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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年文化为蓝本的文创产
品创新设计实践研究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Innovativ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Chinese New 
Yea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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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对中国文艺的繁荣发

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如何将传统艺术作为

蓝本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现代

社会，成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本文首先阐述传

统艺术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当代设计中的多

元价值，其次通过对中国年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符号意义

的分析揭示中国年文化为创意设计提供的丰富资源和潜

在价值，最后结合中国年文创产品创新设计的实际案例，

探讨传统艺术创造性转化的方法和实践策略，以期为推

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关键词　传统艺术，创造性转化，设计实践，中国年，

文创衍生品

Abstract: The nourishmen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Nowadays, how to 

creatively transform traditional art into a blueprint and better 

integrat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modern society has 

become a topic worthy of in-depth discussion. This paper 

firstly expound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traditional art in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multiple values in contemporary 

design. It then reveals the rich resources and potential value 

provided by Chinese New Year culture for crea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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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T E M P O R A R Y  A R T I S T S

当代中国文艺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

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

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这指明了新时代文艺发展赓续

文脉、创新发展的方向。拥有深厚文化资源的中华民族，不但要立足自

身文化根基，而且要在传承优秀文化传统中创新，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实现文化自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应寻找与时代精神、

现代价值之间的契合点，建立与时代精神的共鸣，让传统文化资源焕发

生命力、发挥新作用。在广采博取东西方各民族历史文化、当代艺术和

哲学智慧等文明精髓中，悉力蜕故孳新，催生艺术新质，创造出更具审

美魅力的艺术经典，塑造出更加鲜明可爱的中国形象，开拓出一个无愧

于伟大时代的文艺新境界。

传统艺术的新时代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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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New Year culture.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method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rt based on actual cases of innovative design 

of Chinese New Yea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is 

aims to provide useful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raditional art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design practice, Chinese New Year,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rivatives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

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

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

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强调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传统艺术作

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文化

意义和审美价值。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变迁，如何

将传统艺术与现代审美追求和创新理念相结合，实现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续

与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传统艺术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过

去与现在的桥梁。它们不仅是文化的象征，更是人类智

慧与创造力的结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艺术在

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下，演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

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传统艺术面

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如文化冲击、传承断裂等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保护、传承和创新传统艺术成为

当代社会亟须解决的问题。

同时，创意产业的崛起和设计领域的不断发展也给传

统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将目

光投向传统艺术，试图从中汲取灵感、借鉴技法，以期在

当代艺术和设计领域中获得新的突破和创新。这种以传统

艺术为蓝本的创造性转化创作与设计实践，不仅丰富了现

代艺术表现形式，更为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动

力，能够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推动文化自信和

文化自强的实现，进而推动文化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传统艺术在当代艺术和设计中的多元价值 

中国拥有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

基因和血脉。优秀传统文化是唤起民族文化自觉的内生

力量，是彰显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能够助力文化强国

建设。［2］传统艺术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其多样的

艺术表现形式和独特的审美价值蕴含着激发文化创新和

创造活力的密码和动能，是当代艺术与设计的重要灵感

来源和创作基础，对当代设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哲学思想

中华传统艺术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这两种

哲学体系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儒家注重道德伦

理、人伦关系，强调仁爱、忠诚、孝道等价值观；而道

家强调自然、无为而治、道德修养等概念。这些思想在

中国传统艺术中不仅体现在主题和形式上，也深刻影响

了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和态度。

当代艺术家通过对儒家、道家思想的重新理解，以

及对当代社会的关切，创作出既有传统文化影响又具有

当代思考的作品。一些作品通过批判社会弊病，提醒人

们关注道德伦理，强调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艺术家通过

作品表达出对道德伦理的情感体验，通过形式和内容的

创新，使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在当代得到新的表达。

这种情感的表达常常具有强烈的个人观感和情感共鸣，

引导观众思考人生、道德与伦理的课题。艺术家通过作

品传达出对道德伦理的思考，强调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

［1］  商志晓：《世界文化激荡中的中华民

族》，《 光 明 日 报》2023 年 05 月 15

日，第 15 版。

［2］  李凤亮、古珍晶：《新时代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现代化转换的价值、路径及原

则》，《东岳论丛》2020 年 11 期，第

111 页—118+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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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使传统的价值观在当代得以继续传承与创新。这种道德观念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主题上，

也体现在艺术家的创作态度和表现手法上。

同时，自然观念在传统艺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

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应该保持和谐的关系。这一思想在审美观念中反映为在艺术

作品中追求人与自然、形式与内涵、意境与技法的和谐统一。这种观念强调对自然的敬畏、

融合和对自然美的追求。传统的自然观念不仅在当代延续，艺术家通过作品表达对自然的热

爱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体现为对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现代社会问题的关注。

（二）审美观念

1. 和谐与平衡

中华传统艺术强调和谐、平衡和秩序，如中医的五行理论中，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反映

了宇宙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协调关系。艺术家常常从五行的观念中汲取灵感，通过色彩、形状等

元素的组合，追求作品整体的和谐。

当代艺术家和设计师在作品中追求色彩、形状、构图等元素的平衡，反映出中华传统审

美中追求整体和谐的特点。传统艺术注重形式与内容的平衡，强调作品的美学外表，更注重

作品所传达的深刻内涵。在当代艺术创作中，艺术家仍然延续了这种美学理念，追求形式和

内容的平衡，通过形式美的表达来传递深层次的思想和情感。

中华传统审美中常使用对比和调和的手法，通过鲜明的对比产生动静、虚实、远近等差异，

同时通过调和使这些对比在整体上呈现出和谐的效果。这一手法在当代艺术中得到了继承和发

展，使作品更富有层次感。传统艺术对色彩的运用强调阴阳五行的平衡，通过调和明暗、对比

色，创造出色彩的和谐感。在当代艺术中，艺术家也常常运用这些古老的色彩理念，赋予作品独

特的视觉效果。传统绘画注重画面的布局和构图，通过线条、形状的安排追求整体的和谐。当代

艺术家在构图上借鉴传统的经验，同时加入现代元素，创造出更具时代感的平衡结构。

和谐与平衡的观念在当代审美中得到了重新诠释。艺术家通过对传统观念的拓展和创新，使

和谐不仅停留在传统审美的范畴，同时融入现代元素，形成更富有活力和多样性的审美理念。随

着全球文化的交流，中华传统审美观念中的和谐与平衡也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对其他艺术形式产生

了影响。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促使了新的审美理念的形成，形成了多元而共生的审美格局。

总体而言，和谐与平衡的审美观念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当代艺术创

作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在当代艺术中，艺术家通过对这一观念的继承和创新，创造出更具有

时代特色和跨文化价值的艺术作品。

2. 意境的表达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中不可忽视的议题。先秦时期，《周易》与老庄就已经提出了

“意”与“象”的概念，成为意境理论的基础。盛唐时期的诗人王昌龄在《诗格》中总结了

“诗中三境”即“物境”“情境”和“意境”，“意境”至此成为一个美学概念。随后，明

清时期王夫之，近代王国维、宗白华等艺术理论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和补充。宗白华先

生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阐释了他对中国艺术意境

的理解，对于意境的创造，他借用了唐代画师张璪的“外

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思想，说明了意境创造的基本条

件，他认为“艺术意境的创构，是使客观景物作为主观

情思的象征。”［3］诚然，意境已成为中华文化与东方审

美的核心理念。

中国传统艺术强调意境，注重表达情感和精神境界。

这一观念在当代艺术创作中体现为对情感和精神层面的

深刻表达，强调艺术作品背后的情感内核。中国传统绘

画艺术的意境追求体现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和审美理念，

其核心是通过艺术作品表达情感和精神的内在境界。这

一传统观念在当代艺术创作中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艺

术家们通过各种媒介和表现形式，力图深刻地表达情感

和精神层面，强调艺术作品所传达的情感内核。

当代艺术家常常采用抽象的表达形式，通过线条、形

状、色彩的组合，来表达更为抽象和深刻的情感和思想。

这种抽象并非追求形式的模糊，而是通过简练的形式更直

接地触达观者的心灵。当代艺术注重观者与作品之间的情

感共鸣。艺术家通过个人的情感体验，将观者引导到共鸣

的情感空间，使观者通过作品与艺术家建立情感联系。

在当代艺术创作中，对意境的追求并没有脱离传统，

反而在创新中找到了更加广阔的表达空间。艺术家们通

过对情感和精神层面的深刻表达，使得他们的作品不仅

具有审美价值，更能引发观者内心深处的共鸣和思考。

这种对意境的追求，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当

代人类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刻探索。

综合而言，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意境追求在当代各种

艺术形式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艺术家们通

过情感的深刻表达和对精神层面的关注，使得他们的作

品更富有内涵和思想深度。这种对意境的追求不仅为观

者提供了审美的享受，更引导着人们深入思考生命、自

然、人文等更为宏观的议题。

（三）技法传承

在当代艺术创作中，传统绘画技法的继承和发展体
［3］  宗白华：《美学漫步》，长江文艺出版

社，2019，第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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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艺术家对历史传统的尊重与创新的追求。水墨、工

笔、写意等传统绘画技法在当代艺术家的手中不仅得到延

续，而且逐渐演变出独特的当代风格，展现了深刻的艺术

内涵。传统绘画技法在当代艺术中并没有被束缚于过去，

而是成为艺术家表达创造力的媒介。通过继承传统技法，

艺术家们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融入当代文化、社会和观

念，形成独特的当代风格。这种融合与发展不仅延续了传

统文化的魅力，也为当代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外，工艺的传承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和对传统技艺

的保护与发扬。工艺传承在当代设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中国传统的年画、陶瓷、丝绸、刺绣等工艺技艺为

当代设计师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创作素材。这些传统工

艺的传承不仅体现了文化的延续，更为设计师提供了在

当代设计中融合和创新的机会，形成具有传统底蕴和现

代风格的独特作品（图1）。

在传统工艺传承过程中，设计师需要细致入微地理

解传统工艺的精髓，并在创作中巧妙地融入现代设计、

科技等元素。通过这种融合与创新，传统工艺在当代设

计中焕发出新的生机，适应当代市场需求和审美趋势的

设计产品，为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四）符号价值

文化符号学理论认为，文化是通过符号传递的，而

符号则是可被创造性转化的媒介。罗兰·巴特是文化符

号学理论的奠基人［4］，他提出的“符号系统”理论表

明，符号是社会文化的核心。创作者通过对符号的巧妙

运用，实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这个理论框架下，

符号被视为一种具有内在含义和象征性意义的媒介，能

够反映和传达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观念、价值观和社会秩

序。符号可以是语言中的词汇、图像中的形象、行为中

的动作，甚至是生活中的物品，它们都承载着特定文化

背景下的意义和价值。在不同文化中，颜色、图案、音

乐等都可能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构成了

文化的符号系统。

传统艺术往往通过运用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符号和

意象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和情感。这些符号可能源自宗教、神话、民族传统或特定的文化背

景，代表着某种特定的价值观、信仰或象征。例如，在古代艺术中，常见的符号包括莲花、

龙凤、太极图、八卦图等，它们在作品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和宗教内涵。这些传统艺术中的

文化符号给当代艺术设计提供了重新解构、重组和重新演绎的传承价值，通过拥有积极记忆

与文化认同的符号来保留传统的文化记忆，赋予符号新的内涵和表达方式。

传统文化符号在中华传统艺术中的运用体现了一种对历史传承和文化认同的表达，在当

代艺术中的运用是对历史、文化和美学的一种回应和延续。同时也是当代艺术家对传统审美

的重新思考和再创作。

龙、凤、莲花这些符号在当代艺术与设计中的运用不仅停留在传统的形式之中，而是融

入了当代艺术的多样性和创新性。正如“龙”在中国文化中被崇尚为祥瑞和权威的象征，常

常与帝王、皇权、气势磅礴的景象联系在一起。在当代艺术中，艺术家可能以绘画、设计、

雕塑、装置等形式，重新演绎龙的形象（图2）。这种创作不仅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还

通过对龙的艺术再现，传达出对权力、自由、想象力等现代主题的思考。

艺术家通过对传统文化符号的重新构想，不断丰富和拓展了这些符号的文化内涵。这种

创作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是对当代社会、观念和审美价值的反思，形成了独特的文化

符号语境。传统文化符号在当代艺术中的运用，成为连接过去和现在、传统与现代的纽带，

为艺术创作注入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历史和神话一直是重要的创作题材，这种传统在当代得到了继承和

发展。当代艺术家通过对历史和神话的重新诠释，创作出富有现代感的作品，为传统文化注

入新的活力。传统的神话故事常常包含着深刻的道德观念和哲学思考。当代艺术家通过对神

话主题的重新演绎，赋予其新的意义。这可能包括对神话人物形象的改变，对故事情节的重

新构想，以及对神话背后思想内涵的当代解读。这样的创作使得传统神话在当代文化语境中

得到了更新，引发观众对价值观念和人性的深刻思考。

当代艺术家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政治、环境等问题结合起来，通过历史和神

话题材来探讨当下的议题。这样的创作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当代挑战的回应。艺

术家通过对历史和神话的重新审视，呈现出对现实世界的独特见解，使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

中具有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意义。

当代艺术家在对历史和神话题材的创作中采用了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包括绘画、雕

塑、装置艺术、影像艺术等。这种多样性不仅丰富了作品呈现的形式，同时也为观众提供了

更丰富的感知体验，使传统题材在当代艺术中得以立体而生动地展现。

通过这些方式，当代艺术家成功地将历史和神话题材融入当代艺术创作中，使传统文化

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力。这样的创作既延续了传统的文化传承，又为观众呈现了更为复杂和

多元的文化图景，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代之间的关系。

总体而言，中华优秀传统艺术对当代艺术创作和设计产生了深刻而多方面的影响，为艺

图 2.   LV 装置（图片来源：微博“前

滩太古里”）

［4］  高宣扬：《罗兰·巴特文化符号论的

重要意义：纪念罗兰·巴特诞辰 95 周

年和逝世 30 周年》，《探索与争鸣》

2010 年 12 期，第 9—13 页。

图 1.  慢物质，《财源滚滚 -DIY 年

画 套 装》， 榉 木、 橡 胶、 黄

铜、特种纸，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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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同时也使得当代艺术在传

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多元而独特的面貌。

二、中国年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意涵

（一）中国年历史渊源

春节又叫阴历（农历）年，俗称“过年”。中国年，

是中国人一年之中最重要、隆重的节日。中国年历史悠

久，在传承发展中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人文底蕴，伴随着

中国文化的发展，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历史传统之中。

“年”是中国人对自然先祖的感恩，也是中华民族的生

日。中国年的发展史，可以追溯到上古的尧舜禹时代，

最初是一种祭祀活动，直至唐宋，中国年才由专属于皇

族的节日逐渐发展为百姓皆乐的节日庆典。在此之中，

衍生的诸多节日风俗、民俗习惯正是组成中国年的重要

内容。中国年民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相关民俗活动

持续一个月，包括仪式活动、节日装饰、饮食和相关的

娱乐活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粹的集中展示。

春节节庆期间，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是体现和谐

亲情与和睦人际关系的重要平台。除夕夜亲人团聚包饺子守

岁，初一亲友间拜年、给儿童压岁钱，元宵节亲友共游灯会

赏花灯、猜灯谜等，尽管各地过年的习俗有差异，但是年

的传统文化内涵和意义却是相同的，象征着团圆、祝福、

祥和、感恩和憧憬等最浓厚的传统观念和文化价值。［5］

过年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内涵，更包含了丰富

的艺术形式与审美价值。整个中国年文化发展至今，流

传下来的各种习俗与文化意涵大致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

非物质文化两大类。物质文化主要包括腊八粥、年夜饭、

饺子、汤圆、年糕、春卷等食品，春联、年画、门神、

挂笺、爆竹、红灯笼等节日物件。非物质文化主要包括

祭祖、守岁、拜年、迎财神、舞龙舞狮、逛庙会、游灯

会等风俗习惯。可以说，春节是中国最重要、最热闹的

节日，过好春节是提升亲情关系、增强社会凝聚力、构

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6］

当前，春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正处于从中国走向国际被世界广泛认知的发展阶段，同

时也正在经历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变和重塑，处在内涵

和外延的持续创新和更新中。因此，春节及其所包含的

具有悠久历史底蕴的中国年文化，需要在中国不断传承

和发展，更需要在世界范围进行交流和融合；需要保留

中国年文化的本色，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让文

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得到充分挖掘。

（二）中国年文化意涵

1. 中国年文化中体现的民族认同

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中华民族共享的传统节庆，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民族文化认同和情

感联系的纽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传统节庆通过唤醒和增强集体记忆、强化民族认同。但

当前许多民族传统节庆发展面临着节庆减少、意义缺失、

“认同”功能弱化、针对性保护措施待加强等问题。［7］

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不断发展，我国逐渐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节庆体系。以春节为代表的中国年始终

保持着其传承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使得中国年的文化

内涵得以积淀和丰富。但随着现代经济、科技的发展，

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文化形态等都发生了巨大

变化，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改变使得传统节

庆的庆祝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年也存在着同样的

问题。近些年来庆祝春节的方式往简单化、休闲化的方

向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旅游等更多元的过节方式，

让春节有“年味儿”的仪式内容慢慢淡化。此外由于现

代通讯方式的便捷，以及对燃放鞭炮的限制，城市环境

中春节的仪式被简化了。

尽管在一定现实层面上中国传统年文化中的习俗及

精神意蕴逐渐淡薄，但是中国年依然是中华民族的归属

感与认同感的来源。在符号学角度，文化表现为一个国

家或民族创造并共同认可、使用的代表性符号。［8］作为

中华民族和海外华人共享的节日，春节已然演变成重要
［5］  肖玲：《中国年的色彩设计研究》，硕

士学位论文，湖南工业大学，2021 年。

［6］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 —— 春 节， 中 国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网：https://www.ihchina.cn/art/detail/

id/14904.html.

［7］  陈立鹏、禄嫦：《民族传统节庆活动的

传承和发展探究》，《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2023 年第 5 期，第 57—63 页。

［8］  陈伟、卢德平：《共同体意识与现代性

转化：中华文化符号传播的时空价值与

规约》，《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

报）》2021 年 11 期，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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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俗文化符号，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传

统年文化唯有提炼人类思想情感共鸣性、通约性的主流

和核心价值，并与世界性和人类性的普遍性诉求予以有

机融合，［9］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交流与融通，激发人们

内心的价值认同。

2. 中国年文化与国家文化形象构建

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文化影响力的名片，树立良好

的国家文化形象，关系到国际社会对国家文化的认知和

认同。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

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

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形象。”［10］	

以节日庆祝活动、美食美饰、生活习惯等为核心的

民俗文化符号，具有高度凝练、易于传播的特征，更易

激发受众的参与感与共情力，增进各国民众间的情感互

通。以春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节日符号是在海外传播知

名度较高的民俗文化符号。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识别

度高、易于引发情感共鸣的民俗文化产品，不仅反映了

一国的文化气味、精神沉淀以及主流价值观念，也有助

于塑造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品牌。［11］	

中国年的节日精神内蕴，是清晰感知中国文化形象

的重要途径之一。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将更

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探索中国年

文化的传承与再生产，不仅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目标

相契合，而且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提供典型样本，也有助于提升中华文明影响

力和感召力，为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带来有益启示。

三、中国年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设计实践

（一）创造性转化的概念

1. 创造性转化定义

创造性转化是一种深刻而富有创意的过程，它在传

统文化、思想或形式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变革，从而赋

予其新的表现形式、内涵或意义。

创造性转化的本质是对传统的重构和再创造。它不是

简单地复制或模仿，而是通过创新和变革，为传统元素赋

予新的生命和价值。这种转化可以发生在不同的领域，包

括文学、艺术、科学、商业等，其目的是推动文化和社会

的发展。在文学领域，创造性转化体现在对经典文学作品

的重新诠释和再创作上。在艺术领域，艺术家们常常通过

对传统艺术形式的挑战和创新，创造出全新的艺术风格和

表现形式，从而拓展艺术的边界和可能性。在科学领域，

创新的科研成果常常源于对已有理论和实践的重新解释和

改进。科学家们通过对传统知识的批判性思考和实践探

索，不断推动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在商业领域，创造性转

化体现在对产品、服务和市场的创新和变革上。企业通过

对市场需求和消费者行为的深入洞察，不断推出新的产品

和服务，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期待。

总的来说，创造性转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和创

新模式，它通过对传统的重新解释和改变，推动了文学、

艺术、科学和商业的发展。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

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可以帮助人们应对

挑战，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发展目标。

2. 创造性转化要素

创造性转化是一种重要的创作过程，涉及对传统元

素的尊重与保留以及对新创意的引入和创新。这两个关

键要素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创造性转化的核心。

首先，对传统元素的尊重与保留是创造性转化的基

础。这意味着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应该对历史和文化进

行认真思考，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复制或者刻意抛弃传统。

尊重传统要求深入理解传统元素的内涵和背景，从而能

够在新的语境和背景下赋予其新的生命。这种尊重传统

的态度反映了对历史和文化的珍视，同时也为创作者提

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来源。

其次，引入新创意则是创造性转化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通过创作者的独特视角和当代审美，传统元素可以

［9］  逄增玉：《跨文化交流与中华文艺参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思考》，《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 年 3 期，第

20—23 页。

［1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

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https://

w w w.gov.cn /x inwen /2022-10/25/

content_5721685.htm.

［11］ 苏筱：《文化再生产与符号联想：数字时

代的中国民俗与国家形象建构》，《文化

遗产》2024 年第 1 期，第 98—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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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赋予全新的表达形式。这意味着创作者需要在尊重传

统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创意和审美观念，将传统元素

进行重新诠释和重构。新创意的引入不仅能够使传统元

素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也能够使作品更加具有时代

感和个性。

综上所述，创造性转化包括对传统元素的尊重与保留

以及对新创意的引入和创新。这两个要素相辅相成，相互

作用，共同推动着创作过程向着更加丰富和多样的方向发

展。通过尊重传统并赋予新的生命，以及通过引入新创意

进行重新诠释和重构，创作者能够实现对传统的创新和发

展，同时也为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作为设计资源的中国年文化

受后现代主义、资本主义商业化发展以及建构主义

等思潮的影响，文化被理解为一个可阐释的、被生产的、

不断变化的话语创造过程。［12］从文化生产到文化工业，

再到文化产业，文化被视为一种产品，而创作者则是文

化的生产者。这一观点突出了创作者对文化产生的主体

性和创造性价值。创作者通过对传统的重新演绎和创新，

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从而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变革。

这一过程不仅仅是简单地复制或模仿，而是对传统的选

择和重新解读，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过程。

文化资源是艺术家进行创作所需的重要资源。文化

资源包括传统、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遗产和资料。

从文化生产和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受后现代消费文化

的影响，文化产品受全球市场的影响日益呈现出多样化

的特征，在当今商业化的文化生产中，决定文化产业形

态的重要特征，都变得短暂易变、不再鲜明。然而，伴

随这种趋势的发展，在对待文化资源和自我表达形式等

方面，不同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和个体，表现出巨大的差

异。［13］在全球文化经济的背景下，面对这种趋势，决策

者已将鼓励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当作一项主要的施政目标，

同时，他们也在努力提高消费者的评鉴能力。

文化产品的多样化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艺术家通过对传统元素的灵活运用和重新演绎，可以创

造出具有新意的作品。设计作为一种艺术创造行为，包

括设计主体、设计行为、设计对象这三个基本元素。设

计对象即被设计物，既依赖物质（材料）或非物质来源，

其自身也可能成为被再次设计的资源。因此设计资源的

作用过程也可以看作一切过去和现在的文化存在被资源

化和再资源化的过程。

文化资源在被整合后附着在新的设计作品上，资源

与作品的联系在表层一般呈现为视觉元素，但其实资源

已经在设计行为的作用下发生了各种变化，这些变化是资

源促进设计发展的能量，是设计资源特有的属性提供的。

如今的设计师通过对传统艺术形式的重新解读，在作品

中融入当代社会的话题和情感，从而使作品更具有时代性和

吸引力。又因设计作品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关系，反过来无形

中影响着人们审美与文化观念，所以设计在文化生产中扮演

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成为服务文化产业的重要力量。

中国传统年文化可溯源至上古，当时的人们创造出

多样化的艺术形式，流传至今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国年包含了众多的文化符号，如春联、年画、门神、

鞭炮、舞龙舞狮等。这些符号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祝愿。中国年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

在当代文化创意产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文化符号与

民俗传统为创意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中国年文化的独特性为设计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

源，同时也为创作者带来了更高的设计要求。因此，当代

设计创作者应从多角度深入挖掘历史渊源和文化符号，准

确把握传统年文化的意蕴内涵，通过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

性转化，创作出具有深度和内涵的作品，传达出设计价值

与文化意义，展现出中国年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这个过程

中，设计师不仅是文化传承者，更是创新者，为中国年文

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推动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播。

（三）中国年文化符号创造性转化途径

1. 传承与衍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大众在春节

［12］ 程德兴：《红色文化的再生产与传承：

文化生产视角下的反思：以大陈岛垦荒

精神为例》，《青少年研究与实践》

2020 年第 1 期，第 10 页。

［13］ 多米尼克·鲍尔、艾伦·J·斯科特编

《文化产业与文化生产》，上海财经大

学出版社，2016，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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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旅游，通过各种方式欢聚与放松，却逐渐忽视了

“年”这一中国传统节日在维系民族文化象征和文化传承

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逐渐淡忘了“年”民俗传统和

对“年”的敬畏之心。近年来虽然全国各地在过年期间都

会举办庙会、赏灯等各类民俗活动，但总体而言，现在很

多春节活动流于形式，比如很多地方举办的庙会活动实际

上只是商品销售市场，商品同质化，没有特色。只有形式

的外壳，缺少植根传统文化的传承，浮于形式的热闹难以

引起人们内心的认同和血脉感。传统“年”文化唯有以包

容的“心态”再次激活人们心中尘封的精神认同、价值认

同，才能在新时代得以创新性地发展和传承。［14］

在中国年文化中类似剪纸、年画等文化符号，随着

当代生活方式、居住环境和审美情趣的转变，逐渐成为

一种边缘的文化土特产。但是类似于张贴年画这种仪式

习俗不应该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消失，而应该通过现

代设计的手段使木版年画等手工艺更符合当下的审美，

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的活力。“中国年”这一富有时代

性和延展性的命题引发设计师对木版年画的全新思考。

设计师通过产品创意思维，提炼出相关符号，将其转化

为视觉图像，同时结合当下的设计元素，对年画进行创

意制作，重新激发年画活力（图3）。木版水印技术是中

国雕版印刷术的巅峰，即使今天面对现代化大机器生产

的挑战，木版水印也由于其技术闪光点而具有不可替代

的价值。［15］挖掘年文化内涵通过现代设计手段进行创造

性转化，无论是对年画民俗还是传统木版工艺来说，都

共同完成了传承与焕新。

2．解构与重构

在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解构与重构是一种富有创

新性的实践策略与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对传统

元素进行深入的分析，打破其原有的结构和形式，提取

出其中的核心特征和元素，然后与现代元素进行重新组

合和构建，形成全新的视觉形象或设计作品。

十二生肖文化是我国传统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国非物质文化中的瑰宝，在不断的发展传承中凝聚

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传承中，关于生肖的起源在当今学术界一直没有明确的

定义，其由来以图腾崇拜说、干支纪年说以及民间传说

三种论断为主。图腾崇拜是早期原始社会的一种宗教形

式，十二生肖作为一种图腾崇拜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对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干支纪年说

将十二生肖与天干地支联系起来，通过两者结合来记录

与干支相匹配的某个年份，同时也用来表示人的出生年

份；民间传说将十二生肖作为一种信仰，与自身出生年

月相结合来测算性格、年运等，并逐渐在民间形成了一

种象征吉祥的符号，同时结合民族特性形成了一种艺术

形式，并在民间广为流传。［16］

十二生肖的每个动物都蕴含着一段古老的神话故事，

带有独特的神秘性，每个生肖图案都以其独特的形态和

鲜明的个性，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凤翔

泥塑十二生肖拼版积木产品（图4）在对年文化中的生肖

文化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解构分析后，提取凤翔泥

塑吉祥纹样与色彩体系，融合了镇宅驱邪、纳福平安的吉

祥寓意，将传统民间美术凤翔泥塑审美风格与十二生肖形

态识别文化内容相融合重构，在儿童游戏的过程中实现教

育及美育功能，打破传统十二生肖表现形式的束缚，赋予

生肖元素乃至民间工艺新的生命力和活力。

3. 融合与碰撞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于艺术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

地模仿和复制，而是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创新性。在追求

艺术创新的道路上，融合与碰撞是一种极具活力和创造

力的实践策略与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将传统元素与现代

元素相互融合，通过它们之间的碰撞激发出新的火花和

灵感，形成一种新的艺术风格或表现形式，从而创造出

既具有传统韵味又具有现代感的作品。

在中国年文化中饺子可以说是北方年夜饭中的“主

角”。包饺子是一项全家齐上阵的活动，调馅儿、和面、

擀皮儿、包，甚至捏褶儿都各有分工，最终合成一幅其乐

融融的场景。《包罗万象》系列文创作品（图5）以提升

［14］ 李清、吴迪：《从己亥年春节反观中国

“年”文化现状及创新发展》，《文化

学刊》2019 年第 5 期，第 147 页。

［15］ 王子琪：《论艺术中介在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中的作用：以饾版印刷术为

例 》，《 新 美 术 》2019 年 4 期， 第

112 页。

［16］ 刘兵兵、周泊伊：《十二生肖文化在手

办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中国包

装》2023 年第 10 期，第 56—59 页。 

图 5.  王忠振，《包罗万象》，玻璃工

艺，5.5cm×4cm×4cm，2022 年

糖果馅：嘴甜心甜，生活甜美之意

全鱼馅：“余”财，年年有余之意

大枣馅：“招”财，招唤财富之意

杮子馅：顺“事”，事事顺意之意

元宝馅：招财进宝，财源滚滚之意

全猪馅：诸事如意，财运享通之意

图 3.  苏大伟，《福龙昂首》，木版

年画，40cm×60cm，2024 年

图 4.  郝 庄，《 凤 翔 泥 塑 十 二 生 肖

拼版积木》，木质，22.5cm× 

22.5cm×2cm，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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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的吸引力为基础，脱离商品的单一层面，在挖掘阐

述年文化的同时，为其注入新的艺术观念与当代故事，以

满足当代人的情感与消费需求。在这一系列中，饺子这种

年节传统食品，是温暖而柔软的，玻璃这种艺术形式，又

是通透而坚硬的。作品提炼的饺子形态元素与现代设计造

型的结合，打破传统表现手法的束缚，使年文化与手工艺

碰撞出新的艺术形式，更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

4. 隐喻与象征

隐喻与象征不仅仅是艺术表达的手法，更是一种富

有哲学性和文化性的思考方式，不仅可以让作品更具内

涵和深度，还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在创造性

转化的过程中，隐喻与象征是两种强大的工具，能够深

化作品的内涵，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传统图案中的某

一符号，可能隐喻着吉祥、团圆等美好寓意，艺术家往

往通过隐喻与象征手法和现代设计元素融合，创作出既

具有传统韵味又富有现代感的作品。

俗语常说：“添新碗、置新箸，来年米谷停不住。”

过年时，每家每户有换筷子的习俗，筷子有添丁进福之

意。作品《新年筷乐》（图6）以新式五副筷子为表现形

式，使用传统吉祥符号饺子、竹子、白菜等作为筷枕，

以大漆工艺制作筷子，通过色彩与造型来隐喻“福禄寿

喜财”，整个礼盒象征着吉祥与团圆的新年祝福。

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对于中国年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现代社会中，文创产

品与大众生活联系紧密，更多地服务于日常生活，这便是

日用之器。我们常说“物以载道”，正如一个民族的年俗

文化，在制度层面，礼仪在质朴的民间信仰、山川风物、

民俗风习中，稳定而持久地沿袭；在物质层面，器物承载

着功能，在礼仪中被赋予意义。［17］依托于文创产品，传

统文化不再只是沉睡在史料和博物馆中，而是以更贴近日

常生活的方式不断向人们靠近。被赋予了文化价值的设计

产品，其内涵也随之提高，不再仅仅停留于产品使用功能

层面，也使得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得到满足。

结论

通过对传统艺术创造性转化创作或设计实践的研究

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创造性转化是实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深入挖掘、

创新性融合、跨界合作等多重策略和方法的应用，可以

有效推动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同时，需要重视创意

人才的培养和社会参与的推动，为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

化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和社会支持。

对传统艺术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符合党的二十大提出

的要求，在未来实践中，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传统艺术的

研究和理解，不断探索新的创造性转化方法和策略，以

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应加强国

际交流与合作，借鉴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和创意理念，

提升中国传统艺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中国年文化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蕴含着深厚的

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底蕴。中国年文化通过色彩与造型等

要素附着于年文化衍生民俗造物之上，是将中国年文化抽

象为具体、进而向后世传达信息的重要媒介手段。春节是

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

步，传统节庆的文化语境已发生了变化，这对节庆文创的

开发也随之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文创的开发设计应着重

体现对传统节庆文化元素的延续、更新和创造。［18］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生活

中蕴含的“年”文化却越来越少，作为设计师更应担负

起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的重任。在保护传统文化艺术的同

时，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及民众需求的结合，深入

发掘传统文化艺术内涵和价值，通过现代设计方法满足

当代大众审美及情感需求，以更多元化的形式适应现代

人的生活方式，让类似于“年文化”的传统文化在现代

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从对传统艺术被动传承变

为主动传播，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

符号和文化产品，发挥设计在构建国家文化形象中的重

要作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践支撑。

图 6.  张璐，《新年筷乐》系列文创，

漆 艺，33cm×31cm×6.5cm，

2022 年

［18］  陈立萍：《乡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传

统节庆的创造性转化》，《中南民族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https://

doi.org/10.19898/j.cnki.42-1704/

C.20240131.03.

［17］ 金晓依：《文化生态的展览重建：“中

国年”文化系列展述评》，《民艺》

2021 年第 3 期，第 1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