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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当今社会，“少即是多”的理念愈来愈被年轻

人所奉行，在设计领域，更简化成为一种潮流趋势，无

论是各种大公司的标志，还是小商品的包装都愈发精简，

线性插画更受大众所喜爱。1

目前，国内以三星堆文物为主题的相关文创产品形

式较为固化且范围小众，将线性插画与三星堆遗址文化

进行巧妙结合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一、线性插画的兴起

（一）线性插画溯源

线性插画主要以线条的排列转折、粗细变化、疏密

节奏来表现物体的体积感与空间感。回望绘画历史，有

众多名家以线条来表示其艺术风格，例如吴道子画衣服

时，使用灵动飘逸的线条来表现，被称为“吴带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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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仲达使用紧贴肌肉线条来表达衣褶的态势，被称为曹

衣出水。在中国画技法中，也有“白描”的风格存在，

指单用墨色线条勾描形象而不藻修饰与渲染烘托的画法。

因为线条本身富有力量感与节奏感，通常只需要极少的

颜色加以辅饰，就会展现出极佳的艺术效果。

（二）线性插画的表现形式

在当今社会，“少即是多”的理念愈来愈被年轻人所

奉行。在设计化繁为简的过程中，线性插画更受大众喜

爱。线性表现手法在视觉设计中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标

志、图形、海报、网页、UI 等均有应用，因其简洁、直

观的特性，又可以与简单的基础图形构建出活泼、流畅、

优美的线条，既给视觉效果增加了生命力，又能更好的

表现设计中的趣味性、情感化与识别性。

二、三星堆遗址文物梳理

（一）三星堆遗址文物的发掘历程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带给人们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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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在考古学界中，人们以“人类 20

世纪最惊人的考古发现”、“长江文明之源”、“世界第九

大奇迹”，来评价三星堆文物遗址的发现。

在 1920 年，农民在耕地过程中，发现一坑造型奇异

的玉器。因发现玉器所在地有的三个小山包，如三星分

布熠熠生辉，因此命名为“三星堆。”

因三星堆被发现时，科学技术不完善、人们文物保

护意识也比较薄弱，为更好的保护文物免遭再次破坏，

初次挖掘仅持续了 10 天。直至 1963 年时，三星堆才再次

走入考古专家的视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三星堆迎来了其长达 20 年的大

规模、连续的、重要的挖掘时期。正是在此期间，先后

挖掘出了两个祭祀坑，并发现了青铜神树、金仗、青铜

纵目面具等令世界叹为观止的重要文物。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考古工具和仪器

的愈发精密，在挖掘三星堆文物的过程中，考古科研人

员可以更加真实的保留文物其原始的物质形态，减少在

挖掘过程中对文物的损坏。例如，在 2019 年，在三星堆

遗址中发现的金面罩，它远超同时代的制作工艺，精密

的抛光方式，都完美的保留了下来，成为历史与考古研

究的重要资料。随着对三星堆保护式发掘的不断推进，

其沉睡千年的美丽也将逐步展示于我们眼前。

（二）三星堆遗址文物的形式美

三星堆所出土的文物隶属于三星堆文化，位于四川

省德阳市广汉市，其最早可溯源至公元 2800 年至公元

前 1100 年的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所出土的大量珍贵文

物中，以金属器物最具代表性，青铜器、金器所打造的

器物形态各异。双目突出，双耳夸张，嘴角扩至耳根的

“青铜纵目面具”；有动作写实生动的“铜跪坐人像”；

也有篆刻有兽纹的“铜铃其生动写实，是中华艺术文化

中的瑰宝。

（三）三星堆文物的观念意义

以祭祀神坛为例，其中三层神坛的设置与楚墓帛画

中的天、地、人类三层世界观念极为相似。神坛底层是

有翅尾的兽：中层是带有花冠的神巫，他们是链接天地的

桥梁：顶层两神鸟特立，人面鸟身，更显神秘与庄严。这

是人类原始的，对神的崇拜，是最原始、朴素的宗教观。

自然崇拜是早期人类最原始、最基本、最本能的信

仰之一。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是我们了

解和研究这一“自然崇拜”习俗的实物标本，它表现了

四川古代对树木的敬畏和崇拜。“树崇拜”习俗是原始人

最普遍的“自然崇拜”信仰之一 [1]。著名人类学家，原

始宗教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爱德华·泰勒，在他的著作

《原始文化》中写道”当时人们把每棵树看作是有意识

的个体，而后者则是对它的崇拜和献祭”。神树被认为是

“生命之树”它代表了生育、成长、生殖、继承等意义，

成为原始人类普遍崇拜的对象，体现了他们的原始自然

崇拜观。

三星堆中的一种容器形状比较特殊，它们看起来有

点像人的眼睛，被称为“眼形器”[2]。眼型器械可分为三

类：第一类为菱形，第二类为上下两部分，每部分由钝

角三角形组成，第三类为十字形，基本上由四个相同的

直角三角形组成。通过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模型，我们可

以深刻理解人们对几何学有着清晰的认识，并将其应用

于物体的创造 [3]。

三、三星堆遗址文物文创产品设计中线性插画的

尝试

（一）选题背景

在阅读关于工艺美术史的相关书籍过程中，我了解

到在金属等物品上呈现出的特殊纹样的锻造方式，并因

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想通过一种更加前卫、新颖的方

式去表现中国传统的纹样 [4]。在观看，《国家宝藏》时，

有一期关于对三星堆相关文化的解读，让我印象深刻，

并对三星堆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21 年 1 月，三星堆遗址出土了黄金面具。其神秘

的外表与独特的造型引起了我的注意，结合此次毕业创

作的平台，我想到了以“解密三星堆”为题，进行一系

列的毕业创作。

三星堆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面积最

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古文化遗址 [5]。作为华夏子女，民

族文化深植于我们的血脉，为了让年轻人更好的了解传

承中华文化，我将毕设重心聚焦三星堆文化。课题通过

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背景的解析，出土文物的观察与研

究，并佐以我个人的理解与分析，最终得以完成，并以

毕业设计展的形式呈现 [6]。希望通过我的作品，可以让

大家发现身边被忽略的传统文化中的形式美、技艺美、

文化美。提高同学们对三星堆文物和其它历史文物的兴

趣，并从中吸取更多的创作灵感与文化内涵。

（二）解密三星堆

一月到四月是初期对创作所需要的素材收集阶段，

我主要选取了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文物，分析他们的造

型、图案，理解归纳其内在结构，并确定使用线性插画

的形式，展现其效果。四月到六月是效果图制作阶段，

对于确定将要展现的物品，运用 AI、3D max、AE、PR、

PS 等方式进行效果图制作，力求展现其最精美的视觉效

果。六月初到六月十一号是实物制作阶段，我使用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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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一系列元素来制作相对应的衍生品，我的作品呈现

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别：使用树脂材料制作呈现；使用

3D 打印技术来等比例复刻金面罩铜人头像、青铜大立人

像与青铜纵目面具；使用油画布灯箱，用 led 灯来展现三

星堆线性插画；使用宣纸，在上面绘制图案，制成灯罩；

使用布料，制作帆布袋；使用真丝制作丝巾；使用亚克

力材质，制作三星堆立牌与钥匙链；使用珠光纸制作的

卡片插画等。

四、线性插画在三星堆遗址文物文创产品中的价值

（一）科技手法再现千年盛世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科技社会的高速发展，机

械化和大工厂作业的背景下，传统工艺流失的现象严重。

国家在近几年来大力发扬传统文化，弘扬国风，使传统

文化焕发新的活力在新时代，文化产业蒸蒸日上。在传

统的元素上使用现代化的元素表现，将时代流行色加入

其色彩搭配，使其展现出新的风貌。

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文物以金属器物为多，主要以

实用为主，兼具审美特征 [7]。将三星堆文物以当下流行

的线性插画这一艺术形式相结合，并用现在流行的衍生

品表现形式为载体，色彩搭配鲜明时尚，内容形式新颖，

载体丰富。既可在油画布上与灯光或染织作品相结合，

又可与树脂、亚克力、珠光纸等载体相结合，其方法独

特多样，不拘一格，使形式内容原本单一的金属工艺随

时代发展而逐渐适应新时代。三星堆所出土的物品，不

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基因，同时又具备独特的艺

术表现手法和审美趣味性。这是传统工艺中不可或缺的

两个重要因素，但其内容和形式当随时代的发展而符合

新时代的审美特征。

线性插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以线条来归纳物体

的外形轮廓美和内部特征美。外部轮廓美是通过连续、

流畅的线条媒介记录物体的优美轮廓。各类形状不一的

物品，通过对外形的准确记录，表现其轮廓优美的线条

和张力。细部特征美是通过细致的、点状的线条刻画物

体的细节部分，达到更生动的艺术效果表现。再使用浓

淡变化和色彩变化真实刻画，物体、花纹、图案等细部

特征，充分展现物体的层次感、空间感和艺术美感。

（二）还原被忽略的视觉秩序

就目前而言，国内以三星堆为主题的相关艺术衍生

品形式较为固化，且受众的消费群体范围较小。三星堆

所出土的相关的产品造型结构也相对单一，关于其衍生

品设计与制作也相对小众。我将三星堆文化与线性插画

表现形式相结合，将其运用到日用品、服装、灯具及室

内装饰品等范畴，提升三星堆相关艺术产品的实用性。

三星堆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灿烂星河中熠熠生

辉的恒星，其独特的艺术特点，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

都受到大众的喜爱 [8]。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很多的人关

注三星堆文化，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来到三星堆博物馆

进行参观，所以说，有关“三星堆”的文化所创作的艺

术衍生品会受到追彭，其相关制品会受到喜爱历史、艺

术、古玩等人群的欢迎是必然的。

五、结语

历史和现实都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

创造力与文化影响力。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靠的不仅是坚

守本根，更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9]。作为新时代的年

轻人，我们更应将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为己任。将线性

插画与三星堆遗址文物巧妙结合，衍生惊艳的文创产品，

解密三星堆的神秘文化，还原中国古文化遗址的千年盛

世场景，是新时代设计师的责任与担当。中华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血脉基因，通过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增强我

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自信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是

为了更好地奋斗，是为了更好地设计创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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