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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理论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李倩倩  柴英铭  卞庆鑫   

（郑州轻工业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2） 

摘要：意境理论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学思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将意境理论巧妙地融入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之中，不

仅契合了文化振兴的时代需求，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更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融合不

仅让文创产品充满了中国风，更使得传统文化内涵在文创产品设计中得以深化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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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一）基本概念 

1、意境理论的美学内涵 

意境理论的美学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情与景的和谐相融。意境的形成，需要情感与景物的精

妙结合。这种结合并非简单的堆砌，而是寓情于景、寓

景于情，共同构建出一种自然、和谐的美学状态。其次，

意境的精髓在于虚与实的共生。通过艺术表现的手法，

将审美主体的内在感受与审美客体的外在形态相融合，

使得意境的表达更加富有层次感和深度。此外，意境理

论还注重将哲学思想融入艺术创作之中。通过哲学思考

的引导，艺术创作能够展现出更为深邃的意境。在这个

过程中，审美客体不仅能够感受到艺术的魅力，更能够

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1]。 

2、文创产品设计中的美学特征 

文创产品设计的美学元素包括产品造型的形态美、

功能美、材质美、工艺肌理美、符号含义的语义美以及

细节的形式美等多个层面。这些美学元素相互交织、有

机融合，共同构成了文创产品的独特魅力[2]。产品造型的

形态美需要遵循形式美法则。产品的功能美是指产品的

功能符合用户的期望。产品的材质美，通过合适的材质

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能够提升产品的美感度，例如材

质的光泽、肌理和颜色等。 

（二）研究现状 

意境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理论探讨和应用研究，在

理论探讨方面，关于意境的哲学源头研究,有认为意境深

受儒、道、禅佛哲学思想的影响，也有着重研究佛禅思

想与意境的渊源关系的，同时道家思想在意境形成中的

主导作用仍被许多学者认可[3]。关于意境理论的发展史，

孙向阳在《我国意境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将意境的形

成和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期间，是意

境的孕育时期，唐宋时期，意境开始被提出，并开始形

成。而明代至近代，“意境”又进一步发展。关于意境在

理论体系中的定位问题，赵旗、张进、高红霞、刘李伟

等把意境界定为传统美学范畴。在应用研究方面，意境

理论方面的论文中，关于意境理论应用研究的论文占比

较大。除了文学领域，还被广泛应用于服饰、产品、室

内设计等领域。陈叶蕾在《交互技术下影视动画中国风

的意境美营造》一文中探讨交互影视动画在与中国传统

文化碰撞之后所表现出的中国风意境美。综上所述，目

前意境研究最值得关注的是由理论探讨向应用研究的转

型，但对于意境理论在产品中应用研究较少，理论运用

不够成熟。 

（三）文创产品设计现存的问题 

在文化创意产业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文创产品展现

出良好的增长趋势。然而，文创产品设计仍面临一些问

题，如：传统文化元素运用不灵活，致使难以设计和创

造出独具民族文化特色和时代特性的产品，同时不能赋

予产品深厚的文化内涵；创意的单一性导致产品同质化

现象严重，不能凸显出各文化存在的差异性以及设计的

创新性；设计风格缺乏延续性使其不能较好地树立企业

产品的设计文化；以及缺乏意境审美的设计等问题[4]。本

文主要从文创产品设计中的意境创造的角度出发来解决

现阶段的文创产品设计大多是将具体的文化元素直接附

加在产品上，缺乏对产品属性和文化内涵的分析，使创

造出的产品无法诠释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以及在设计

中缺乏意境美，只考虑到满足用户需求的功能美，没有

深入的思考其文创产品中的意境美，使创造出的产品既

没有生命力和感染力，也不能赋予产品深厚的文化内涵，

并且致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不能引发某种文化或情感的

共鸣。 

二、意境理论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将意境之美融入到文创产品设计中，不仅体现了传

统文化的回归，更是人与产品之间情感上的交流互动[5]。

意境理论的应用不仅可以提升文创产品中的意境美，解

决当前文创产品设计的存在的同质化问题，还有助于塑

造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为文创产品设计注入新的活力。 

（一）意境理论影响下文创产品设计理念和原则  

1、意境设计理念的塑造 

意境创作的核心在于实境与虚境的自然相通，通过

深入了解中国传统美学意境理论，将实境与虚境自然相

通的设计理念贯穿于整个设计流程。在设计过程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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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思想内涵的实境作为对象。

然后采用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段，调动使用者的想象力，

进而构建出的一个与实境相呼应的虚境[6]。通过这种方

式，使用者可以与产品建立一种联系，提高审美体验。

此外，产品的造型设计应该激发使用者的无限想象力，

更进一步引发用户对产品文化或情感的共鸣，这种设计

理念还有助于让使用者感受到自然之美。 

2、意境设计的基本原则 

在意境设计的理念中，实境的自然律动是最为重要

的目标。这种自然律动不仅是实境向虚境过渡的桥梁，

更是展现意境之美的深层途径。它构成了意境设计的核

心原则，即实境的自然律动原则。当实境以其内在的生

命力自然地律动时，能够引发使用者的想象，从而自然

过渡到虚境，使意境之美得以完整展现。同时，为了使

实境真正活跃起来，我们还需要确保产品造型要素与实

境中的形象达到高度的统一。这种统一并非简单的模仿，

而是一种自然、协调的融合。它要求产品的整体造型形

态与创造的情景浑然一体。这种“物象”与造型要素的

有机统一，不仅是意境设计的首要原则，也是实现意境

之美的关键所在[7]。 

（二）意境理论影响下文创产品设计方法 

1、情景律动法 

情景律动法着重于分析产品的功能以及用户与产品

间的交互机制。在这一过程中，需根据产品功能所蕴含

的设计信息，为其赋予特定的“意境情景”，进而触动用

户的情感共鸣。这种情景并非简单复制现实场景，而是

经过艺术化处理将情景转化为产品实境，让产品本身成

为情景的载体，传达出丰富的情感与意境[8]。在设定意境

情景后，设计师还需通过感性的设计手法，使产品造型

与情景完美契合。使用户在与产品的互动中产生共鸣，

进而引发情景的自然律动。这种律动不仅赋予产品生命

力，更激发了用户的无限想象，让他们在体验中深刻感

受到文创产品设计的意境之美[9]。 

2、意象构图法 

在产品造型设计中，意境构图法是一种重要的设计

方法。以情景为设计核心，主画面为设计基石，进而构

建出产品的造型。在设计过程中，所有的造型形式要素，

都需要围绕情景的画面进行有逻辑、有条理的排列组合，

使得产品的整体造型外观设计与情景画面达到了高度统

一并自然融合的效果[10]。这种和谐统一的设计方式，不

仅增强了产品的视觉冲击力，更使其所蕴含的意境设计

得以更加精准地传达。意境构图法的应用，在形成有序

的产品造型的同时为用户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

感。 

3、物象对照法 

物象对照法以意象构图法为基础，在完成整体布局

后，根据采集的设计元素与情境中的画面进行对照，从

而完善产品的细节。这种方法确保了细节设计在整体设

计中的独立性，并且其处理方式与情境画面中的独立因

素相契合，进而实现产品与情境画面的和谐统一[11]。在

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物象对照法的应用使得产品的细

节处理更加精准到位，不仅增强了产品的整体美感，更

深化了产品所蕴含的意境和情感。当使用者与产品互动

时，这些精心设计的细节能够轻易触发他们的情感共鸣，

使他们更加深入地体验到产品所传递的文化内涵和情感

价值。 

三、结语 

在文创产品设计中，意境理论的融入旨在协调人与

物、环境、情感之间的关系，使产品与使用者之间建立

联系，更好的感受产品中所蕴含的文化。现代文创产品

设计并不仅仅是制造产品或复制图案，更是对中国传统

艺术文化的传承。通过对当前意境理论以及文创产品设

计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理念

和原则，强调将情感与艺术完美结合，从而极大地提高

了文创产品设计的意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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