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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提高，文化自信带动国家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越来越重视。传统纹样作为我

国文化精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现代文创产品的创新

融合设计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表现，也是展示“文化自信”理念的时代要求。

本文以元代春水与代扣为研究主体，进行中国传统植物

元素在现代文创产品中的设计与创意研究。1

一、春水玉带扣植物分类

根据调查可以得知元代春水玉带扣中有水纹、荷叶、

莲、芦苇、草卉其中我们整理了纹样如下：

1.1 莲花纹

在元代时期莲花纹在各种服饰、瓷器、配饰中大量

出现而在春水玉带扣中纹样的元素并不明显，呈现出的

效果更偏向写实的状态，荷花的样子栩栩如生。

1.2 荷叶纹

在青瓷器中体现的比较明显，从出土文物可以发现

荷叶一般都会伴随着莲花纹一起出现，出现多是在莲池

纹中，将荷花荷叶高度概括，这也成为元代瓷器的主要

花纹

1.3 水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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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时期常见水纹都是水波纹大量体现在瓷器上，

还有少量的衣服上两种纹样都有不同的绘制图案。

1.4 卷草纹

元代中青花瓷之中的卷草纹最为常见，多为单独绘

制而成。又正和反相互连接。

二、植物元素图案设计方法

2.1 写实与复刻

春水玉带扣中的植物纹样众多互相交叉相连，其纹

样风格写实，在提取元素之前先将元代春水玉带扣保持

原有纹样的结构的基础上用线条绘制出整个形状。再用

现代设计手法将传统纹样简约化，删减出一部分复杂的

图案。用简洁的线条复刻出春水玉带扣的图形。这样不

仅保留了春水玉代扣的内涵，通过平面绘图软件对春水

玉带扣的复刻，可以提取出其中特色，然后进行解构重

组。为后续的设计提供便利高效。

2.2 解构与重构

将研究样本中的植物进行创意线条特点提取整理分

析，将玉带扣中所有的描摹的线条进行拆分分解，根据

玉带扣工艺中的浅雕、深雕、镂空雕等不同的工艺进行

组合搭配，形成初步的图形线条结构，确定纹样基础型

后，开始进行重构。将外形上相似的图形元素，或者是

意义、内涵上相关联的元素进行加工组合，形成一个新

的创意图形。经过重新组合、旋转、复制等形成新的图

形，通过虚实、粗细、疏密等几种变化最终设计出统一

而又变化的系列，纹样既有古代传统文化的因素在里面

还有现代简约风格的设计元素。

2.3 变形与扭曲

在原始图形的基础上通过变形和扭曲可以增加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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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觉冲击力，利用春水玉带扣的椭圆外形及呈现出的

植物与动物间柔性的缠绕感觉，选择变形加粗细线条及

灰度层次的建立是本系列的主要涉及方法。春水玉带扣

中最明显，最为突出的部分是在最突出的部分海东青捕

捉天鹅时天鹅躲在草丛中，用大量的线条绘制正植物状

态，互相交错相连，选取合适的图案，利用排列来增强

图形效果，由此生成的图形元素既能够保留其中的特色、

构图、元素。还具有很强的的层次感。（如图 1 所示）

图1　图案的变形与扭曲（来源：熊晓菡绘制）

三、中国传统植物元素在文创产品中的应用

图案设计完后，根据传播性、显示度、文化性、价

格等各种因素进行文创产品的应用选择。我们针对研究

样本的系列设计选择了服饰配件如丝巾、手表、腰带等

作为主要的应用载体，既能很好的体现设计，又体现文

化底蕴，受到大众的喜爱，也是作为赠送好友的不二之

选，同时也应用在了毛巾、纸巾、茶杯、杯垫、盒子等

（如图 2 所示）。

图2　中国传统植物元素在文创产品中的应用

四、中国传统植物元素在包装中的应用

4.1 色彩应用

色彩在包装设计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消费者

对色彩的感知是迅速且强烈的。我国民族传统色彩，经

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变，形成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色彩体

系。在我们对色彩的运用时，首先，需要深刻考虑传统

色彩性格，依据产品的特点选择合适中国传统色彩的个

性。其次，在搭配色彩过程中着重对色彩进行合理的搭

配与应用，比如改变中国传统色彩在文创包装上运用的

比例，可以刺激人们的视觉感官。从传统的服饰中可以

看出，我国各个朝代对色彩的偏爱不同。例如，秦朝因

为秦始皇崇尚黑色而偏爱黑；汉高祖偏爱红色；隋朝服

饰用紫袍。中国经典的水墨画是道家所崇尚自然、寻求

返璞归真。例如：我国现代设计师靳埭强的作品经常应

用“计白当黑”意蕴。

4.2 图案应用

在应用上先筛选出的符合产品特点的优秀的传统图

案元素运用形式美法则进行合理布局运用，传统图案的

寓意和文化内涵，需要进行深入挖掘和借鉴，并将其赋

附加到被产品包装的设计当中。删减传统图案中的一些

形象可以使图案能够更加贴切的表达产品的意境，使包

装设计整体更加凝练；使用分解与重构可以将一些元素

细致的分解，重新布局后可以得到新的构图画面，从而

形成新的视觉新形象，将元素变形和整合可以形成新的

表现形式，塑造新的图案氛围，增强包装设计的新颖性，

提升产品的竞争实力。

4.3 字体应用

传统元素在字体设计中的表现方法有很多种。“替

换法”是在统一形态的文字元素加入另类不同的图形元

素或文字元素。将文字的局部替换，是文字的内涵外露，

在形象和感官上都增加了一定的艺术感染力。“笔画公

用”是文字图形化创意设计中广泛运用的形式。文字是

一种视觉图形，它的线条有着强烈的构成性，可以从单

纯的构成角度来看到笔画之间的异同，寻找笔画之间的

内在联系，找到他们可以共同利用的条件，把它提取出

来合并为一。

“部首共用”中文字作为视觉效果上的图形，从构成

来看所有笔画都有不同和相同的地方，找到内在和外在

的联系并提取从新设计。“分解重构”将熟悉的文字或图

形打散后，通过不同的角度审视并重新组合处理，主要

目的是破坏其基本规律并寻求新的设计生命。

4.4 材料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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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材料的再利用是现今包装设计的新潮流，环保

又内涵，且拥有传统习俗的特点。

包装纸。利用中国礼纸结合传统元素更好的传递中

国传统风格。如草木纸、宣纸、竹纹纸等，结合产品包

装从而使产品的外观更加美丽诱人。

木材。木材是传统包装设计中运用较多的包装材料。

由于木材被自然赋予了天然的色泽和纹理，多用具东方

神韵的应该就是竹材。

包袱布。包袱布作为东方文化的一部分，在今日的

环保生活中也增添了新的生命力，这种可以不断重复使

用和多功能的设计形态，尤其在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的包

装设计中运用广泛。

五、总结

中国传统纹样承载着的深厚的民族思维和独特的民

族文化基因，现代文创产业发展迅速，但是优秀的文创

设计依然有极大的空间，将源自文化的创意结合现代科

技设计生产出新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将文化转

变为创意附加于产品，是文创产品的核心内容。本课题

旨在寻根仿古，追寻藏品中传统纹饰的美学意蕴，重新

审视对传统精神的再创造，与古为新，将中华传统美学

纳入现代设计中，将中华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在现代作

品中向大家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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