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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叙事性的陶瓷文创产品设计研究关键思路分析
占 美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摘 要】若能基于叙事性思路来展开陶瓷文创产品设计，将帮助设计者从多角度对陶瓷作品进行完善，使产品能具备

丰富内涵。本文阐述了叙事性设计方法的内涵，并就叙事化理念在陶瓷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具体应用实践展开探究，以期能为

陶瓷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提供更多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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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因此人们对于文创

产品内涵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文创产品作为集科技创意文化

为一体的产物，却存在着产品开发思维僵化、同质化现象严

重等问题，而想要解决现存问题，在产品设计之初除要关注

外部图案及形态之外，还要确保其中蕴含深刻文化内涵及精

神品质。这就需要设计人员转变原有思路，可尝试基于叙事

性方法投入到文创产品设计中，以赋予产品新的活力，使之

能满足现代消费者的多元化、个性化要求。

一、叙事性设计方法概述

叙事性设计是指在艺术品设计过程中，通过应用叙事学

研究方法，以符号元素对叙事主题进行表达，并要通过多种

设计手法及叙事风格，使人与物、人与环境之间能建立起联

系，实现信息和情感方面的交流。其是以设计理念、形式来

传承我国传统的文化内容，并使人能从中获得深刻的情感体

验。

历史事件与社会文化有必然联系，而在生活用品设计过

程中利用叙事性方法，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背景的一种创新

性传承。叙事性设计强调的是，产品设计中应当包含自身对

于生活的思考，并要以简洁形态、适当的表达形式对其中蕴

含文化内涵进行传达，其能有机结合现代设计与历史传承，

有机统一物品的使用及审美价值。叙事性设计方法主要包括

如下几点内容：

一是叙事主题。需要提炼及升华叙事内容，以突出叙事

主题，可根据产品文化特征以及结合相应历史语境进行符号

元素的提炼，并找出代表性内容来实现对叙事主题的表达。

如可以尝试挖掘产品自身文化内涵或相关历史背景，将其与

社会和人之间关联解读出来，有机统一产品和语义表达，以

使产品价值得以提升。二是叙事结构。对于产品设计来讲，

叙事结构是其表现形式，不同产品都有其叙事的文化图式，

这一图式是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记录，人们也可以

通过叙事性方法找到其规律本质，以对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更

深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构建叙事化设计路径。三是叙事情境。

叙事情境的建立能使人们在接触产品之后，通过对形态、色

彩、纹样、标识的感受，体会到其中包含的社会历史内容、

内在情怀以及设计者理念，进而对产品有更贴切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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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传统陶瓷艺术叙事性

我国传统陶瓷创造艺术风格独特，同时具有民族性、地

域性、人文性以及艺术性特点，且其造型诸多，包括了人物

造型、建筑造型、器皿以及动物造型等，其是通过作品来对

特定主题进行呈现，以对社会现实内容进行反映。

（一）符号元素

传统陶瓷艺术当中往往是通过符号元素来体现叙事主

题。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陶瓷艺术，原始人会在彩陶

当中描绘生活中接触到的动物形象，也会利用动符号元素来

进行陶器的装饰，或是按照猛禽形式塑造器物，如人头形器

口彩陶瓶，面容肃穆，让观看之人仿佛回到远古时期。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出土于大地湾，其展现的是落落大方

女神形象，也是对鲜明艺术水平的一种体现，通过在器物中

融入人的符号元素，创造出人与器皿相结合的艺术作品，这

一神像陶瓶的塑造，体现了女性与陶器制作的关系，也反映

了当时社会女性为主宰者以及生命繁衍的主要力量。这一陶

瓷作品当中人与神这两种叙事题材相呼应，能够赋予作品无

穷力量。

骑驼乐舞三彩俑出土于陕西西安，其中人与骆驼比例关

系巧妙，造型优美，釉色装饰比较鲜明。这一三彩俑中的骆

驼昂首挺立，背上的男子有胡人、汉人，中间胡人着绿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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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似在跳舞，其余四人姿态各异，手中仅留下琵琶乐器，似

在演奏。这一陶艺作品中人与驼的比例较为夸张，五人能在

驼背上坐着起舞弹奏，在看到此物之后人的思绪仿佛回到千

年的唐都长安，对长安的繁华有所感悟。也可联想到丝绸之

路的驼队，感悟到唐代开放包容的政策。这一出土的陶瓷文

物是对丝绸之路历史和故事的默默诉说，也使世人能从中获

得更多的想象。因此现阶段三彩骆驼也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符

号，是对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繁荣的一种体现。

（二）表现形式

陶瓷艺术能将所在时代的风俗文化、物质文化等充分反

映出来，其叙事结构体现在表现形式上，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审美特征与形式语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陶瓷艺术也从之

前的写实风格转变为写意风格，表现形式更倾向于带有内容

或意味，在表现方面也更倾向于动态或是精神状态，细节的

刻画也将减弱，更加关注的是陶瓷作品神韵的体现，通过夸

张变形手法提升瓷器造型的生动性，使之更加简洁明快，以

将陶瓷艺术作品的神韵和写意特征充分表现出来。陶瓷造型

方面也有机结合了捏塑和模制，这一塑造方法能使效率得以

提升，且作品不会被完全模化，作品线条更加简洁，比如说

瓷器上乐舞俑的造型展现的是瞬间动作，整体造型由一条主

线贯穿，好似无形之线蕴于形体运动中，是对生活瞬间的一

种记录。

传统陶瓷在客观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很好的处理了神似

与形似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外在形态来对陶瓷的内在神韵

进行体现。

（三）故事描述

传统陶瓷艺术品种也会对某一故事展开描绘，其在塑造

过程中关注的是神情的刻画以及动态形象的重现，可以故事

描绘方式来对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进行呈现，使得陶瓷作品

感染力极强，成为叙事情境重要的要素，也是对历史事件前

因后果的一种呈现。传统瓷器作品中会绘制昭君出塞的故

事，之所以刻画这一题材显示了统治者对和平的向往，也是

对我国传统女性开明勇敢、无上风骨的一种想象。瓷器上刻

画的昭君手捧乐器，骑在马上表情毅然决然，瓷器上所描绘

的昭君之美更多的是心灵之美，同时瓷器中也有其他人物形

象也异常鲜明，为受众再现了昭君出塞，为和平做出贡献的

历史画面，这些瓷器中的图像生动形象，是对当时历史事件

及国家所处环境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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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叙事性设计在文创产品中的应用原则

（一）内涵性

叙事性设计在文创产品中的应用，要以创意设计在产品

中融入文化和历史元素，确保产品当中能蕴含深刻的文化内

涵，之后再以独特的工艺材质将产品的艺术表现价值充分呈

现出来。因此说实际设计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内涵性原则。

（二）合理性

影视作品会有贯穿其中的主线所在，以揭示故事前因后

果，只有前因后果完善才能完整地呈现出故事线，这样的故

事情节才具有吸引力，内容才更具有可读性。而文创产品设

计也应有其主线，确保产品的设计在时间、空间、因果方面

具有逻辑性，其中蕴含的故事合理，这样才能更具有吸引力。

（三）创新性

时代在不断的发展，文创产品也要不断的更新，这样才

能符合时代发展要求。虽然近几年文创行业获得了空前发

展，但产品却呈现出低质化特征，无法吸引消费者，导致销

量甚微；虽然也有部分消费者会购买文创产品，但多出自于

支持文化传承，与产品吸引力无关。因而文创产品设计过程

中必须要秉承着创新性原则，有机结合现在大众的实际需求

与传统文化，并要确保产品有足够的创意，这样的产品才能

更具有吸引力，销量才能有所提升。

四、基于叙事性的陶瓷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在现代陶瓷文创产品设计过程中，也可以借鉴传统陶瓷

艺术的叙事性元素，以设计出更具有内涵和表现力的文创产

品，以吸引更多的受众。

（一）“徽蕴”文创茶具设计

徽州茶文化底蕴丰富，历史悠久，徽州人在三国时期就

已种茶制茶，徽州茶道提倡四德，即敬、和、俭、静，从其

茶道特征当中可以提取到相应的叙述主题—“如诗如画”。

在对叙事主题进行明确之后，可投入到文创产品设计叙述研

究当中，茶具设计的过程中可以充分考虑徽派建筑特点，以

木质和陶瓷作为载体，并确保整体表现形式贴合与徽派建筑

形式，在实用性具备的同时，也要能够将其艺术性功能凸显

出来。

思路确定之后提取元素，可以以雀尾飞砖造型形态这一

元素为载体来设计茶垫、茶壶盖等，或以石墩造型形态来设

计茶叶罐、茶壶、壶身、茶杯，也可以砖瓦的排列叠加方式

这一元素作为载体设计茶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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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设计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到徽派建筑的特点，灰黑白

是其最基础的色调，在呈现出建筑厚重感的同时，又具备清

爽的特点，且其所应用的材料主要为当地的砖石、竹木，原

木色为其主要点缀色，呈现出施法自然的韵味。茶具颜色选

择上要尽量选择黑色、白色，材料原有纹理颜色也要尽可能

予以保留。颜色的搭配也要讲究和谐，确保总体色彩简洁大

方，也能相融于周围景观。

材质设置方面应当有机结合陶瓷与木质，以营造粉墙黛

瓦的效果，这样人们在使用茶具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身临其

境之感。材料以及简单色调的选择，可使茶具这一产品的厚

重感得以增加，也能对徽州建筑文化底蕴进行凸显。

这一文创茶具的设计运用了叙事性设计方法，能够将徽

派建筑的意境之美充分展现出来，而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状

态之下，若能偶尔约得三五好友，使用“徽蕴”茶具共饮一

杯茶，谈谈过去与未来，闭上眼睛享受的过程中就仿佛真的

置身于徽州，体会到其茶道意蕴，获取到自然宁静之感。好

的茶具设计不仅能具有美感，也能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体会

到徽派建筑文化，并引发其情感共鸣
[5-6]

。

（二）“梦回西游”系列陶瓷产品设计

西游记这一神话故事家喻户晓，其是以大唐玄奘法师西

天取经作为创作背景，叙事题材属于宗教类，是对唐玄奘前

去西天取经整个过程的叙述。故事中不同人物有其独特的精

神，包括勇于抗争、不畏邪恶势力、坚强勇敢等，而这些均

是对传统文化内涵的一种体现。玄奘法师历史上真实存在，

其去天竺取经也属于事实，而宋代的磁州窑瓷枕也曾以西游

记故事为装饰题材，上面有齐天大圣、唐三藏、猪八戒的人

物形象，另一瓷枕上有师徒四人形象。而在“梦回西游”系

列文创产品设计过程中，可以尝试借鉴宋代磁州窑瓷枕，可

抽象概括师徒四人的形象，将其符号化元素提取出呈现在陶

瓷载体上，使这一系列产品在具有实用性的同时，也能具备

艺术性。

此类产品的创设能将西游记反映的社会现实体现出来，

也可以尝试提取西游记中的妖魔、神佛元素，但主体造型还

要以师徒四人的形象为主，同时在对人物形象特点进行提取

之后，结合现代受众群体展开视觉化处理，比如说以红黑白

作为釉色，使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还要赋予设计的产品

多元化的实用功能，比如说可以设计饰品挂、磁力吸、手机

架。设计风格应当尽量简洁化，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同时，要确保功能搭配的合理性，能被应用在现代人办公环

境当中，有机结合产品设计的审美性与实用性。

此外，在梦回西游系列陶瓷产品设计叙事情境上，要尽

量的靠拢于玄奘法师天竺取经的真实历史文化，描绘相应的

故事背景：我国与印度间有一望无垠的沙漠，且横亘着喜马

拉雅山，唐朝时期的交通并不像现在这样发达，而想要完成

从中国到印度的旅行，实为艰难。因而当时的人对于玄奘法

师能从中国艰难跋涉到达印度十分惊异，玄奘法师的旅行见

闻经过在经过无数人传诵之后，很多神秘成分也被加入其

中，而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等人物以及八十一难这一事

件也被融入其中，之后玄奘法师的旅行神话在经过口口相传

及文学描述之后，成为我们今日所非常熟悉的西游记
[7-8]

。

结束语

总之，想要设计出具有深刻内涵与吸引力的文创产品，

改变现阶段文创产品低质化的现状，就要赋予文创产品叙事

性，这样的产品才能和用户之间产生情感共鸣，满足现代人

多样化的需求。而在基于叙事性方法进行陶瓷文化设计的过

程中，一定要秉承内涵性、合理性以及创新性等原则，并要

结合现代社会发展背景与人们需求，科学运用叙事性研究方

法，以为陶瓷文创设计水平的提升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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