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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当前丝绸文创产品发展现状、丝绸文创产品特征，浅谈丝绸文创产品 “材”、

“意”、“形”元素的提取，趣化复制、文化嫁接、维度转换的设计，以及运用新技术手段、产品

载体和营销体验来开发丝绸文物文创产品，以全新的视角使现代产品再现丝绸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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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之根本在于文化，而能否鲜活则在于创意[1]。翻开历史的篇章，丝

绸，作为中国最早的文明之一，其所凝结的技术与艺术无形中已成为世界认识中国

的最初标牌。从薄如蝉翼的汉代素纱禅衣，到体现文化融合的联珠纹饰唐代织锦，

至具有中国古代丝绸最高技术成就的明代云锦，无疑都是中国工匠精神的代表，是

中国纺织文化的物化呈现。独特的材质与文化内涵、图案构成、色彩配比以及工艺

技术交织出一个时代的璀璨辉煌。无疑，这些都是复兴丝绸文明的活水之源。本文

以丝绸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的思路重新解读丝绸文物本身的内在价值以创新的方法衔

接古代文明与当代发展，将“丝绸之路”延绵不绝。 

一、丝绸文创产品发展现状分析 

近年来，消费升级带来的新零售浪潮，让文创产品以崭新的面貌走入市场。新

零售的方式让商品走出了同质化，以文化价值重构商品属性，带给消费者独特的用

户体验。在此浪潮下，文创产品已不再是传统的文创产品，简单的文化衍生已满足

不了用户的需求。新文创在竞争激烈的线上线下新零售的生存环境中需要具备的不

仅是满足文化创意，还需要将传统文化有滋有味地融人商品，将文化内涵生活化、

趣味化。丝绸作为传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产生出或平凡或新奇的文创产品。

当前丝绸文创产品多为一些易于生产销售、便于携带的小商品，设计方式以复制仿

制丝绸纹样为主。如本集团工业旅游丝绸文创纪念品的纹饰印到丝巾、抱枕、睡衣

等物品上均以简单直接的方式赋予文创产品楚文化的内涵。 

当然，市场也不乏独特创意的新奇产品，一些现代书画作家的趣化表达，逐渐

演变为体验性质的视觉符号。这种应用于不同载体以实现用户的交互体验性，进一

步增强了传统文化所带来的消费升级。丝绸文创产品需运用设计手段充分挖掘潜力，

从文化梳理、内涵构建，到设计表达、推广营销均给予情感附加值，从而整合设计

者 、研发者 、决策者、产品使用者构成一个整体设计系统闭环，推动文化价值向



经济价值的转化。 

二、丝绸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思路与方法 

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持续推动人类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转变。文创产品现

如今已不仅仅只作为旅游出行的纪念，更已逐渐深入生活，成为产品的一种风格。

当然，人们对其要求也日益提高。除实用功能外，人们更多的是追求文化内涵和用

户体验，以此满足心理和生理的双重需求。如此一来，设计师们便需要打破固有的

设计思维，不断挖掘文创产品在文化表达和物化形式等多方面的创意可能性。 

从宏观产业角度分析，文创不是单线型的设计，而应是一个互相协作的整体生

态。以文化为核心，在产业政策、规划和法律法规下，通过一个有价值的文化现象

生成 IP（Intellectual Property）符号，以此进行有效的系统衍生和设计转化，并借助

相应的技术协作与管理控制进行设计实现和规模化生产[2]。目前市场上的一些丝绸文

创产品的侧重点往往以商业价值为主，文化精神和用户体验为辅，呈现形式多为易

于开发生产的平面产品，设计同质化，较少深入到精神文化和用户体验层面。对此，

丝绸文创产业尚需进一步完善体系，优化产品设计开发模式—从元素剖析、设计方

法、技术手段 、产品载体和营销体验的创新等方面，将文创产品设计重心转移到文

化精神传承、产品设计生活化、引导健康生活方式、构建合理设计体系等方面，设

计出实用功用兼具精神文化内涵的畅销文创产品。 

1.丝绸文物元素剖析——以楚文化为例 

楚文化是中华文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丝绸制品融合异域风格与自身特色，

兼收并蓄，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与精神价值。以楚文化丝绸文物为例剖析丝绸文物

的典型特点，极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3]。 

“材”——纺织材质。从丝绸材质上讲，楚国的丝绸种类繁多，精美华丽，其

主要种类有:纱、罗、毂、缟、纨、缣、锦、绨、绦、绢等，各类特点明显。 

“意”——纹样纹饰。楚人对于纹样的理解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历史上各

诸侯中原争霸、频繁的战乱以及山水灵秀的独特地貌，人与环境糅杂进化，逐步包

育出活泼奔放却又怪诞奇谲的浪漫主义楚文化风格。古人是以形(符号、图像、概念)

为基点对事物(器物、工具)及其运行规律(道)进行理论总结、归纳与阐释，即图像型

思维模式[4]。在纺织品的纹样上往往包含神化或带有寓意的动物纹，有凤鸟纹、龙凤

虎纹和人物行为纹等，是精神性的美好寄托；花卉、枝蔓等充满生命活力的自然纹



饰被楚人情感化地表达之后，以独特的生命内涵吐放芬芳；几何抽象的菱形纹线条

均匀规整，呈现出楚文化中的理性思维。 

“形”——艺术形式。艺术形式表现为三个方面:结构与重组、赋意与美化、对

称与韵律美。楚绣体现出楚人的洞察力，使其对宇宙天地中产生的事物有灵性感悟

和理性觉知，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均体现出一个民族的艺术文化意志在装饰中最纯

正的表现[5]。 

以楚文化丝绸文物为例，从丝绸的“材”、“意”“形”等文化元素可为设计提供

创新源泉。“材”是时代的承载物，代表着科技水平的发展程度以及时代文明程度，

是文化传承的基础部分；“意”是当时人们的精神文明程度，也是文物最深层的内涵，

表现了一个时代人们的思维产物，如楚文化的神灵动物是人们心中美好的希望，寄

寓了神化的感性意念；“形”是艺术表现形式，是此时代下人们对美的认知，装饰性

的艺术认知，楚文化民族符号的象征。这三个方面是丝绸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开

发丝绸文创产品的理论支撑，以“材”“意”“形”为设计元素是精神文化转化为物

质文化的必要选择，也是使人们心理上产生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必要特征。 

2.丝绸文创产品设计 

(1)趣化复制——“材”之显 

一般性的丝绸仿制复制表现形式为高度仿制丝绸藏品，装裱后作为收藏品留念，

或是将纹饰提取印到丝绸和不同的产品上；还有一种表现形式是提取丝绸纹饰元素

运用解构重组、整体和局部协同的表达方式应用到产品中，并采取系列化方式开发

生产。以上丝绸文创设计方法以简单直观的方式体现文化元素，运用柔和的设计手

法走入人们生活，却只是作为表面的文化象征，尚未挖掘到文化的精髓之处。 

丝绸的元素分为“材”“意”、“形”，每方面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象征。材质分类

有很多种。每一类都有不同的特点，利用其特点作为元素设计，可表现出丝绸独特

的肌理美感。结合现代美学造型手法，让丝绸“材”文化以有趣鲜活的形式呈现在

消费者眼前，可引发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辩与感悟。缂丝是中国最传统的一种

挑经显纬的丝织品，极具欣赏装饰性，明清两代皇室常把缂丝用于织造龙袍和凤袍，

有一寸缂丝一寸金之说。以日常用品为载体，复制丝绸文物独特的“材”元素干其

身上，跳脱形式传播，以深入骨髓的传统工艺文化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美学中。 

 (2)文化嫁接——“意”之彰 



近年国内文创产业发展迅速，其中许多文创产品能巧妙地将文物元素提取出来

加以现代语言应用到产品中 ，如文件夹、行李牌、卡套、胶带等。从丝绸文物创新

设计角度出发，其巧妙地利用丝绸纹样传达“意”，并且以创新的方式嫁接到现代产

品上，与此同时文创产品则被寄予了美好的祝愿与希冀。嫁接形式可直接提取纹样，

或转化为抽象立体化造型来与现代产品融合，传播文化精髓。如龙纹饰抱枕，应用

皇室色彩为配色系统，以“色’传“意”，打造楚风楚韵的文创产品。将此元素进行

系统设计，应用到当下流行的 U 型枕中，将现代产品赋予历史文化气息，感受文化

传承之美。 

(3)维度转换——“形”之呈 

丝绸文物以平面化特征展示文化，因此在元素运用时通常需要转化维度。从 2D

到 2D/3D 是一般设计方法。丝绸的艺术表现形式是时代特点之体现，蕴含了丰富的

文化内涵，如楚文化的结构与重组、赋意与美化、对称与韵律美、形体与色彩风格

等，这些无不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风格。提取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将现代特有的

事物和情景以丝绸文物所用的艺术手法变现出来，即为 3D 到 2D/3D 的设计手法。 

3.丝绸文创产品实体化创新方法 

(1)技术手段创新 

丝绸文创产品开发有绘印染绣织等平面技术手段，也有塑铸压雕铣磨等实体成

型手段。科学技术的进步、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发造就了产品不同的特性，也迎合

了不同用户对产品的需求。激光雕刻、3D 成型、智能制造等数据化、信息化的技术

已慢慢渗入各个领域，加速制造业的成长。同时，在材料方面创新地应用新型环保

材料，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建立对生态的友好关系。如此，既满足了用户体验，也

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何乐而不为?传统与现代的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让文化多得

了活力，也添得了气韵。 

(2)产品载体创新 

文创产品的载体已走出只供观赏的工艺品系列，以吃穿住行乐的“皮相”靠拢

人们的生活。视觉上的文化表达已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消费，视嗅触听味五感的交

互才是未来的走向。除此之外，近年来兴起的“互联网+”模式也创意满满。文化不

再以实体产品作为载体传播，而是以数据的创新形式融入人们的生活，如趣味手机

壁纸、主题等。无论是虚拟或是实体，都是在以一种从行为到精神的方式与用户产



生文化共鸣。 

(3)营销体验创新 

“互联网+”环境下，新技术给各领域带来新媒介，创造出了传统行业与互联网

新的结合点。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环境间的交互也在新的媒介上展开[6]。近些年来

由引领的手机 APP 和淘宝店等销售途径的兴起，使文创产品有了新的销售途径。与

传统的实体店展销相比，“互联网+”以庞大的用户基数拓宽了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

度传播文化，也打破了单一的销售渠道。又或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营销体验，

动静结合，塑造良好的场景体验感。如 VR 虚拟现实技术以及 AR 增强现实技术，利

用 VR/ AR 可增加并强化产品叙述性特点，加强人与产品之间的交互，提供参与文化

互动的机会与条件。创造全新的环境、空间和感知方式，让用户们在体验的过程中

主动探索产品之“意”，获取设计师想要表达的内容，多感官地参与唤起文化记忆，

以此强化产品的文化主题，进而提高文创产品的文化辨识度。 

三、结语 

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离不开文物本身所传达的形式与精神特征，但创造性地应用

要依靠对设计的理性思考与感性顿悟。文化是共享的，设计的主体是人，以人为本

的设计始终是文创产品的中心。无论是趣味化复制仿制、时代文化嫁接、产品维度

转换的设计方法，还是紧跟时代发展的产品开发技术手段 、产品载体和营销体验，

都应围绕着满足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而设计。此外，传统的产品开发模式已经不能

很好地抓住人们眼球来传播文化，设计师需要结合时代发展特点寻找新的方式和结

合点，以更加契合人心理特点的方式来设计文创产品，以新的方式使文化更有效地

传播，唤起人深层次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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