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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图案在文创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高一萍　吴天燕 

（琼台师范学院，海南 海口 571100）

摘要：不同的地域形象由不同地区的文化水平及发展所影响

和塑造，在文创设计创意中加入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与艺术

表现语言，并结合符合大众审美的视觉元素，对具有地域文化特

色的文创产品深度研究并进行推广，是深入研究本土文创产品视

觉元素的必要条件。让海南本土文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并且能

带动地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是地域文创产品视觉化设计的

主要目的。随着自贸港的深入建设，海南文化的输出和展现的直

观产品之一就是带有浓厚地域文化色彩的黎族图案再设计。文创

产品作为现代人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展现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

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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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发展至今，高度凝练出文化内涵，透过社会生活和

文化艺术产生，并回归其中，从历史典故文化传说等传统文化里

提取元素并进行再创造，是对传统文化的延续的传承，是对历史

情境的再现，是对艺术的创新和重构。当国际旅游岛建设与文创

碰撞，成为文化输出的机缘，历史文化的传播媒介。将黎族图案

作为主要视觉元素的合理提取并有效融入到文创产品中的方式值

得研究，对国际旅游岛文化传播有着积极作用。

一、研究背景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产业需要借助科技发力，依靠新

的传播平台延伸文化产业链，衍生文化新业态。”同时，我们也

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结合互联网，构建自贸港背景下，以文

化传承为目的的文创设计范式，形成本土文化传播渠道。

2009 年 10 月 2 日，“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申报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终获成功。很多古老的黎族传统技艺，如钻木取火、

树皮布制作技艺、原始制陶技艺、骨器制作技艺、干栏建筑技艺、

黎族医药，已蒙上了一层神秘而遥远的面纱。2021 年 9 月，《黎

族家园》，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荣获“剧目金奖”，

在上海连演三场，在上海刮起一阵“最炫黎族风”。 不可否认的是，

黎族传统文化还有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味道，国内外“存在感”

不强。

目前，海南正在加紧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除了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之外，还亟须提升文化软实力。海南省委统战部

常务副部长康拜英认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应该是一个有着独

特文化、可以向国际展示和输出世界级文化价值的重要窗口和阵

地。将“活化石”般的黎族图案，持续发展进一步为深入研究旅

游文创产品文化内涵对国际旅游岛的文化建设，社会、经济价值

意义等蕴含的多方面的价值意义也随之加深。

二、黎族图案与文创产品分析 

（一）黎族图案艺术特征

1. 黎族图案色彩的寓意 

色彩是黎族图案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是“具象”与“意象”

的统一。它用象征的手法表达了民族深层文化心理。不同社会，

颜色表意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往往都遵循着一套完整的体系，文

化差异并不影响社会对于颜色的划分。在语言色彩序列中，黑色

和白色都是最基础的颜色；其次是红色，也是光谱中波长最长的光；

接着是黄色、绿色、蓝色等代表着连续的光谱。色彩常被人们用

来表达情感、宣泄情绪、表明情况、标志身份和地位、预示吉凶、

祈祷保佑。因此，色彩是人们使用的另一套日常语言，向大众表

达丰富的内涵，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情感。通常以红、黄、白、棕、

咖等色为主色线，用经、纬线交叉对比，使黎锦图案色彩关系显

得艳丽多彩。在黎民的心中，不同的色彩具有不同的象征，构成

了黎族无声的色彩语言。

黎族图案色彩所传递的信息，主要包括人的自我特征、社会

特征和信仰观念。色调表现了对色彩的认知和喜好，表达了约定

俗成的观念和社会情感。驱邪求吉是其总体价值取向，即以某种

特定色彩或综合色彩，预示生活的幸福美好，表达黎们对美好未

来的期盼，和对丑恶和灾祸的规避。

2. 黎族图案的功能性

黎族图案中的纹样有丰富的变化及内涵，黎族人民生活的环

境一般在热带地区，黎族传统纹样中，动物纹占有很大的比重。

黎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有鱼纹、鹿纹、鸟纹、蛙纹，以

及牛纹等，其中鱼纹，在黎族的主要庆和祭祀活动中，都会用到鱼，

才能完整。在黎锦上绣上一对鱼儿，代表着年年有余（鱼），爱情、

生活双丰收，美满和谐之意。鹿纹，鹿在黎族人民眼中是吉祥的

化身，其在纹样中被象征着祥瑞，代表着黎族人民对于幸福平安

的生活的期盼。鸟纹也十分常见，代表了真、善、美以及自由精神，

与鹿纹类似，鸟纹同样有着吉祥的寓意。蛙纹，青蛙会把农作物

中的害虫吃掉，益于庄稼生长，保护了粮食，因此黎民百姓非常

崇拜它，被视为吉祥物。青蛙在繁衍的过程中，会产出大量的蝌

蚪，所以又有多子多孙之说。牛纹（水牛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黎族人民的精神信仰以及生活观念，水牛与黎民一同耕种劳作，

通常被黎族人当作家庭中的一份子，也象征着名望以及财富。

汉文字纹和几何纹一般不具有深刻的意蕴，但是他们的线条

搭配组合却能一线黎族人民在日常生产中的创造性。同时几何纹

也是黎族和汉族在不同时代融合而成的一种艺术作品，赋予了它

们历史和文化意义。

3. 民族精神的复现

黎族流行着“男子不捻（稻），女子不挑（稻）”的谚语。

黎族传统的社会分工，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为车水马龙的当代

都市生活提供了田园畅想。黎族的生活模式展示了浓厚的生活气

息，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及风土人情。蕴涵和折射了“男猎女织”

的劳动分工、“男女有别”的性别观念，以及以农耕、狩猎、采集、

纺织等为中心内容的古代生活范式。黎族织锦工艺专属女性的活

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女性文化。另一方面，女性还是唯一能够

掌握制陶技术的劳动者。制陶手艺传女不传男。这些都表明了黎

族妇女在黎族传统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海南旅游产业分析

旅游业是海南“3+1”主导产业之一。2022 年 11 月 27 日，

从举办的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加快推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专

场上获悉，目前海南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产业结构愈发优化，“旅

游 + 消费”“旅游 + 文化”的发展思路正不断为海南旅游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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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能。

2021 年，海南国内游客人均每天的花费达 1109 元，人均逗

留天数 4.36 天，人均花费 4835 元，其消费水平、逗留天数在全国

都是排名前列。特别是离岛免税政策实施以来，海南旅游 6 要素

“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购物消费占比已超

过 31%、弹性消费“游购娱”占比已达 38%，已接近旅游发达地

区水平。

（三）旅游文创产品分析

文创产品是传统文化的延伸，是创意思维的表现。旅游文创

是本土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在承载地域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并且吸引更多人来主动探究历史文物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

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文化产品虽已不再被广泛关注，但文创产品在

生活需求方面可成为组成部分。

在海南省博物馆、五指山民族博物馆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博

物馆大部分以展示当地特色的黎族传统文化，博物馆内有黎族相

关文创产品的售卖，黎族文创产品的整体设计过于传统，大部分

保留了黎锦的传统色彩，实用性不高。相关的民族文创产品目前

存在没有设计感、开发模式单一，缺乏创新活力、性价比低、不

实用等问题。因此，单纯以民族特色为导向的文化创意产品本身

并不能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而需要对设计进行翻新，使其具

有实用性、趣味性和艺术性，以顺应时代需求。

现代文创产品需要结合视觉艺术，使用功能，审美文化等多

方面的诉求注入设计，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消费者会通过自己的

个性和追求选择合适的消费产品，这也表明了在设计中既要体现

传统文化的价值，又要融入现代元素，以满足当下时代的审美需求，

让传统文化更好地为现代产品服务。促进现代化，地域性的文创

产品设计不断迈向新的台阶。

随着近年来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国家品牌战略、文化创意战

略等方针政策的不断推进，我国文创产业日渐强大，同时伴随消

费市场的不断升级，人们的消费理念也逐渐发生变化，从单纯的

产品消费到品牌体验式消费，从单一的生理需求消费到满足心理

需求的消费，人们对于个性化产品与文化性产品更加青睐，以传

统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品在国内“互联网 +”的背景下迅速

发展起来。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人们对于物质

生活水平的要求不断提升，人们不再只是关注自己的温饱问题，

而是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享受。这就需要将黎族图案和文创产品

创新融合发展。如何在保持和传承文化的基础上，创作出符合现

代审美和时下潮流的旅游文创产品。

三、黎族图案在文创产品中的应用

从旅游产品看，目前海南已形成由国际国内品牌酒店、主题

酒店、经济型酒店和民宿等组成的旅游住宿供给体系以及由旅游

度假区、景区、旅游小镇等为主要载体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当

下黎族文创产品的种类开发种类稀疏，市面上相关性的旅游文创

纪念品、手工艺品、特产等文化特色不够鲜明，设计感相对较弱，

经过近几年文化创意产品的发展的动向和市场调研，发现网络环

境下，新的创意形式正逐步呈现出一种成熟的姿态。而想要从传

统的黎族文创过渡到能被大众所接受的黎族品牌文创，其中需要

作出很大的改变，黎族品牌文创产品的设计将从文化生活类衍生

品开发运用入手。

设计生态化、非物质化、艺术化，是当代设计的主要发展趋势。

1. 元素提取创新：（1）简化元素，增强趣味性。强调节能实

用性，摒弃无用的功能和装饰，创造出生动形象，回归经典的简朴。

保留一些识别度高的图形轮廓，并对平面化、色彩化、偏平化设计。

（2）呈现复古的风格。使用高科技环保材料，创造出让人感觉温

馨、舒适、利于亲近的设计。（3）运用天然的原材料，不经刻意

加工、修饰原生态地体现在文创产品设计中。

2. 人性化情感化设计：黎族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其

中复杂多样的风俗文化在短期内是很难完全被人们所熟知的，如

果能把它转化成一种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艺术形态，受众就会更

乐意主动地去了解他。所以，在这一进程中，要强调其实用性，

通过文化创意将其文化意义展现出来，从而给消费者带来有效的

文化消费空间。利用现代设计智慧融合黎族传统文化和现代美学，

更好的传承和发展黎族文化。

3. 图形的提炼与设计：图形的设计根据现代化审美趋势走向

进行更新，在对黎族文化元素与现代创意图形转换方式上主要采

用扁平式风格，图形设计以图形的简洁化为主，抽象化为辅的设

计方法来进行创新设计。一个成功的设计是设计师对人文环境问

题高度认识的体现，也是设计师在开发、创作中创造性、知识和

相关经验的精华所在，更体现了他们对自己生存环境的热爱，呼

唤着人类的良知。

黎族在其悠久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艺

术和文化。其中黎族传统图案内容广博，承载着民族的精神，传

递着民族的认同感和文化共识，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将黎族传

统图案的保护与文创产品设计结合，是黎族传统纹样发展与传承

的一种必然形式，将乡土的元素添加到设计中，也为独具特色的

文创产品设计推波助澜。黎族图案作为本土设计中很有代表性的

出现，毋庸置疑，成为设计发展的新思路。民族文创，加强了对

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为后续的研究、文化的传播与开发

提供了更广阔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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