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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佛山武术文化融入南海藤编灯具产品的创新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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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针对目前南海藤编的技艺传承陷入困境，藤编产

品创新不足、传达的文化内涵单薄，产品趣味性的缺乏使藤编不

符合大众审美，导致市场化弱等问题，提出将佛山武术形态以及

现代设计方法融入藤编的产品创新设计中，在更新样式的同时赋

予文化内涵，使产品兼实用性、审美性、文化性于一体。方法对

佛山武术文化资源进行整理与筛选，从中挑选最具识别度与艺术

特点的武术形象代表黄飞鸿，以及其经典武术招式作为设计元素；

对选择的文化资源进行动态符号、意象符号归类，然后将其转化

为视觉符号，利用借用、隐喻的设计方法对符号进行再设计，最

后融入到藤编灯具产品的设计之中。结论从结合其他传统文化的

设计元素、使用新设计方法等途径，探讨南海藤编突破当前瓶颈、

重焕生命力的可能性。同时，也为其他技艺的传承与文化的传播

提供新的方式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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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二十大会议号召坚持保护、创新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丰富文化资源，提升文化自信。振兴传统工艺、传承非遗文化一

直是国家与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南海传统藤编手工技艺作为广

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强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对于南海藤编技艺等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响应国家号召、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之一。

当前南海藤编技艺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产品样式未能符合现

代审美需求，产品设计同质化，缺乏对于佛山本地文化内涵的传

达等困境。本文针对以上问题，以南海藤编的灯具产品为例，提

出南海藤编产品的设计创新策略。

一、现状分析

要促进藤编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就需要深入挖掘出其现存问

题以及佛山的文化潜力，从而更好地进行融合与创新设计。

（一）南海藤编的产品现状

1. 款式设计创新不足：款式的创新目前还在探索阶段，在设

计过程中对产品功能性注重的同时往往容易忽视产品的美观性与

文化内涵。如何激发藤编设计创新力，使藤编产品更好地融入当

今生活、符合当代审美，是传承与发展南海藤编技艺的关键问题。

2. 缺乏文化内涵：近年来群众在精神需求上的不断提升，除

了功能性外，文化内涵对于产品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在设计过程

中应深入探究文化与产品之间的结合。南海藤编根植于佛山，是

佛山文化的一部分，但在产品中未发扬佛山本土特色，与其他地

区的藤编产品大同小异，同质化程度较高。

（二）佛山武术文化的运用潜力

佛山是中国南派武术的发源地和繁荣地，著名的“武术之乡”。

佛山的武术形态多样，早期发源的目的是保家卫国。有统计称，

全球“佛山武术人口”超过一千万。佛山咏春拳、佛山无影脚等

功夫已成为世界各地“中国功夫”的发展根基和中华民族振奋的

亮点之一。佛山功夫早已深入于民间的生活之中，是人们强身健体、

娱乐活动、庆典仪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因此，佛山武术具有较大的文化潜力。受众面广、认知度高，

更体现了自强不息、持之以恒的力量品质，承载着爱国主义精神。

是佛山地区的特色文化，也符合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

要求。

二、将佛山武术文化融入南海藤编产品创新中的意义

佛山武术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与主流思想

相结合是弘扬该文化的一条重要道路。以藤编的灯具产品为例，

将武术文化融入到南海藤编灯具产品创新设计中，借助其武术形

态丰富藤编的造型特点，同时也可以通过藤编产品设计提高武术

文化的传承能力、拓宽武术文化的传承途径，使两者更好地融入

到现代生活与审美中，利于南海藤编与武术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一）借助武术形态丰富藤编产品的造型特点

佛山文化历史悠久、形态具备多样化的特点，是设计师在设

计过程中提高藤编作品美感的重要资源。可以给予使用者最为直

观的意识形态表达。运用佛山本地文化提升藤编产品的辨识度与

产品设计水平，以丰富对佛山的感官，提升作品的造型美感。

（二）融入藤编产品设计提高武术文化的传承能力

越来越多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广受欢迎，是因

为文化提升了其附加值。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藤编产品还应

该承担起宣扬与传承本地文化的责任，用喜闻乐见的形式传达出

来，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中。将武术文化融入藤编灯具设计中，可

以开辟武术文化其他的传承路径。

三、佛山武术文化融入南海藤编产品创新设计的策略

为更有力地打造佛山武术文化的影响力、将其融入到藤编灯

具产品设计中，进行二次振兴。文化元素的选取需要一个强而有

力的武术形象作为代言。黄飞鸿是佛山武术文化的代表名词。出

生于佛山南海，是清末民国的武术大师。黄飞鸿本人的武术和精

神广为流传，在通过多部影视作品的传播后，其个人形象深入人心。

在设计中可以以黄飞鸿形象为切入点，提取武术动态符号以及武

术意象符号，融入设计中。

（一）选取武术动态符号

从动态角度来看，武术是一种“动态”的身体符号，借身体

的动态传承博大精深的文化，映射武术精神。黄飞鸿的武功招数

众多，拥有各式各样的动态符号。最著名的招数有虎鹤双形拳、

无影脚以及工字伏虎拳。虎鹤双形拳模仿动物形态，取虎之“劲”

和“形”，取鹤之“姿”和“意”；无影脚是黄飞鸿独创的一种脚法，

特殊之处在于突出攻击身体下盘的技巧；工字伏虎拳是洪拳的基

本拳法，特点是腰马稳健、进退有规，以步进退成“工”字形得名。

这三种招式是经典的功夫招式，可以作为动态符号的设计资源。

（二）挖掘武术意象符号

武术的意象指的是习武之人所形成的人文精神。武术之美即

在“意象”，是超越了外在之“术”而对形而上的“道”的人性

探索和精神诉求。武术人文意象主要包括武术人物意象、武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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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象、武术精神意象等。

武术人物意象指武术人文志士的社会担当与正气弘扬的形象

展现。如黄飞鸿的形象与事迹是武术精神的代名词，成为“武术

人物意象”；武术典故意象指的是承载着社会风尚、文化传统以

及人的思维方式历史故事。如“击毙恶犬”的典故令人不约而同

地想起光绪二年，一英国人携带一头大如牛犊的狼狗，在香港上

环大笪地设擂台向华人挑战，许多人被咬伤。黄飞鸿不甘国人受辱，

从广州抵达香港，用“猴形拐腿”一举击毙狼狗，名扬香江的故事。

这些历史典故不免让人们联想到黄飞鸿正直勇敢、保家卫国的武

林精神，成为人们抒情怀感的审美意象；武术精神意象是经过社

会沉淀而形成的精神品质，包括武术礼仪、武术道德、武术侠义

等意象系统。如仁人志士通过武术保家卫国、除暴安良所折射出

的“爱国主义”“保卫民族”等社会责任与社会道德。

综上所述，黄飞鸿的形象提取可以从武术动态符号以及武术

意象符号出发。武术动态符号以虎鹤双形拳、无影脚、工字伏虎

拳为设计资源；武术意象符号以黄飞鸿的典故、保家卫国的社会

责任与道德为切入点，融入到南海藤编的灯具产品创新设计中。

（三）使用借用、隐喻设计方法将武术的动态之美融入藤编

灯具产品设计

在提取了武术文化符号后，使用借用、隐喻的设计手法融入

藤编灯具的设计创新中。借用即是把文化符号图形按原有的形式，

或是抽象提取文化符号、视觉符号，地运用到产品之上；隐喻即

对符号象征性的运用，对符号的语义进行深度研究，转化为视觉

符号。体现为对符号打散重构、赋予新的材质。黄飞鸿的四个武

术形态“无影脚”“虎鹤双形”“工字伏虎拳”，以及“击败恶犬”

的形象，通过简化、抽象的方式形成以线条、块面为主的视觉图形，

融入到藤编灯具的设计中。

图 1 设计过程分析图

第一个设计将佛山无影脚的招式作为动态符号的设计资源，

其动态形象可转换成用直线与折线代替的几何图案，形态简化，

并配合三角形、正方形等基础形态重构以设计出新的造型。简洁

的线条也能体现出无影脚的形态之美。赋予藤编材质，应用在灯

具设计之中。将传统的武术形态、藤编材料与现代设计相结合，

使人通过该灯具联想到佛山武术文化与精神。

将虎鹤双形拳作为第二个灯具的设计资源，首先将其形态打

散，形成抽象简化的造型；其次，对抽象造型进行重构。使用对

称的手法，在灯泡两边设计虎鹤双形拳的姿态，呈现武术形态与

中轴线对称之美感；最后，对新造型赋予藤编材质，以形成新的

视觉形象应用在台灯设计之中。

 第三个灯具设计以工字伏虎拳作为设计资源，首先把动态打

散进行简化的同时仍保留原本的形态；其次，赋予黑色金属材质，

台灯其余部分使用藤编为材料，属于传统材质与现代材质的再结

合；最后，利用光影效果渲染氛围。灯泡在台灯的正中央，外部

包裹层使用镂空技术，武术造型为实心图案，光则可以透过镂空

的地方将工字伏虎拳的形态之美映在墙面上。以巧妙的方式传承

武术文化与藤编技艺，给予受众独特的视觉观感。

第四个灯具设计以击败恶犬的典故为意象符号，将其打斗的

招式进行记录，人物的动态与姿势不变，把图案打散重构并进行

简化，配合正方形和三角形等基础形态以设计出新的造型。对新

造型赋予黑色金属材质，形成新的视觉形象应用在吊灯设计之中。

该设计将传武术典故、藤编材料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在吊灯设计中，

由于其造型中有武术招式的线条感存在，使人们通过吊灯能联想

到黄飞鸿的典故与武术精神，藤编材料的运用使该吊灯也更具备

了佛山文化特色。

综上所述，对于佛山武术形象的提取可以从武术招式的动态

符号以及武术的意象符号出发，通过借用、隐喻的手法将视觉符

号进行形态简化、打散重构、材质创新形成新的视觉形象，进行

藤编的灯具产品设计，从而更好融入到现代审美与现代生活当中。

上文的四个藤编灯具设计的效果呈现也存在一定的递进关系。如

无影脚造型的灯具设计更多在于对于造型符号本身的运用；虎鹤

双形拳造型的灯具设计注重的是对于造型符号与对称手法的结合

使用，重构意味更浓；工字伏虎拳从灯具的特性出发，结合材质

与遮挡关系，使其造型表达呈现出光影效果，氛围渲染感更强；

对于意象符号的表达更注重故事本身的叙述，结合金属材质，在

表达故事场景的同时也体现了黄飞鸿刚正不阿、勇敢果断的侠义

精神。

四、结语

武术文化的形态之美能够丰富藤编产品的造型设计，同时能

提高武术文化的传承能力。本文以藤编灯具产品为例，将佛山武

术文化形象、南海藤编运用借用、隐喻的手法融入到日常所需的

灯具设计当中，希望解决当下南海藤编产品创新不足的问题，并

赋予其文化内涵，使南海藤编产品具备实用性、审美性、文化性

于一体，从而更好地融入到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为我

国其他非遗传统文化和艺术表现形式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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