面具是

毛南族还愿仪式中的点睛之笔，这对于毛南族桂林毛南族傩面具

的保护和传承赋予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意义。

二、桂林毛南族傩面具现状

（一）桂林毛南族傩面具文创产品设计研究现状和传承

毛南族傩面具整体造型以似人非人的神奇色彩描绘。傩面具

造型由冠帽和面部结构组成的。以临桂县四塘乡塘北村现存的傩

面具进行，毛南族傩面具表演中共有 72 神像，每个神灵都有其独

特的傩面具，神灵所代表的寓意也是不一样的，延续至今，也只

仅仅剩下了 32 副傩面具。这些傩面具各个都色彩鲜明，进行精准

的测量发现，每个面具约 20 厘米、宽约 25 厘米、厚约 3 厘米，

通过对桂林市多个地区的实地调查得出，文化市场的需求促让傩

文化戏剧表演向商业化发展，昔日的桂林毛南族傩面具表演在桂

林市逐渐失传，许多非专业人士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不

足，缺乏相应的文化教育和传承机制，是导致傩面具严重遗失的

一个重要原因。在当代互联网迅速发展下，线下围观表演的人数

大幅度下降，线上聚集人群在互联网上，天天接收各种各样的快

餐式信息，使得传统非遗文化逐渐被淡忘在人群的视野中。导致

了许多手艺人被迫面临生计困境，放弃传统手工艺转行谋生，传

统桂林毛南族傩面具表演技艺无法得到有效传承，导致傩面具等

民俗文化逐渐失传。为了保护好中国非遗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

实地考察桂林傩面具发展现状。

（二）加大对桂林毛南族傩面具的保护与传承力度

桂林毛南族傩面具是历史长河中的活化石，是民族精神文化

的重要依托，为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随

着流逝的岁月和外来文化的多重撞击下，让民族非遗傩面具逐渐

被遗忘。在这所轮船里全面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航行，中华

儿女更需要做好非遗桂林毛南族傩面具的传承与保护的实际工作，

政府部门要起到主导作用，主动带领群众朝着对傩面具文化保护

的路线继续前行。

桂林毛南族傩面具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历史，是民族传统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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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审美的象征。可以通过挖掘傩面具的生态资源优势，以旅游为线，

牵起桂林毛南族傩面具的发展，使傩面具释放经济效益，让当地

居民从中获得实际利益，提高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探索创新桂

林毛南族傩面具人才的培养新模式，充分运用网络平台进行推广，

将民俗傩面具传播的方式更多元化和多维度传播。提供充分的舞

台机会，招揽大量文艺组织团体，运用节目活动将桂林毛南族傩

面具编排成吸引人群的非遗傩面具文艺作品，也可以通过送戏下

乡宣传桂林毛南族傩面具。继续深入挖掘和培养非遗传承人，创

办傩面具场所尽情发挥，大力发扬桂林毛南族傩面具的传承力度，

激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从而提高对本桂林毛南族傩面具的

保护意识和意愿。可以通过中小学生当地的教育平台，编写关于

桂林毛南族傩面具中相关课程的教学，加强青少年对傩面具的知

识。

在文创产品设计的基本框架中，运用桂林毛南族傩面具的历

史事迹与傩面具纹样加以梳理分析，筛选出核心的角色，将优秀

传统傩面具的重要元素与当代的新素相结合，通过傩面具创造出

适应于时代设计潮流的新取向，展示出傩面具特有的艺术价值，

有效的保护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傩面具文化的进程。

（三）挖掘桂林毛南族傩面具设计中的定位和打造品牌意识

构建

在当前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背景下，是保护与传承桂林毛南族

傩面具是最好的契机，在设计和保护毛南傩面具文创产品时，明

确的产品定位是至关重要的。关键在于平衡保护原真性和鼓励创

新。将文创产品定位为旅游特色文创产品可以引起地域共鸣，延

续消费者的参观记忆，并扩展教育功能。对于傩面具遗产的保护，

原真性是非常重要的原则，需要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保持历史

的延续和变迁，平衡保护传统傩面具的原真性和引入现代创新元

素。保留传统傩面具的核心元素和特色，同时引入现代创新元素

和艺术手法，吸引更广泛的消费群体，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毛南族傩面具文创产品的成功设计需要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注重创新、时尚和艺术元素的融合。提取桂林毛南族傩面具的精

髓之处，从而打造出桂林毛南族傩面具的特色品牌，积极探索运

用桂林毛南族傩面具的资源，创建桂林毛南族傩面具发展旅游业

和传承地域文化的产业之路，是桂林毛南族傩面具实现传承和发

展的关键。

三、桂林毛南族傩面具文创产品设计实践

（一）桂林毛南族傩面具人物提炼

毛南族傩面具文创产品设计注重通过网络搜索和文献记载获

取资料，分类傩面具为正神、凶神、文神和世俗四大类，有助于

系统了解其特点。通过线条的简练处理，强调傩面具人物的轮廓，

使其形象更具抽象美。此举有助于突出主要特征，使整体形象更

富有辨识度。

（二）桂林毛南族傩面具系列化文创产品设计的应用

1. 小物件设计应用

小物件文创产品主要提取毛南族傩面具元素中面具图案、颜

色以及吉祥的寓意，在综合考量用户需求、美感和功能性的交叉

融合，将环境进行精美的装饰，呈现出了对实用性和美感度的平

衡设计，满足用户对独特品位的追求。桂林毛南族傩面具元素中

主要以黑、红、绿、黄四色为主。其中，红色里的暧昧与脉脉温

情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跳跃性色彩，呈现出的色彩鲜艳给人一种喜

悦之感，结合基本外形轮廓概括、提取、转化，并运用互补色展

示出产品的整体系列感，设计了具有概括毛南族傩面具特征的装

饰纪念品套件、胸针和鼠标垫（如图四所示），样式设计中，采

用多种人物傩面具的聚集点为设计效果，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冲击

感，将不同的面具下的角色表现出熠熠生辉，从每张面貌的神情

中感受到图案人物的震慑力。

2. 桂林毛南族傩面具文创产品设计展示和技术结合

制作出了一组关于桂林毛南族傩面具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冷

暖相结合，在整个文创产品设计的视觉冲击点上，主要从桂林毛

南族傩面具中所运用的形象特征在结合各种角色的傩面具的现实

状况设计，以正神、凶神、世俗人、小鬼等戏中的主要人物形象

作为参照物，进行描摹式提取视觉形象元素中装饰性和色彩线条

结构的表现力。然后将描摹造影后的形象与现代设计元素中的点、

线、面等纹样相结合，进行整体视觉元素的进一步抽象化、细节

化表现。通过将鬼神形象矢量化、扁平化处理，创作出新的傩面

具艺术作品，对于正神、凶神和其他不同角色的傩面具形象，注

重绘制不同的装饰型图案（如图五所示），突出傩面具色彩元素

的挖掘，在颜色选择上提取了具有新颖的视觉效果冲击力中体现

跳跃性的色系，结合国潮风格与流行用语，赋予传统傩面具时尚

元素，吸引年轻人的关注与消费需，贴近现代审美趋势，产品类

型的选择体现了专业的市场调研和产品定位。

四、结语

经过漫长历史积淀出深厚底蕴的傩面具文化，承载着中华文

明独特的傩面具基因和血脉，文创产品设计作为连接古老传统与

现代生活的桥梁，深入研究了毛南族傩面具的出处，挖掘毛南族

传统的民族以及民俗傩面具。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注入新的

活力，运用文创产品设计的手段将非遗傩面具文化融入进群众视

野里。文创产品的设计激发出的潜能可以为非遗傩面具遗产的保

护与传承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文创产品设计过程中，要以非遗传

统傩面具的特质为着力点，探索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和精神层次为

主要航线，用多元化创新观点的思维发散，设计出符合历史发展

规律，而又贴合人物形象的一种新傩面具的开拓。非遗傩面具深

邃的韵味，深受市场的追捧，运用进市场的实际需求里作为基本

前提，不断对毛南族傩面具的影响进行开拓，展示出其独特的魅

力。实现对毛南族傩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推动了桂林经济的发展 ，

全面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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