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美术元素在纺织品设计中的运用
—评 《东方元素与设计 》

伴随社会的不断发展 ， 纺织品设计面临着越来越大

的挑战 ， 过去刻板单
一的设计样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

并会降低纺织品的竞争力 。 在人们倡导传承传统文化的

社会背景下 ， 传统美术元素得到了纺织品设计人员广泛

的关注 Ｄ 通过将传统美术元素运用于纺织品设计中 ， 可

收获出乎预料的效果。 《东方元素与设计 》
一书 ， 对传

统美术元素在纺织品设计中的运用展开了研究探讨。

历经数千年的发展 ， 中 国累积丰富的视觉元素
，
而

该部分元素在现代设计中是难能可贵的财富 。 《东方元

素与设计 》
一

书把传统视觉符号元素设计分为六部分 ：

第
一

部分是关于戏剧脸谱 ，
主要介绍了访谈

——京剧 ？复

仇者联盟 、 戏品三国 ？演义隋唐等内容 ； 第二部分是关于

民间剪纸 ，
主要介绍了访谈

——

茶籽堂茶油礼盒 、 凤眼

糕／龙须糖 、 剪纸与字母等内容 ； 第三部分是关于传统年

画
，
主要介绍了 ＦＵＮ羊 、 Ｂ ｌｕｅＦ ｌ

ｙ
ｉｎ
ｇ品牌等内 容 ； 第四部

分是关于吉祥纹样 ，
主要介绍了纹样——祥云 、 纹样一

一

７ＪＣ纹 、 纹样——火纹等内容 ； 第五部分是关于动物纹

样
，
主要介绍了纹样

——

龙 、 纹样
——凤凰 、 纹样

——

麒麟等内容 ，
及其他等等专题内容 。 《 东方元素与设计

》 通过对丰富多彩传统视觉符号元素的整理 ，
在结合对

应种类的优秀作品 ， 向广大读者呈现出了传统元素的价

值及魅力 。

结合 《 东方元素与设计 》
一书中论述的传统年华 、

吉祥纹样等相关 内容对当前社会依旧存在着重要作用 ，

尤其是文化精神培养 、 艺术情操陶冶等方面。 传统美术

元素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流逝 ，
在传统美术中设计

的探索 、 联想 、 创造仍旧在现代美术设计及艺术表现形

式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 伴随社会的多元化发展
，

传统美术元素的价值重新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 通过与

现代流行元素的有效结合 ， 创造出新颖的花纹样式 ’
不

仅继承了传统元素的精华 ， 还在色调选择方面大胆引入

了现代手法予以搭配 ， 进一步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众

多实践表明 ，
近年来传统美术元素实用价值不断凸显 ，

在服饰 、 家居 、 手工艺品等设计创造中 ，
均广泛引人了

传统美术元素 ， 为生活创造了更为丰富的想象空间 ，
得

到了人们的关注及青睐 。 所以
，
对于纺织品设计而言 ，

传统美术元素的艺术魅力不减 ， 纺织品设计应当加强对

传统美术元素的有效运用 ，
完成新时代背景下的设计任

务 。

在全球
一

体化发展不断推进背景下 ，
纺织品设计人

员应当与时俱进 ， 不断开展改革创新 。 为 了进一步推进

传统美术元素在纺织品设计中的有效运用 ，
可通过以下

三种方式 ： 其
一

， 将传统美术元素运用于开拓纺织品设

计想象空间 。 传统美术元素涉及方方面面内容 ，
具有坚

实的文化基础 ， 好比我国传统美

术元素便涉及山水 、 人物 、 花鸟

等 内容 ，

又或可划分成工笔 、 写

意
， 注重意境 ， 将其运用于纺织

品设计中 ， 可赋予纺织品独特的

文化价值 。 其二
， 将传统美术元

素运用于丰富纺织品设计内容 。 历经长期的发展 ， 纺织

品设计一定程度上已形成较为固化的迷失 ，
色彩选择拘

谨
，
纹路图案刻板 ，

难以发挥出理想的效果 ，
通过将传

统美术元素运用于纺织品设计中 ， 推进纺织品设计思路

的有效创新 ，
进一步从多个不同方面丰富纺织品设计的

内容 。 其三 ， 将传统美术元素运用于提高纺织品艺术价

值 。 借助传统美术元素 的实用价值 ，
可解决纺织品设计

中样式单
一

、 色彩不突出等问题 ，
基于对传统美术元素

的引入
，
在推进样式组合 、 色彩选择的有效创新 ，

进而

增强纺织品吸引力 ，
提高纺织品的艺术价值。

总之
， 现代纺织品设计迫切需要引人丰富的传统美

术元素 ，
开拓创新 ， 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 作为社会大

众重要的生活用品 ，
纺织品现阶段所需探索的问题在于

纺织品 的设计创新 ， 传统纺织品设计主要追求的是纺织

品的实用性 ， 而表现出美术技巧的缺失 ， 所以纺织品设

计风格存在严重的僵化问题 。 传统美术元素在纺织品设

计中的运用 ’ 通过秉承形式美原则及艺术变化手法 ， 对

多种不同元素进行合理组合 ， 进而开拓出全新的设计图

案空间 。 《东方元素与设计 》 作为
一本研究东方传统元

素的书籍 ， 其有着鲜明的层次及丰富的内容 ， 对创新现

代纺织品设计而言 ， 有着非凡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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