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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花丝镶嵌文化因子数据库的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刘月林，杨梦迪，高苗雨
燕山大学，河北秦皇岛 066000

摘要：针对目前文创产品形式内容单一、中国传统非遗文化与文创产品结合生硬等问题，找到一种将非遗文化花丝镶嵌更好地

应用于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模式。对花丝镶嵌文化因子进行调查与分析，运用DS-SG-KE法从显性特征和隐性特征两个角度

对花丝镶嵌造型、纹样、色彩三大文化因子进行提取与重构，并以构建花丝镶嵌文化因子数据库的形式进行资源整合。通过设

计实践，以挂件作为设计载体，基于花丝镶嵌文化因子数据库对文创产品进行创意设计。验证了花丝镶嵌文创产品创新设计

模式的可行性，为传统非遗文化与文创产品结合提供了新的设计模式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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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find an innovative design mode that can better appl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to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silk mosaic technique as an example,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single form and cont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rigid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 cultural

factors of silk mosaic a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he three cultural factors of shape, pattern and color are extracted and

reconstructed by the DS- SG- KE method from the dominant and recessiv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sources are integrated by

constructing the cultural factor database of silk mosaic. Through design practice, pendant accessories are used as design carriers, and

the creativ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two styles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cultural factor database of silk mosaic.

It verifi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nnovative design mode of silk mosaic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provides a new design mode

and thought for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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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筑牢文化自信，构建文化强国的时代，花丝镶嵌

的保护、传承、传播与创新问题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与关注，随着国潮风的兴起，文创系列产品也成为了消

费者购买的一大热点。目前，花丝镶嵌文化创新面临

的文创产品设计创新力度不足、花丝镶嵌传统文化形

式与内涵挖掘不够深入的现状，使人们亟需探索一种

更合理地将传统花丝镶嵌文化与现代产品结合的创新

设计模式，以文创产品为设计载体，让传统非遗花丝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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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文化更适应现代文化发展趋势。文化因子的提取与

重构是文化创新应用研究者进行传统非遗文创设计的

一大新研究方向[1]，其核心内容是在保留传统文化元

素的基础上，根据现代设计方法和审美原则，通过融入

现代文化元素及观念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改良优化，

实现古今文化的融合与创新，达到发扬传统文化并满

足消费者需求的目的。

一、花丝镶嵌

花丝镶嵌作为中国传统非遗文化之一，具有悠久

的发展历史。花丝镶嵌的历史发展以夏商周时期为开

端，锤揲是这个时期的主要技法，通常会应用此技法制

作青铜器的装饰。从秦汉到元朝花丝镶嵌得到飞速发

展，制作工艺日趋精巧完善，图案纹样更为丰富多样。

到明清时期，花丝镶嵌迎来了发展鼎盛时期，因明清时

期崇尚高贵华丽的宫廷文化，把花丝镶嵌推向了新的

高潮，受此影响，花丝镶嵌在琳琅满目的金银珠宝中大

显身手，制作工艺和图案纹样也顺应时代有了更高的

突破，在该时期也出现了很多富丽堂皇的大型器物一

直流传至今。花丝镶嵌的繁荣一直到辛亥革命后开始

逐渐衰落，宫廷文化一去不返，繁冗复杂、极度高贵的

工艺和纹样开始在此时退出历史舞台，更多的是融入

民间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以首饰珠宝等小型器物为主，

从此花丝镶嵌也成为了一众手工艺人的谋生手段。梳

理历史脉络发现，花丝镶嵌随着不同时期的审美潮流

变化，纹样和工艺也有着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到了新的

时期，也应探索在新时期花丝镶嵌顺应时代潮流的发

展思路。

（一）花丝镶嵌特性

花丝镶嵌随着历史的积累和时代的变迁，发展出

其独一无二的技艺特性，花丝镶嵌特性主要总结为以

下三个层面。

1）在制作工艺层面，花丝镶嵌具有繁复的制作工

艺流程。花丝镶嵌被称作细金工艺，工艺流程分花丝

和镶嵌两步。花丝是指将金、银、铜等贵金属材料抽成

细丝，通过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等工艺方法，将

贵金属丝弯曲勾勒成各种造型并进行焊接。而镶嵌是以

挫、锼、捶、闷、打、崩、挤、镶等方法镶嵌珍珠宝石 [2]。

花丝镶嵌作品制作流程繁冗复杂，制作材料昂贵，十分

考验手工艺人的技能和经验，因此花丝镶嵌的发展迎

来了新的挑战。

2）在审美导向层面，花丝镶嵌倾向于精细写实。

受历史发展尤其是明清时期宫廷文化的审美影响，采

用花丝镶嵌实现的工艺品设计风格偏向于精细写实，

通常有着尊贵精致的特点。通过精湛的花丝镶嵌，以

日常生活为纹样素材，把花鸟鱼虫等日常事物尽量精

细还原，制作图案纹样栩栩如生，再将色彩丰富鲜艳的

金银珠宝等加以镶嵌，更显工艺品的富丽堂皇。

3）在创新素材选择层面，花丝镶嵌通常将中国传

统风格纹样作为素材选题，如花草纹、古钱纹、云纹、寿

字纹、动物纹等。花丝镶嵌是一种富含中国传统特色

的技艺，在花丝镶嵌纹样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花丝镶

嵌纹样也随着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有顺应时代的变化。

（二）花丝镶嵌发展困境

花丝镶嵌传统技艺与众多非遗文化存在相似的发

展困境：花丝镶嵌因其工艺复杂、材料价格昂贵等特点

及不良的管理模式，导致花丝镶嵌的市场发展现状不

容乐观，销量不断下降；随着当今社会的审美风格向简

约风格转变，花丝镶嵌繁复奢靡的设计风格已经与当

今主流审美背道而驰，而且人们越来越注重产品的实

用性，因此一度追求精美华丽而缺少实用性的手工艺

品，不再受当今人士的欢迎，已逐渐被时代淘汰；花丝

镶嵌产品的造型样式较为老旧，缺乏创新，年轻受众较

少，对未来的传承发展不利。文化要追根溯源，但也要

推陈出新，只顾墨守成规、一度守旧，守来的只能是文

化的衰落和淘汰。只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用新时代

的创新思路来发展传统文化，才能推动花丝镶嵌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花丝镶嵌在保持其本真性的同

时，如何用现代设计手段来促进非遗文化的发展，是现

代非遗文化研究者尤其关注的问题。

二、花丝镶嵌文化因子提取重构与数据库构建

文化因子的提取与重构是通过古今文化融合的方

式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改良优化，并以现代文创产品

为载体来促进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有效设计方法。

通过对花丝镶嵌的发展历史与文化特征进行分析总

结，文章提出针对花丝镶嵌文化因子的提取与重构路

径。将设计符号学（Design Semiology）、形状文法

（Shape Grammar）和感性工学（Kansei Engineering）三

种理论方法结合，进行花丝镶嵌文化因子的提取与重

构，见图1。在文化因子提取方面，首先选取花丝镶嵌

产品样本，根据设计符号学理论相关知识，对花丝镶嵌

的造型、纹样、色彩三大文化因子进行提取，并从设计

符号学的能指和所指两个角度，对花丝镶嵌文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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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解读。在文化因子重构方面，现代审美遵循简约

性、规律性、协调性等原则，结合现代审美原则，对花丝

镶嵌造型、纹样和色彩三大文化因子的能指与所指，分

别进行基于形状文法的显性推演和基于感性工学的隐

性推演，并对其进行数据库构建，为后期文创产品的创

意设计提供便利且优良的资源与灵感[3]。

（一）花丝镶嵌文化因子提取

设计符号学是从符号学理论发展而来的，符号是

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人类传递信息和采取行动的载

体，运用符号学原理和方法探讨产品设计的本质 [4]。

符号学主要通过直接运用、以符号为设计的基本原则

和在设计中融入符号因素三种方式应用在设计中[5]。

通过对花丝镶嵌文物样本进行分析研究，提取出文物

样本的造型、纹样和色彩三大文化因子，并基于设计符

号学理论，对三大文化因子从能指和所指两个角度进

行分析与归纳。花丝镶嵌的种类从功能角度出发大致

可分为首饰、摆件和家居日常用品三类。文章分别从

首饰、摆件和家居日常用品三个功能种类中选取文物

样品进行文化因子提取演示，见图2。

1）从能指角度分析，造型和纹样都是从人们日常

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事物中提取，主要以动物、植物、自

然、神话传说、文字符号等中国传统文化为素材，形态

丰富种类多样。在造型方面，花丝镶嵌产品因使用功

能的不同在造型设计上会有所差别。花丝镶嵌产品的

首饰和摆件类别，因以装饰为主，造型相对复杂奇特；

而日常用品类别贴近日常生活更加注重实用性，造型

相对简单，以几何形态为主。在纹样方面，花丝镶嵌纹

样的排列方式分为单独纹样和连续纹样，单独纹样设

计相对复杂精致，起主要装饰作用，连续纹样设计相

对简单，以点线为主，对单独纹样起到辅助装饰作

图1 花丝镶嵌提取与重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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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花丝镶嵌的材料主要选用金银材质，并附珠宝点

缀，在色彩上以黄、银、赤、青为主，根据产品的功能

用途、风格定位等进行色彩的选择与搭配，搭配比

例均衡协调。

2）从所指角度分析，花丝镶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

化积淀。所指是百姓将自己的美好愿景寄托在日常事

物中，比如金鱼纹寓意吉祥富有、年年有余，宝相花、牡

丹等花纹寓意花开富贵，如意造型和纹样寓意吉祥如

意，金银珠宝材质和色彩给人金玉满堂、富贵荣华、高

贵典雅之感等；也指百姓对神话、宗教的崇拜与敬仰，

比如回字纹寓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卍”字纹象征太

阳神或火神，安宁吉祥。由于南北方的地域文化和生

活方式的差异，花丝镶嵌在南北方地区呈现出素雅与

华贵两大风格[6]，无不寄托着南北方百姓对不同风格

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花丝镶嵌文化因子显性推演重构

在显性特征方面，花丝镶嵌在构成上遵循一定的

形式美法则，花丝镶嵌的形式美体现在整体与局部的

均衡有序、和谐统一。形状文法的形状规则以运算规

律为主，以形状为基本要素，运用语法结构分析并产生

新的形状，在建筑和产品等设计领域中被广泛应用[7-8]。

形状文法的规则被分为生成性规则和衍生性规则，生

成性规则包括平移、旋转、镜像、增删、置换、缩放、坐标

微调等，衍生性规则是在生成性规则变换的基础上对

目标元素进行进一步变换与推演后，得到理想的形状[9]。

文章基于形状文法的形状规则，对花丝镶嵌的造型和

纹样进行优化与推演，并进行色彩的选取与重组。花

丝镶嵌文化因子显性推演重构见图3。

1）在造型层面，通过形状文法对造型进行符号化

的特征提取与优化。如图3a所示，首先通过分析花丝

图2 花丝镶嵌文化因子提取

图3 花丝镶嵌文化因子显性推演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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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产品样本造型特征，将造型特征分解为几何图形

进行概括，样本的葫芦造型从上到下可分解为矩形、小

椭圆和大椭圆。对造型进行符号化特征提取后，基于

形状文法的形状规则，通过平移、旋转、镜像、增删、置

换、缩放、坐标微调等，目标样本造型分解的几何形状

进行形状变化，以及大小、比例、位置的重组与优化，再

根据现代审美和现代产品的造型设计及使用规则，选

取合适的优化造型进行进一步产品设计，既能对花丝

镶嵌造型特征进行快速提取概括，又能将造型特征与

目标产品设计进行贴切融合。

2）在纹样层面，基于形状文法的生成性规则和衍

生性规则，对花丝镶嵌的纹样进行形式推演。通过形

状文法的生成性规则和衍生性规则，对花丝镶嵌产品

样本中提取的纹样进行变换后得到新型纹样（见图

3b）。形状文法在对传统纹样的提取与再创造中发挥

出越来越大的应用潜力，将形状文法应用在传统纹样

的重构中，可以衍生出更规律，更丰富多彩的传统纹样

样式。

3）在色彩层面，根据现代色彩搭配规则对花丝镶

嵌色彩进行选取与重组。通过对花丝镶嵌产品进行色

相、饱和度、明度及色彩搭配比例的提取与分析，并结

合现代审美对提取的色彩进行调和，并进行色彩的分

解与重组，重构出符合现代审美的色彩搭配组合，如图

3c所示，从样本中提取 4种色彩，对色彩的饱和度、明

度等根据现代审美风格进行优化后，再对色彩进行重

新搭配组合，不同的色彩搭配和比例都会呈现不同的

视觉感受，为后期产品设计配色提供思路与灵感。

（三）花丝镶嵌文化因子隐性推演重构

在隐性特征方面，花丝镶嵌经过中国传统文化历

史潮流的文化积累，承载了深远文化寓意和内涵，花丝

镶嵌的隐性推演重构则从感性工学角度出发，采用语

义差异分析法，建立花丝镶嵌文化因子与现代审美感

性语义的映射关系，分析设计特征和给人的心理感受，

对花丝镶嵌文化内涵进行延伸与推演，使花丝镶嵌的

衍生产品设计既保留花丝镶嵌文化内涵，又满足大众

审美及情感需求，有利于后期文化因子与产品设计的

结合。感性工学是一种将人的主观感受与客观事物相

结合，通过元素特征与感性词汇的映射，让设计产品更

满足大众消费者喜好的方法[10]。对感性工学词汇进行

收集和筛选，筛选出在视觉和语义层面上与花丝镶嵌

有关的感性词汇组，找出花丝镶嵌隐性特征与感性词

汇之间的映射关系。通过对 18个花丝镶嵌产品样本

进行研究，将样本从造型、纹样、色彩三个角度进行设

计特征与感性词汇的映射，总结出在造型设计中，几

何、对称的造型会给人简洁、平稳、呆板的感觉，不规则

的造型会给人复杂、变动、活泼的感觉；在纹样设计中，

连续的纹样如字符纹、花草纹通常线条少而简，给人轻

盈、节奏的感觉，而单独纹样通常线条多样形态复杂，

给人厚重、无序的感觉；在色彩设计中，暖色调和对比

度小的色彩搭配会给人朴素、沉稳、和谐的感觉，冷色调

和对比度大的色彩搭配会给人华丽、对比、冲突的感觉。

（四）花丝镶嵌数据库构建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技术已经开始助

力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文化遗产数字化利用数字收

集、数字存储、数字处理和数字传播等数字技术，对非

遗文化进行展示传播和开发利用。在大数据时代，利

用大数据高效、丰富、多样、结构化等数据传输和处理

的优势，对非遗文化的数字化保护传承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11]。花丝镶嵌在保持其本真性的同时，如何用

数字化技术来促进非遗文化的发展，是现代非遗文化

研究者尤其关注的问题。非遗文化的数据库建设已经

成为许多文化研究者正在参与的数字化保护重要课

题，以数据库的形式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

承、传播与创新。

将花丝镶嵌文化因子提取与重构方法与数据库建

设相结合，解决花丝镶嵌文化资料散乱冗杂不易收集，

文化资源内容展示方式单一及人才短缺创造力不足等

问题。花丝镶嵌在数据库建设中具有明显优势，将花

丝镶嵌数据库建设模式划分为花丝镶嵌内容资源库、

花丝镶嵌创作灵感库、花丝镶嵌产品流通库三大模块，

分别对花丝镶嵌资源整合、众智创新和文化经济协同

发展三大问题进行针对性解决。

1）在花丝镶嵌内容资源库中，包含两大内容，其

一，对花丝镶嵌的文化内涵、历史脉络、制作工艺流程

等进行介绍，将产品的造型、纹样、色彩等文化因子通

过设计符号学理论进行符号化提取与解读，通过文字、

图片、视频、3D等方式进行资源的归纳整合及展示；其

二，给予花丝镶嵌传承者一个数字化平台进行技艺展

示和传授，为花丝镶嵌的传承和发扬发挥传承者价值。

2）在花丝镶嵌创作灵感库中，根据形状文法、感性

工学对花丝镶嵌的造型、纹样、色彩等文化因子进行显

性与隐性推演，并将重构设计元素整合在创作灵感库

中，吸引更多设计者搜寻并激发创作灵感。

3）在花丝镶嵌文创产品库中，用户通过设计花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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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文化创意产品来进行创意和产品售卖，打造一个

专属花丝镶嵌创意产品的创作交易平台，激励更多的

参与者进行深入学习和设计创作，并能通过用户喜爱

度和交易数量等判断消费者满意度和设计倾向。

三、花丝镶嵌文创产品设计实践

根据上述研究成果，在花丝镶嵌数据库的内容资

源库中，对花丝镶嵌进行深入学习研究及文化因子提

取；在创作灵感库中，运用花丝镶嵌造型、纹样、色彩等

文化因子进行显隐性推演重构。通过构建花丝镶嵌文

化因子数据库，以文化因子提取与重构为设计路径，以

文创产品作为设计载体，进行花丝镶嵌文创产品的设

计实践。

（一）目标产品设计定位

如今文化自信的提高，使国潮风崛起，90后、00后

年轻人是国潮文化的主要受众，将目标用户定位在

25~35岁的年轻人群体，根据这类群体审美喜好和消

费习惯进行文创产品设计。通过对文创产品种类及花

丝镶嵌特征应用倾向的调查与分析，挂件类文创产品

一般设计精美，与花丝镶嵌风格相像且易表现。因此，

文章以挂件作为设计载体进行文创设计实践。

（二）文化因子与产品结合

在文化因子与产品设计结合中，通过从隐性寓意

到显性形态过渡的思路进行产品设计。首先定位文创

产品隐性寓意；其次依据设计符号学和感性工学在花

丝镶嵌数据库的内容资源库中提取相关造型、纹样和

色彩搭配；再次将造型和纹样进行轮廓和线条简化，通

过形状文法进行造型和纹样的显性推演；最后对文化

因子进行结构和美观性设计。

将挂件的产品寓意定位为“花开富贵”和“福禄双

全”。从花丝镶嵌数据库的内容资源库中，根据设计符

号学和感性工学对文化因子进行提取与解读。宝相花

有“宝”“仙”之意，含有幸福美满、富贵吉祥的寓意，将

宝相花作为“花开富贵”造型元素，提取卷草纹、回字纹

等寓意安宁吉祥的纹样作为辅助元素装饰点缀，经过

线条简化，运用形状文法平移、旋转、镜像等设计规则

对其进行显性推演，形成新的形状样式；色彩以象征华

贵、辉煌的金色为主，用象征喜庆、吉祥的红色点缀。

葫芦谐音“福禄”，有健康长寿，吉祥如意、化邪避难之

意，将葫芦作为“福禄双全”造型元素，提取如意纹、

“福”字、“禄”字等纹样作为主要元素装饰点缀，铜钱纹

运用形状文法对其进行显性推演后作为辅助元素点

缀；“福”“禄”两字用红色凸显主题，背景元素为金色。

通过对文化因子进行结构设计，最终形成花丝镶嵌文

创挂件，见图4。

图4 花丝镶嵌文创挂件设计

四、结语

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人乃至世界的物质

精神财富，在文化自信和国潮文化蓬勃的发展时代，找

到能将传统文化的显性和隐性特征与现代产品相结合

的设计模式，对保护非遗、文化创新、提升文化自信具

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DS-SG-KE法从显性与隐性两

个角度，对花丝镶嵌的文化因子进行了提取与重构，并

提出了花丝镶嵌数据库的构建策略。将花丝镶嵌文化

因子提取与重构方法和数据库模式结合，找到一条将

传统文化与现代产品相结合的创意设计模式，以挂件

作为设计载体进行文创产品设计，验证了基于花丝镶

嵌文化因子数据库的文创产品设计的可行性，为后续

传统文化应用于文创产品设计提供新的方法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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