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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中传统元素的运用对文化自信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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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对国家兴盛至关重要，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因此，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备受关注。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潮文化开始兴起，而在设计领域中，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成为一种
新的设计理念和方式。这种趋势不仅顺应了时代潮流，也符合了当代文化自信战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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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代社会，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趋势不断加

强的背景下，人们对文化自信的重视与日俱增。作为一

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国家，中国在实现国

家复兴的道路上，更加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这

一论断深刻指明了文化对国家兴盛的重要意义，也强调

了文化自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1]。传

统文化作为中国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

的历史内涵和民族精神[2]。琴棋书画、传统文学、四大雅

戏、古玩器物等元素，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而随着工业设计领域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人们开始探索

如何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工业产品的设计中，以满足

现代人们对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需求。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文化元素在工业设计中

的应用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工业设计中传统元素的运用

对文化自信的促进作用。揭示工业设计如何通过传统文

化元素的运用，促进文化自信的提升，进而推动中国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 

二、传统文化元素在工业设计中的运用及其语义功
能 

（一）传统符号的运用 

传统符号常被用于工业设计中的彩绘图案或标识，

以突出文化风格与历史地域特点，引发消费者的民族认

同感[3]。如比亚迪公司在 2012 年北京车展推出了名为

“秦”的混合动力汽车，标识采用了中国古代小篆体的

“秦”，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银行的标识采用了汉字

与中国古钱币的图像来设计，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商界

的代表。设计者采用了中国古钱与“中”字为基本形,古

钱图形是圆与形的框线设计，中间方孔和上下加垂直线，

成为“中”字形状，寓意天方地圆，经济为本，给人的

感觉是简洁稳重、易识别，寓意深刻并颇具中国风格。

此外，香港凤凰卫视的图标是引用中国传统文化中虚构

的一种神鸟凤凰简化而来，神鸟凤凰的本身寓意就是表

达心中的关好憧憬和愿望，台标图察采用中国传统的“喜

相逢”的结构，经过简化之后的设计，使“凤”和“皇”

两只神鸟相互旋转，形成中国道教的太极共卦的样式。

风阻展高飞的形态也突出了品牌立意深远，同时彰显了

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传统色彩的运用 

色彩能给人以最直观的感受，色彩的应用带有时代

性，不同的时代有其不同的主流色彩[4]。当下的工业设计

越来越注重根据产品特点和目标人群以确定颜色设计应

用。例如，国产品牌某手机厂商推出了一款具有个性化

定制服务的手机机型，其中包括竹制后盖，采用特殊工

艺仿制古老竹制品的特点，以增加产品独特性和吸引力。

另外，我国家电品牌长虹电器曾推出一款仿照青花瓷器

颜色设计的空调，采用聚乙烯材质的塑料白色底色，配

以简单的小青花图案，呈现出古朴典雅、清爽的外观，

与空调本身的特点相符合。此外，在 2008 年中国举办的

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传递奥运圣火的祥云火炬采用了汉

代漆红色，红银对比色彩产生醒目视觉效果，有利于各

种形式的媒体传播。火炬采用均匀分割的上下比例，祥

云图案和立体浮雕式设计使其高雅华丽、内涵厚重。红

色是中国传统的主色调，多用于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中，

与火焰相映衬，具有象征性和美学上的吸引力。 

（三）传统文化元素的语义功能 

产品的功能性语义体现了产品的机能属性和功用，

是指用户在操作产品时所传达的信息认知。这种认知受

到用户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4]。

中国传统纹样多具有功能性语义的特征，这与纹样适应

生存的根源有关，特别是在传统器物上表现得较为突出。

例如，青铜器作为传统礼器和烹饪器具具有明显的功能

性特征，其外观设计通常采用竖立的三足或四足，方便

加热，上部配有双耳，便于携带。此外，有将传统纹样

与现代产品功能性语义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功能性设计。

例如（图 1），太极沙发的设计采用太极的纹样造型，通

过线条的分割传达舒适感，并通过合理的座位分配促进

面对面交流。 

趣味语义可通过现代的设计手法在创意产品设计中

得以体现，其纹样的题材多以其附着的实物为综合而成，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如（图 2）所示的苗家茶语茶具设计，

整体形态采用湘西苗族女性纹样的卡通画形态，配合细

节中的纹样装饰，具有形态趣味语义和使用趣味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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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太极沙发 来源：网络 

 
图 2 苗家茶语茶具设计 来源：网络 

对于用户为中心的产品设计来说，不同层次的人群，

对产品的功能有不同的认知[6]。由表及里的功能性语义，

表现为产品外在的实用性和易用性，具有简单的形式，

这种精简需通过视觉化的形态语言来实现这一目的。因

此，形态、肌理、材料、色彩、质感等可以成为功能性

语义的传播媒介。由内而外的功能性语义，不仅依据产

品的内部结构来确定产品的造型，同时使用者的认知行

为和习惯性思维也是重要条件，反映出语义环境和情景。

如（图 3）中的茶壶设计，把手的设计根据人手抓握的语

义特征进行处理，具有操作暗示，把手结合了云纹和如

意纹的形态，使其更具有文化底蕴。 

 
图 3 茶壶设计 来源：网络 

中国传统纹样的象征意义贯穿了整个古代时期，对

国内用户以及东亚国家用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日本、

韩国、新加坡等。特别是在象征性方面，典型的龙纹、

凤纹、龙凤纹等纹样展现了其最高成就，代表着权力地

位、高贵和喜庆的含义。在设计中，如凤凰传奇茶具设

计，整体形态采用凤凰的纹样造型，线条流畅优美，代

表凤凰百鸟之王高贵的气质。随着产品设计向生活化的

方向发展，用户对产品的趣味化语义越来越多的关注，

成为流行的时尚和选择产品的重要依据之一[7]。在创意趣

味产品的设计上采用中国传统纹样元素，既能借助传统

文化的魅力，也可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 

三、结语 
在设计过程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可以展现其内涵，

同时也能够塑造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元素的融入不

仅吸取了古代传统产品的设计特点，更结合了现代化设

计理念，表达出独特的文化美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产品的审美追求和精神文明的需求不断提高，开

始关注产品背后的历史人文知识。 

工业设计在融合传统文化元素方面展现了深厚的文

化积淀与独特的创意。通过巧妙地运用传统符号、图案

和色彩，赋予了产品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魅力。设

计师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以创新的眼光将传统元素与

现代设计理念相融合，创造出具有时代感和独特魅力的

产品。这不仅要注重产品的实用性和美学，更要注重产

品与消费者之间情感交流与互动体验。通过精心设计的

语言和外观特点，吸引消费者的关注，以促进消费者与

产品之间的深层联系和情感共鸣。在融入传统文化元素

的过程中，设计肩负着文化传承与弘扬的使命。通过产

品的设计元素和文化内涵，增强了消费者对传统文化的

认知与理解，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因此，工

业设计在融合传统文化元素的过程中，不仅展现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魅力，也为“中国制造”注入了更多的文化

底蕴和国际竞争力。这种融合与创新的设计理念有助于

中国产品更好地走向世界，提升国际影响力，同时也为

文化自信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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