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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隆兴寺建筑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路智轩　姚舜烜　江悦琳　路阳　杜晨阳

华北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河北唐山　063200

摘　要：隆兴寺位于国家历史名城，与北京、保定并成为“北方三雄镇”的正定，隆兴寺俗称大佛寺，是全国首批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隆兴寺的建筑元素蕴含深厚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通过研究其鸱吻、斗拱、牌匾等构件，

可挖掘其在文创设计中的应用潜力，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为隆兴寺文创设计开辟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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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兴寺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始建于隋朝，距今已

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寺中造型独特的宋代建筑摩尼殿，

被古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誉为世界古建筑的孤例，本文从隆

兴寺建筑元素在文创设计中的应用角度出发，探讨艺术设计

视角下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研究如何将隆兴寺的建筑元素

与现代文创设计融合，保留其特色与风格同时赋予产品新形

式与功能，实现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与发展。

1. 隆兴寺的建筑元素

1.1 隆兴寺简介

隆兴寺，别名大佛寺，位于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

县，是国内现存时代较早、规模较大且保存完整的佛教寺院

之一。始建于隋开皇六年（公元 586 年），历经唐、宋、金、

元、明、清各代修葺增建，形成了现今东为僧徒起居之处、

中为佛事活动场所、西为帝王行宫三路并举的建筑格局。寺

内建筑主次分明，高低错落，气势恢宏，拥有大悲阁、摩尼殿、

转轮藏阁等众多珍贵殿阁，以及千手千眼观音像、倒坐观音

等艺术瑰宝，是研究中国古代佛教寺院建筑布局和佛教文化

的典型实例，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并获批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寺内东北侧建有集文物展示、旅游休闲为一体的明清

式园林——龙腾苑。龙腾苑占地四十余亩，古迹荟萃、风景

优美，有北朝石造像、金代广惠大师经幢、元代壁画墓、明

代龙泉井亭和“三世中丞”石牌坊，同时还会欣赏到紫虚山、

明远亭、龙吟榭、千秋鉴园、春荫亭、延光堂等园林景观。

环游其中，仿佛走入美丽而深邃的历史画卷。

寺庙建筑布局严谨而富有变化，采用了中国传统寺庙

的典型布局手法。寺庙坐北朝南，以南北中轴线为中心，主

体建筑依次展开。中轴线上的建筑从南到北依次为天王殿、

摩尼殿、戒坛、转轮藏阁、大悲阁等，形成了宏伟壮观的建

筑群。东西两侧还分布着配殿、僧舍等建筑，与主体建筑相

互呼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寺庙建筑群。

戒坛位于摩尼殿北方，为一座亭台式建筑。从外面看去，

戒坛三层四面，第一层每一面有六根廊柱，廊柱之上是斗拱

结构支撑着整个戒坛的大屋檐，戒坛屋顶为攒尖式屋顶，四

条屋脊，每条屋脊上有六只神兽。我国北方三大坛场之一。

转轮藏阁历史可追溯至北宋时期，以其独特的梁架结

构设计而著称。楼阁的下层，因巧妙安置了转轮藏（亦称藏

经橱），使得柱网布局摒弃了传统常规，创新性地采用了移

柱造技法，而檐柱部分则巧妙地运用了插柱造法。阁内珍藏

的宋代转轮藏，是一件可旋转的大型书架，以八角形小木精

心打造，直径达七米，书架顶部设计为双重屋檐，下层八角

形的斗拱样式繁复，采用了八铺作的构造。其上层的圆形屋

檐与飞檐翘角，则严格遵循了宋代《营造法式》的技艺标准，

是国内现存最古老且规模最大的藏经橱。大悲阁作为隆兴寺

的标志性建筑，其雄伟身姿高达三十三米，阁内供奉着一尊

宋代铸造的千手千眼观音像，身高超过二十一米（另有记载

为二十二点二八米），拥有四十二臂，除去本身的双手双眼，

左右两侧各分布二十只手，分别手持日月、净瓶、金刚杵、

宝剑等法器，其形象优雅端庄，神情宁静祥和，是现存于世

最高大且最古老的铜铸观音菩萨像，堪称世界之最。

毗卢殿原为正定八大寺院之一崇因寺的主殿，始建于

明朝万历年间。1959 年，因原寺院破败不堪，为保护这一

珍贵文化遗产，遂将其迁移至隆兴寺内。殿内中央供奉着一

尊明代铜铸毗卢佛像，佛像高达六点四米二（另有记载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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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七二米），自下而上逐渐收缩，形似宝塔，通体鎏金，熠

熠生辉。整尊佛像共计一千零七十二尊小佛像，比例协调，

工艺精湛，连衣裙上的花边都经过精雕细琢。

隆兴寺不仅是佛教信徒的朝圣地，也吸引了众多艺术

家和文化研究者前来探访和研究。寺内的砖雕、石雕和金属

雕刻等建筑元素，以其精湛的工艺和深邃的文化内涵，成为

了文创产品设计的重要灵感来源。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隆兴寺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

知。将隆兴寺的建筑元素通过现代设计手法和材料应用于文创

产品设计中，让更多的人了解隆兴寺的魅力。通过对隆兴寺建

筑元素的挖掘和再创造，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制作出

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符合现代审美和实用需求的文创产品。

1.2 隆兴寺的建筑元素

隆兴寺作为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佛教寺庙展现出中国

古代建筑的传统美学和佛教文化的独特韵味。融合了古代佛

教寺庙建筑的精髓，整体布局严谨有序，以中轴线为中心。

建筑多采用歇山顶式，斗拱宏大，檐下雕刻精美，彩绘绚丽，

隆兴寺的砖雕艺术精湛，以佛像、莲花、飞天等为主题，

精细的手工雕刻将佛教故事和宗教意象生动地呈现出来。河

北正定隆兴寺的砖雕建筑元素独具特色，其须弥座、墙体等

部分常砌有雕饰丰富的砖块细腻精美富有立体感，充分展现

了宋代砖雕艺术的高超水准。无论是力士金刚的威猛形象，

还是飞天、歌舞伎乐的生动姿态，让人叹为观止。

隆兴寺应用于佛殿、塔楼等建筑的梁架、门窗等部件

的木雕艺术展现了古代木雕艺术的高超技艺和审美追求。这

些木雕作品通常采用硬木为材料，以佛像、莲花、云纹等为

主题。隆兴寺整个寺庙空间充满了浓郁的宗教氛围和艺术气

息，墙面和梁架上描绘着以红、黄、蓝、绿等颜色为主佛教

故事、神话传说及自然景观。

1.3 隆兴寺的建筑元素应用于文创产品设计

隆兴寺作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因其丰富的

建筑元素设计师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当代隆兴寺的建筑

元素包括砖雕、石雕、金属雕刻等，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

用使得产品更具有实用性增添浓厚的文化气息和审美价值。

砖雕是隆兴寺建筑装饰中最为常见的元素之一，可将

精湛的工艺和丰富的图案应用在文创产品设计中。例如，将

砖雕图案以数字打印技术呈现在 T 恤衣、环保袋等日常用

品上，满足现代人对时尚与实用并重的需求同时展示砖雕艺

术的魅力。砖雕元素也可以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成桌面摆件、

墙面装饰画等，为家居生活增添艺术氛围。

石雕因其立体感强、线条流畅成为隆兴寺另一重要的

建筑元素。利用石雕元素设计的手机壳、笔记本电脑套、桌

面收纳盒等，美观大方能够反映出佩戴者或使用者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认同和尊重。石雕元素的运用，更是让文创产品在

市场上脱颖而出，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金属雕刻元素以其细

腻精致、光泽度高的特性，在文创产品设计中也占据了一席

之地。将隆兴寺的金属雕刻元素应用于钥匙扣、书签、挂件

等小型文创产品中，展现出金属材质的质感和光泽。

2. 隆兴寺建筑元素在文创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2.1 平衡传统与现代 

隆兴寺建筑元素在文创设计中的应用，平衡了传统与

现代的关系，既保留了隆兴寺建筑的原始风貌和文化内涵，

又赋予了隆兴寺建筑新的形式和意义，使之与现代社会和生

活相适应。以隆兴寺为灵感来源的榫卯积木全拼装纸玩模

型，便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该模型精准捕捉了建筑群的

木构精髓与斗拱细节，借助纸质材质与拼装玩法，精妙地再

现了东大殿的建筑风貌与构造智慧，人们在享受拼装乐趣的

同时，深刻领略到隆兴寺建筑的独特魅力。

2.2 保护文化遗产 

保护文化遗产是传承与发扬其精髓的基石，隆兴寺建

筑元素在文创设计中的创新过程中只有精心保留其物质形

态与艺术价值，才能起到广泛传播其历史底蕴与文化精神，

实现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与发展的作用。将鸱吻、斗拱、牌

匾等元素融入日常生活产品，结合 VR、AR 技术提供沉浸

式体验，以及跨界合作推出服饰等实用美观的产品，提升公

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同时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带动相关

产业发展才能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与

经济支持，形成了良性循环。

2.3 尊重文化价值 

只有深刻体现其佛教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隆兴

寺建筑元素在文创设计中才能精彩演绎，尊重文化设计出的

文创产品才可展现其细腻的人文关怀，跨越时空的界限与多

元文化背景和审美需求相契合才能实现文化价值的广泛共

享与多元表达。从服饰的细腻纹理到首饰的精致雕琢，再到

家居的雅致布局，隆兴寺建筑的色彩、图案与造型，如同历

史的低语，在现代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轻声诉说着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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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的韵味，提升生活的品质与情趣。鸱吻、斗拱、牌匾

等建筑构件是技艺与智慧的结晶，更是文化与历史的见证，

通过文创设计的巧妙融合，它们在现代产品中焕发出新的生

机，让古老的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得以传承与发扬。隆兴

寺建筑元素以其独特的美学价值与艺术魅力，跨越国界，吸

引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感受其艺术之美，促进文化的

交流与融合。通过现代设计理念的融入，隆兴寺的建筑元素

在绘画、摄影、动漫等领域展现出新的艺术风貌，激发设计

师与艺术家的创造力，实现艺术的创新与飞跃。

2.4 提升审美价值 

隆兴寺建筑元素在文创设计中的巧妙融入展现其结构之

精巧、装饰之繁复、色彩之绚烂，完美地与现代审美标准和

发展趋势相契合。在绘画的细腻笔触、摄影的光影捕捉、动

漫的奇幻演绎中，隆兴寺的建筑元素与风格被赋予了新的生

命，以多样化的媒介和技法，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觉效果，

让古老的文化遗产在现代艺术的舞台上焕发出璀璨的光芒。

3. 隆兴寺建筑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3.1 隆兴寺砖雕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砖雕作为隆兴寺的重要建筑装饰元素，因其精湛的工

艺和丰富的象征意义，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成为了一种

创新与传承相结合的趋势。隆兴寺砖雕以其线条流畅、图案

丰富、色彩鲜明而著称，这些砖雕艺术的美学价值为文创产

品设计提供了灵感来源。砖雕中的人物、动物、花卉等图案，

都可以被巧妙地转化为文创产品的设计元素，现代设计手法

的重新解读为传统文化赋予新的生命力。

3.2 隆兴寺石雕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将这些石雕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设计中可以传承和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满足市场对于具有文化价值商品的需求。

将隆兴寺的石雕图案转化为日常使用的文化衍生品，如文房

四宝、家居装饰品等。通过现代设计手法，让传统石雕艺术

与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提升文化衍生品的艺术价值和市场

竞争力。

针对儿童市场，开发以隆兴寺石雕为主题的教育玩具。

吸引孩子们的兴趣同时在游戏中学习到关于隆兴寺及其石

雕艺术的知识，激发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奇心和探索

欲。通过产品传递对自然和历史的尊重与保护意识实现石雕

元素的再创造呈现更多的视觉美感。将隆兴寺石雕元素融入

到服装设计、家居装饰、旅游纪念品等多种产品中不仅能拓

宽隆兴寺石雕元素的应用范围，还能促进不同行业之间的文

化交流和创新发展。

3.3 隆兴寺金属雕刻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隆兴寺作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其金属雕

刻工艺体现了高超的技艺水平。这些独特的建筑元素被巧妙

地运用于文创产品设计之中赋予了现代产品新的生命力和

市场价值。通过对隆兴寺金属雕刻的形式、图案及制作技法

的研究挖掘和再现这些雕刻艺术的核心美学特征，把握其艺

术风格的独特性，并将这种风格融入到各类文创产品中，如

首饰、装饰品、办公用品等。

如在设计一款以隆兴寺金属雕刻为灵感的笔记本封面

时，通过提取金属雕刻中常见的莲花图案或龙凤呈祥图样，

结合现代印刷技术将这些图案以精细的方式呈现在笔记本

封面上。展现隆兴寺金属雕刻的艺术魅力，使笔记本成为了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3D 打印技术复制隆兴寺金属雕

刻的图案，应用于木质或塑料等材质上，制作成桌面装饰品

或摆件，适应了现代家居环境的审美需求。在设计过程中，

设计师需要充分考虑文创产品的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平衡，确

保金属雕刻元素的引入不会影响产品的功能性。注意保护和

尊重传统文化的原貌，尊重历史、尊重文化避免过度商业化

导致文化内涵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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