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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基因裂变

刘斌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天津 300350

摘要：我国对传统文化的探索和研究一直处于稳步攀升的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科学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优秀的传统文化

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看似遥远的传统文化也开始逐渐渗透到人们的工作生活当中，而传统文化的发展维度并不局限于此。

文明的进步，信息的高速互通打开了人们认知的新世界，提高了精神层次的追求。为此，现代设计当中不乏具有传统文化元素

的设计作品。但是，这类设计中的部分作品仅有其表，不具其里，往往无法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表现出来，生搬硬套的应用方式，

使人们出现了审美疲态。基于此，笔者试图以传统文化为切入点，以现代设计为载体，追本溯源，分析传统文化的传承基因，并

建立起两者之间的联系。探寻传统文化基因在现代设计中的裂变新范式，明确其设计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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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 Fis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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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en in the stage of steady ris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increase of scientific level, more and mor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ppears in the public s line of sight. The seemingly

distant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peoples work and life, and the development dimen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s not limited to this.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high-speed communication of information have opened up a new world of

cognition and enhanced people  s pursuit of spiritual level. Therefore, there is no lack of design works with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modern design. However, some of the works in this kind of design only have simple meaning, without specific contents,

so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annot be expressed, and the mechanically copied application mode makes people appear

aesthetic fatigue. Based on this, the work attempts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y tak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entry

point and modern design as the carrier, analyze the inheritance gen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explore the new paradigm of the fis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genes in modern design, and clarify the design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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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由来已久，根据现有资料研

究表明，最早可以追溯到神农氏时期以前，历经尧、舜、

禹等阶段，到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的建立，至今已有五

千多年的文化底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时期出现

了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有的延续至今，为人们津津乐

道，有的已在发展的进程中消失。其中，儒、释、道三家

思想对我国的文化发展影响深远。我国传统文化形式

多样，种类繁多，涉及面广，例如文字、诗词、节日、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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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传统文化内容的丰富主要源于我国历史悠久，幅

员辽阔，地域风貌明显，有五十六个少数民族，在文化

发展上既具有主流文化特征，也具有地方性特色，形成

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共性与个性兼具的独特魅力。随着

科技产业的发展，信息数字化的更迭速度越来越快，其

内容的覆盖面越来越广。这些使得传统文化的发展也

面临着诸多变化。一方面，以往人们接触不到的传统

文化，现在轻点手机就可以轻松了解，拉近了人们与传

统文化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发展的载体

也产生了变化。在工作生活中，不乏具有传统文化元

素的设计被人们所使用，这种传统文化基因在现代社

会中的运用，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诉求，也将传

统文化进行了现代化传承。

一、国内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设计

不同国家之间，都有属于本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

这些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的缩影，在特定的

时间，特定的场合下，往往能成为代表这个国家的文化

符号。在文化高度自由的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

与交流日益增加，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不同国家

的文化特色，人文风情，这扩展了人们的视野，提高了

人们对于其他文化的认知度。文化的交融带来了新的

发展契机，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对于传统文化来说

尤为明显[1]。

每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是这个民族历史的传承，文

明的象征。文化交融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新的“化学

反应”，出现新的文化现象。但是，过度的交融也会使

各国间文化的界限变得模糊，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本

国的文化发展，尤其是传承已久的传统文化，甚至会消

逝在时间的进程中。为此，许多国家开始利用一些现

代设计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如数字化保护、数字

化展览、沉浸式体验、虚拟现实技术设计、增强现实技

术设计、文化创意产品等，寄希望于通过现代化的设计

手段来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

（一）国外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

日本文化的发展方式较为特殊，其传统文化中大

量汲取了其他民族的文明瑰宝，形成了其特殊的社会

文化和传统文化。日本的“双轨制”设计是日本文化发

展的典型代表之一。在设计中既加入了现代设计中适

应人们需求的部分，也将本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其中，是

目前将现代与传统运用结合发展得最具特色的国家之

一。从历史上看，日本受我国汉唐时期文化影响较大，

在传统文化现象以及传统文化元素上都能看到华夏

文明的影子。其后，又引进了西方文化思想，为日本的

现代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种引进模仿—自我

消化—自我革新的方式，形成了日本别具一格的传统

文化[2]。

日本设计公司ONFADD设计的双肩包，其灵感来

源于日本传统的“风吕敷”。风吕敷是日本传统用于收

纳搬运东西的包袱（见图1）。由于日本地理位置以及

自然环境的特殊性，经常会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风吕

敷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产品。ONFADD公司在设计

中尽量保留传统风吕敷的元素，设计出具有现代理念

的双肩包，给予“风吕敷”划时代的意义（见图 2—3）。

图1 日本传统“风吕敷”

图2 ONFADD公司利用日本传统浮世绘进行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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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公司还根据日本传统文化元素进行了大量的

产品设计。

同处亚洲的韩国，跟日本有着相同之处，在传统文

化上都受到我国文化的影响，以儒家思想为甚。韩国

的传统文化审美倾向于自然简洁，通常情况下给人宁

静的感觉。相较于日本，韩国更早的接触到西方文化，

尤其是受到美式商业思想的影响，过于强调形式，而降

低了功能的重要性。这使得韩国在日后的文化发展，

特别是设计思想上，形成了韩国独有的“包装文化”。

这种“包装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韩国的设计更加注

重外在细节的处理[3]。

韩国博物馆的文创设计——庆州新罗书签系列，

包含天马冢金冠、金质官帽、金冠式金冠冢、皇马寺脊

瓦等（见图 4）。在设计中提取传统服饰与建筑的元

素，采用 18K金材质，金色的色彩选择，降低了金属的

冷冽感，不仅具有现代的时尚美感，同时也将传统文化

元素很好地进行了表现。除此之外，还有新罗文物纹

样的化妆包、手账、文具用品等文创产品，为了更好地

让人们了解韩国的传统文化，文创产品中附有相关的

文化历史背景资料，让人们在使用的同时，了解其历史

内容[4]。

（二）国内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

现今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人们的物质

生活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在富足的状态中，人们需要

不停地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来提升自己的精神诉

求。在这种大环境下，新事物更迭换代的速度和频率

越来越快，以此衍生出大量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事物，

这种新文化中存在大量的快消文化，其特点是产生速

度快，传播广，热议度高，持续时间短。这种类型的文

化现象冲击着人们的感官和认知，使传统文化在现阶

段的传承与发展变得紧迫而复杂。

近几年，我国之所以大力发展传统文化事业，其根

本原因是因为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逐渐落后于社会发

展的速度，直至消失，给国家的文明进步带来了不可估

量的损失。为此，在“十三五规划”中，更加全面系统地

提出了对于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新要求，目的是为了

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精髓。而文创产业的兴起

和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经济上的增长，也将我国传统

文化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在这些设计作品中，主

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灵感来源，如传统古建筑、民间民

俗、历史故事、传统纹样、地方人文、节日庆典、少数民

俗特色文化等，深受人们的喜爱。为了更加符合现代

人的行为习惯，在理念上将传统文化元素进行转变，用

时下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去解读传统文化，增强了代

入感，让人们在使用时感觉更加的亲切自然，其消费群

体也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为我国传统文化在年轻人

中的传承发展奠定了基础[5]。

在以前，国内的很多产品总是不被看好，主要是由

于缺乏专业的自主研发团队，过于追求国外所谓的品

牌效应，造成过度借鉴等现象。这两年，一些国潮品牌

的兴起，打破了人们对于国货品牌的固有印象，这些品

牌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剖析，并与产品进行设

计结合，使产品在特殊的阶段被赋予了新的定义。例

如“花西子”是一个国货彩妆品牌，该品牌在今年七夕

节推出的彩妆套盒中，将口红的外壳造型设计为同心

锁（见图 5），口红的膏体将“张敞画眉”的故事雕刻于

口红膏体上（见图 6），寓意有情人终成眷属。设计中

将我国传统节日与彩妆进行结合，并且运用同心锁元

素以及传统故事，不仅符合传统节日的氛围，同时也让

人们了解到背后的传统文化。

二、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问题

传统文化是历史长河积累下来的精华，在发展过

程中，存在着优胜劣汰的现象。对于当今社会来说，传

统文化的发展需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符合现代人

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在审美上应当趋向于满足

图3 ONFADD公司根据风吕敷设计的双肩包

图4 韩国博物馆的文创设计——庆州新罗书签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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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心理诉求，以求两者间达到共鸣。实际上，近几

年在国内，大量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将传统文化再一

次引入人们的视野。这些融入传统文化的现代设计作

品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经典案例。如故宫文化创意

产品，曲江的“寒窑”故事等。这些优秀的设计，让我国

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但是，传统文化在融入现

代设计中出现过于追求商业价值，跟风式设计，精神内

涵表象化等现象，这些成为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被

人所诟病的症结所在。

（一）局限化

传统文化在融入现代设计时，都会受到一些局限，

这种局限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现代设计的进行。局限

化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分为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外部

原因主要受到传统文化大环境、相关政策体系、社会主

流思潮等影响。而内部原因主要指现代设计的思维、

方法、技术，以及人员配置等。最常见的局限因素有以

下几点。首先，传统文化在某一阶段的断层现象，会直

接影响到现代设计的后续研发，尤其对于系列产品的

设计，因此设计人员在选择传统文化元素的时候，即使

有的文化元素非常匹配，也不会考虑进行设计结合。

其次，传统文化中可能出现现有的设计技术手段无法

进行衔接等问题，以传统手工艺文化为例，一方面，绝

大部分的传统手工艺并不能直接利用现有技术进行代

替；另一方面，又比较缺乏专业专项的开发人员，这使

得很多传统元素无法与现代设计进行融合。再次，受

到一些传统文化传承方式的局限，尤其是传统技艺方

面，一般为师徒传授或者子承父业的形式，其内容不方

便进行公开，造成传统技艺文化传承发展的滞后。最

后，对于在现代设计当中融入的传统文化，还存在知识

产权确认等问题，造成一些版权所属的问题。综上所

述，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应用中需要建立较为完整的

体系[6]。

（二）表面化

传统文化不是单纯的视觉符号，而是代表着一种

精神文明的象征，具有多层次的文化内涵，设计人员在

运用传统文化元素的时候，应该在设计之初进行全面

的了解。在分析归纳之后，筛选出能够和现代设计作

品建立起关联的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文化基因的转换，

及创造性的融合。

传统文化之所以浮于表面，究其根本是由于设计

人员并没有深入研究传统文化，缺乏探索精神，仅停留

在基本的认识层面上，没有对需要在设计中融合的传

统文化形成的原因、环境背景、文化内容、人文因素、传

承方式、发展阶段变化，以及未来趋势系统进行分析和

归纳，其结果就导致传统文化在设计运用中停留在表

面，无法与产品进行深度融合，成为快消产品，一段时

间后就会无人问津。另外，“拿来主义”、跟风模仿的设

计手段，使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之间的融合过于生

硬。而设计师较为粗糙的设计方法，也会降低了传统

文化的内涵。

（三）碎片化

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碎片化是指设计出来的

产品或作品之间的关联性较小，在同一系列或同一范

围的设计中成为独立的存在，减少了设计的关联性。

对系列设计的后续开发造成了阻碍。

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之所以会出现碎片

化，最主要是因为其运用的表面化。由于设计人员在

图5 花西子——七夕口红同心锁造型 图6 口红膏体雕刻——“张敞画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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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时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在设计转换时，难以进

行多层次的内涵表达，只能将其囫囵吞枣似的强行融

入。这就造成，一种传统文化元素只能简单运用一次，

如果还需要运用同类型的传统文化元素，只能用其他

相近的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拼接，其结果就是设计出的

产品系列感不强，无法给人们留下较强的记忆符号，无

法形成产品与人之间的诉求纽带。而且碎片化的设计

感会降低设计作品在领域中的竞争力[7]。

（四）同质化

同质化现象在现代设计中屡见不鲜，在同一领域

中设计出来的产品一旦受到高度关注，就会引起大家

争相模仿，无论是外形、种类、制作方法、营销模式都趋

于相同。这种同质化竞争不利于产品的识别和扩展，

也会造成消费者的审美疲劳。

传统文化的同质化设计也相当普遍，主要原因有

以下几点。第一，产品的同质化。主要体现在产品的

功能和特色通知在融入传统文化的时候元素转换的创

新力度不够，与其他产品设计视觉雷同。第二，在设计

初期定位不明确。同一类型的传统文化，受到不同地

域的人文环境影响，也会有所区别。如果在设计时不

能进行精准定位和有效区别，那么，出现同质化产品的

可能性将大幅度提高。第三，过度迎合市场。近几年，

基于传统文化创意下的设计产品屡屡受到人们的热

议，其市场价值一直稳步上升。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

出现了大量的同质化文创产品。以花西子的口红产品

为例，花西子的口红上都会雕刻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

纹样，有的以民间故事为题材，有的以寓意纹样为题

材。一经推出后，深受消费者的喜欢。之后，许多的国

货彩妆品牌也开始进行效仿，纷纷推出类似产品，一度

导致消费者审美疲劳。

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的基因裂变，还处在一个探

寻阶段，如何行之有效地将两者进行融合，设计出具有

辨别性、高品质、凸显文化多层次内涵的作品，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8]。

三、传统文化在设计中的基因裂变新范式

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是彰显国家软实力的一个

部分，是国家发展动力的源泉。现代设计作为文化的

一种载体，会受到文化发展的影响，在设计中会带有社

会发展的缩影。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底蕴和资源，可

以提供给现代设计充足的设计之源，更多地给予设计

作品人文关怀和文化价值。

（一）传统与现代基因

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的交叠，容易使人们

远离本国的传统文化，这种距离感使人们变得迷茫与

不安。为此，传承与发展我国传统文化成为这几年人

们热议的话题。现代设计以当代技术手段，依托造物

美学，将传统审美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让传统文化在现

代文明中换发生机。设计人员应该厘清传统文化之

源，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由浅入深地归纳其内涵。

在设计时，应该注意当下的语境，创新性地将文化内涵

进行融入，设计出具有文化深度和广度的优质作品[9]。

（二）东方与西方基因

在文化交流开放的现代社会，闭门造车的思想只

会拖累现代文明的发展。我国的现代化设计起步相对

比较晚，在外来文化冲击下，现代设计风格还处于探索

成型阶段。为此，可以立足于我国传统文化和本土文

化，吸收西方的先进设计理念和方法，促进我国传统文

化在现代设计中的创新与发展。一方面，立足于我国

的传统文化，可以打破现代设计中外来思维的框架体

系，有利于明确我国设计的方向。另一方面，东方传统

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提供给设计人员更加多元化

的设计思维，启发设计创新力。

（三）民族与地方基因

我国地域广阔，生活着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都

具有各自的历史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不

同地域间文化也有着各自的区别。这些文化构成了华

夏文明的蓝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的传统文

化与民族文化既有相通性，也有相对独立性，这是我国

独有的文化特征。多民族的文化与地方特色文化蕴涵

了丰富的设计内容和底蕴，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内

在的文化基因融合是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这成为我

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基因裂变的独特条件[10]。

（四）创新与科技基因

现代设计是人们智慧实体化的展现，不仅提高了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扩展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领域，

带来了多元化的审美体验。现代设计是基于社会经济

与社会大环境下，依托现代科技手段实现物质转换

的。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融入，需要科技的发展

来确保设计作品的实现。新技术的使用，可以促进现

代设计的发展，将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更加丰富多变的

形式进行展现，符合人们的生活习惯与行为模式，从而

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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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探讨我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基因裂变，实

际上是用现代手段去研究、传承我国的优秀文化。我

国传统文化是确立我国现代设计风格的重要资源，有

助于我国现代设计明确设计方向，提升我国现代设计

创新能力，继承和发展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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