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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梅山传统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巨大的物质资源。梅山文化作
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态和文化资源，与本地区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本文以梅山传统文化、文创设计课程为研究对象，重点

分析梅山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目前高校文创设计课程存在的具体问题，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创产业进行相关性

分析，总结出梅山文化在湖湘高校文创设计课程中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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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山文化是从古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鲜活体，
始终处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之中，并逐步成为

湖湘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孕育出的民间传统工艺

如剪纸、刺绣、滩画、傩舞等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和较高的艺术观赏性。在传统生活中，它主要表

现在梅山祭祀活动、婚礼庆典、重大节日、寿诞、生

育、生活装饰、娱乐等方面。可以说，梅山传统文

化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是当地群众不可缺少的精

神食粮，也对湖湘文化的历史传承起着重要的作

用。２０２２年１０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

化新辉煌，一方面要不断提高传统文化在多个领

域的传播效果和国际知名度，另一方面要传承我

国灿若瑰宝的文化遗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精神动力。２０１３年５月，新化
成为湖南省首批文化旅游特色产业重点县，这是

湖南省政府对梅山文化文创产业发展的帮扶和

鞭策。

高校文创设计课程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其目

的是用专业的课程内容引导学生利用所熟知的文

化进行相关的创意产品设计，湖湘文创设计与梅

山文化两者在“历史底蕴”“制作工艺”“视觉表

达”上都存在着较强的艺术关联。如今，利用高

校课程自发地探讨梅山文化与文创设计的融合，

不仅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领域的交汇，更是历

史与未来的碰撞。研究如何将梅山文化中的视觉

语言与材料应用于高校文创设计课程中，这不仅

是对民族传统元素的继承，更是一种应用型创新

设计，可以充分实现湖湘高校特色化的办学

理念［１］。

梅山文化与文创设计融合，不只是将过去已

经存在的历史图案、材料、工艺直接复制到简单的

ＩＰ设计和功能设计上，而是需要教师带领学生根
植其背后的地域文化和故事寓意，通过学习、概

括、提炼和再设计的步骤，在课程教学的实践中对

文创产品进一步思考，这对促进中华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梅山民间文化中的艺术代表
梅山是湖南中部地区新化县至安化县一带的

当地习称，其文化保存一直较为完整，是当地民众

世代创造、传承的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间

文化。梅山文化以原始狩猎神张五郎崇拜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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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其特色古老神秘且形态丰富，它包含了人类

早期思维的特点和文化资讯，其变迁历程直接映

射了人类从山林栖息过渡到平原居住、从原始狩

猎社会过渡到农耕社会的整个演变过程。

梅山民间文化以原始泛神信仰和巫觋信仰习

俗最具特色，民众的信仰构成梅山民间文化的精

神内核。对于梅山民间文化中的信仰学说，学者

们常以“信巫鬼、重淫祀”来概括，使得梅山文化

显得模糊且混沌。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一方面，

梅山民间文化的传承多依靠家族传承和口口相

传，系统的文字记载尤为稀缺；另一方面，不少现

代学者仍片面地将梅山民间文化及其民间工艺的

发展归为迷信、巫术驱使，贬低了其重要研究价

值，加剧了梅山民间不同工艺品类发展与传承的

困境。

１．１　梅山傩
梅山傩文化最早可追溯到唐代。经相关文献

记载，唐６２２年即唐武德四年，傩舞就已在梅山地
区的广泽寺广为流传。傩文化的艺术载体主要为

傩舞，早在唐宋时期，傩舞作为一种民间祭祀活动

出现，目的是为民间祈福。这种祭祀带有明显的

宗教意味。古人认为，成功开展傩舞祭祀能够净

化民众心灵并获得神灵的祝福或者庇佑。到了明

清时期，梅山傩的发展开始走向多元化。梅山傩

舞逐渐被赋予诗歌、戏曲、杂技等多种形式，这一

活动在传承中还逐步与当地民间艺人的表演活

动、工具制作以及地域文化内涵等相关元素融为

一体。其自成体系的傩规也被逐步确认和建立，

最终形成湖湘最为重要的非物质传承遗产。现在

的梅山傩文化一般依存在一些较为常见的艺术载

体中，如音乐、舞蹈、服饰、面具、戏曲等，在不同的

载体上梅山傩的特点显得丰富且统一。

在纹样寓意上，梅山傩纹在绘制过程中会在

地区传统的基础上继续运用其纹样的寓意，但却

并非直接挪用，而是在借用吉祥寓意的同时加入

本地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意象，对纹样不断进行

修改、融合与再创造，在传递原本寓意的基础上加

以装饰。其纹样主要分为几何纹、动物纹、植物纹

与人物活动纹，其中三角纹、云纹、波浪纹、凤鸟

纹、蛇纹、虎纹、炽焰纹等较为常见。梅山文化沿

袭了巫楚文化的神秘与狰狞，梅山傩文化的纹样

同样也继承了楚人的图腾崇拜，每种纹样都有内

在含义。

在色彩延伸上，与傩相关的艺术表现形式经

常给观众带来最直观的视觉冲击，因而色彩的有

效运用对于傩艺术尤为重要。以梅山傩面具为

例，制作者根据所代表的角色性格特征来选择颜

色，一般用色深重暗沉，给人古朴神秘的感觉。这

种选择有时也会受到地理环境、族群历史等因素

影响，每个地方族群审美与生活习俗各不相同，不

同地区的傩面具在用色选择上也会不同。和京剧

表演一样，傩服与傩面具上不同颜色可能代表着

一定的性格定位，如红色大多表示刚直正义，黑色

代表威猛凶厉，黄色代表广博睿智，白色则可能代

表着奸诈。梅山傩文化色彩深受楚巫文化影响，

多以红、黑互为底色做基调，整体色调和谐统一，

尽管每个面具角色绘制并不一样，但色调基本

一致。

１．２　梅山剪纸
梅山剪纸的产生与创作均来源于梅山民间文

化的繁衍与发展，是梅山民间文化的物化载体。

最初的梅山剪纸艺术所表现的内容涵盖了人们的

日常生活、宗教仪式、婚嫁丧葬等诸多方面，其制

作内容深受宗法礼制、宗教观念和农业渔猎活动

的影响［２］。在图案内容上，梅山剪纸的内容与其

他地区的剪纸有所不同。如梅山地区讲究“无鹅

不成婚”，当地百姓婚典剪纸多以“鹅”为主要图

案。“鸡蛋花”也是梅山民俗的另一种独特形式，

如果有小孩出生，梅山百姓要以红纸剪花贴在鸡

蛋上面，以此来祝贺添丁喜事以及表达对未来幸

福生活的向往。

在图案造型上，梅山剪纸的图案呈现一种原

始质朴的符号化特征，其经常应用在婚俗与丧葬

典礼的剪纸中，表现手法分为独立图案和循环重

复的图案两大类，这些手法凸显了剪纸图案的符

号化特征。在布局上，梅山剪纸与其他民间美术

品种有所不同，它很难表现出立体空间的深度、场

景和形象之间的三维关系。因此，梅山剪纸通常

采用各种组合技巧来创造一种看似扁平的图案效

果，运用对称、平衡和连续等手段，表达出剪纸所

蕴含的精神内涵。因其地处群山深处，巫傩文化

盛行，有的梅山剪纸艺术甚至会用夸张抽象的写

意手法，大胆提炼意象物的主要特征，除去不必要

的组织部分，使剪纸内容在方寸之间更为凸显。

在色彩运用上，梅山剪纸遵循古代传统的

“五行色彩观”，色彩使用大胆且充满活力，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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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节奏感。这种艺术形式追求在简化的设计

中展现复杂的视觉效果，以及整体上的韵律美感。

１．３　梅山滩头年画
邵阳滩头古镇位于湘南之境，是梅山文化的

发源地之一。滩头地区繁荣的造纸业、悠久的木

刻技艺和独特的印刷技术，为滩头木版年画的兴

盛和延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作为湖

湘唯一的传统手工木版年画，它与四川绵竹木版

年画、江苏桃花坞木版年画和北方的天津杨柳青

木版年画合称为中国四大传统木版年画［３］。据

相关史料记载，滩头年画已存在３００余年，至清朝
乾隆年间达到鼎盛。滩头年画从取材到制作，从

构型到色彩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在视觉图案上，滩头年画的图像与梅山傩文

化、剪纸工艺有着极为相似的特点即“符号化”。

滩头年画所使用的图案符号种类繁多，根据创作

题材与内容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动物纹样、人物纹

样、器物纹样与几何装饰纹样。人物纹样涉及的

面较广，既包含现实历史人物也包含虚拟人物，如

武将（关羽、秦叔宝）、女子、幼童、佛祖大帝、南海

观音、苗族英雄等，这些都是传统年画中较为常见

且具有一定特殊代表意义的人物形象。滩头年画

中的动物符号有麒麟、蝙蝠、鼠、猫、仙鹤、鱼、鸡，

既有现实中的动物也有神话中的幻想生物。除了

滩头年画中的《老鼠娶亲》纯粹以动物形象为故

事主角外，其他动物形象基本只是作为人物年画

的装饰陪衬，如用蝙蝠陪衬弥勒佛等。

在刻线设色上，滩头年画多采用简洁生动的

线条和“五色说”的用色观念。滩头年画在制作

工艺上与其他年画不同，它不是通过直接绘图，而

是通过木版雕刻后进行印刷，这使得它的线条更

为有力，具有独特的美感。滩头木版年画在雕刻

时需要使用锋利的刀具，对工匠的基本功要求极

为严格。设计稿的线条既生动又简洁，且粗细匀

称，不仅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写实性，还要具有艺

术性，在写意的表达上也分毫不差，因此具有独特

的审美特征。在色彩的选择上，滩头年画深受传

统“五色说”的影响，蕴含着梅山族群与自然元

素、节气气候的天然互动。古人对色彩的研习可

追溯到周朝，不同的场合和活动有不同的用色规

范，世人皆不可以随意使用。古人会根据社会地

位的高低和家族身份的尊卑来使用正确的颜色。

滩头木版年画中五色的用色概念就很常见，颜色

一般为红色、黑色、绿色、白色为基础色调，再通过

不同颜色之间的重叠、组合与覆盖，调出紫色、橙

红、翠绿、玫红等更为鲜艳灿烂的色彩。

２　文创设计课程的问题分析
随着传统文化保护热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

民间文化开始受到大众瞩目，因此以发扬传统文

化的文创产品也随着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博物

馆、美术馆）的发展而大量出现在市场中，文创设

计课程应运而生。纵观市场中较为常见的文创产

品，大部分产品都存在着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即

缺乏较深层次的文化底蕴与文化联系，这种现象

也同样体现在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高校文创设计

课程教学与成果中。“文创设计”作为视觉传达

设计专业的主修课程，其课程的教学目的是：“结

合所学的设计技能基础，通过专业的课程学习，学

会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思考、提炼、设计和成果转

化的策略，并在相关课程设计成果中体现出学生

的跨专业合作能力与辩证思考能力”。由于传统

文化本身具有较为复杂的构成属性，作为一门偏

向实践类的设计课程，它需要从文化的复杂性、地

域性、多样性、历史性与产品的创新性、市场性、实

用性和工艺性来进行综合考虑，但不少学生依然

会因对文化与市场的不了解在设计构思中形成片

面的设计方案。

２．１　文创课程中同质化设计引导的泛滥性
所谓同质化设计，是指源自不同文化、时代、

地区的品牌独特内涵，在市场压力、消费者审美标

准和商业利益的影响下，逐渐变得相似甚至相同

的设计现象。具体表现为文创视觉表现形式、宣

传诉求、使用功能和营销策略极其相似，只是品牌

名称不同，甚至连价格都大同小异。其典型特点

是品牌背景文化完全不同，但其品种重复、无特

色、少差异，不利于受众对品牌的识别。在设计史

的发展历程里，我们也能看到同质化现象是产品

从诞生到成熟的必经之路，无论在工业设计、视觉

设计还是文化创意领域都屡见不鲜，其本身是难

以避免的。以年画为例，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

的年画制作千差万别、各有特色。但在目前的市

场上，各地的年画内容逐渐趋同，南北地区的年画

风格基本都以梅山滩头年画和天津杨柳青年画为

主。但事实上，这些地区的年画并不能完全代表

整个年画的行业特色，更不能代表中国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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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生动的文化发展背景。

同质化设计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品牌设计领

域创意的缺失和原创力的不足。许多品牌为能搭

上文创产业这条快速运行的经济列车，往往没有

足够的时间对品牌文化与背景进行深耕。一旦出

现一个较为出色的文创ＩＰ产品，不管是在高校文
创课堂上还是在市场中的各个中小品牌和生产厂

家上，都会一拥而上进行模仿和复制，使本来独一

无二的创意产品失去独特性、区别性、创新性和稀

缺性，随之而来的是市场上出现大量“东施效颦”

的同质设计产品。在这样的设计环境下，真正想要

做原创设计的品牌与文化缺乏足够的保护与设计

时间，成本高且易被抄袭。另外，缺乏设计能力和

创新思想的品牌企业会为了盈利而压缩成本，致文

创成品材料粗糙、工艺简陋，更不会花时间对所链

接借鉴的传统工艺或民俗文化进行现代化的创新，

这就使得一些原本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传统工艺

降低了技艺门槛和格调并泛滥成灾，这对我们传播

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有极大的阻碍。

２．２　文创设计课程中文化与审美的缺失性
文创设计课程中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

专业教学模式与市场实践相脱节，出现同质化的

设计引导，学生所完成的文创设计成果不能适应

市场需要。传统授课模式下，学生积累了一定的

理论知识，但会因为从众心理，选择更为常见的设

计创意来完成课程成果。学生通常会找一些较为

著名的、传统的工艺品类，从中选取一个耳熟能详

的图形直接挪用转印到一些现代产品上。在这个

设计过程中，学生并不需要对该图形的历史来源、

文化内涵、民俗信仰进行过多了解，只需对图形本

身的样式进行复制粘贴。这种缺乏文化挖掘和思

考的设计模式，让文创产品失去了本身的文化价

值与创新意义。此外，老师在授课时也只单纯引

导学生关注传统工艺技巧和图案这种最为表象的

部分，忽视引导学生探究其蕴含的文化含义，过于

追求设计的视觉效果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概念，

从而导致学生的设计成果多以不同元素生拼硬凑

的方式呈现。这种设计徒有现代视觉的冲击力，

缺乏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最终作品也不具备足

够的文化依托和审美，更难谈利用文创设计达到

我们所希望的“积极继承与传播传统文化”之效。

２．３　文创设计课程中评判标准的滞后性
文创设计作为一门新兴课程，与传统基础课

程有着极大的不同。在现有的高校教学方式中，

文创设计多以产品的包装效果图为主要展现形

式，忽略了实际生产结果和使用效果。部分老师

由于缺乏市场设计的实践经验，在课堂上多以观

察学生的草稿绘图能力、计算机软件使用和视觉

包装展现为主，因此计算机软件操作和视觉包装

效果就成了本门课程优劣与否的主要评判标准，

却忽视了文创设计最为重要的内涵，即“文化底

蕴”和“工艺传承”。这会导致有些同学在第一次

接触文创产品设计时，对产品背景与文化内涵的

研究只停留在网络二手资料的搜查和复制上，更

多的是依靠“借鉴”网红ＩＰ、网红商品的表面设计
和自身的电脑软件基础来表现所谓的“高级”效

果，忽略了对产品制作的创意和工艺的实用性探

讨。同时，对产品实用性的忽视又会导致学生设

计的产品脱离当下市场的真实需要，与文创设计

课程要求培养市场型、创新型人才的教学目的背

道而驰。

３　梅山文化与文创设计课程的融合策略
研究

２００５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重要文件，

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

展”这一重要指导方针。显而易见，在强调保护

传统文化的同时，如何将民间传统文化可持续发

展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另一方面，在越来

越发达的文创产业视野下，以民间传统文化作为

源头活水，将其与文化创意产品进行有机融合也

同样有着重要意义。传统艺术形式在不断地适应

和反映时代变迁，在保存原有的风格和技术的基

础上，也在根据时代的需求和审美的变化进行创

新，使得传统艺术能够在现代社会继续存活并发

展［４］。而设计师通过深入实地调查、资料学习、

设计方向研究与实践，在非遗资源库中找出其中

适于作为文创产业资源发展的项目，根据其具体

情况进行多梯度、多方面的再设计，从而实现保护

传统文化、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目的，这二者都可

以通过高校文创课程质量提升形成有效合作。

３．１　工匠精神融入文创课程
我们在讨论梅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创设计的

融合时，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在历史长河

里，梅山地区通过不断发展的社会认识体系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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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系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工艺脉络与工匠精

神，它影响着整个梅山乃至湖湘地区的文化发展。

在梅山工艺的各类制造活动中，工匠精神显得尤

为重要，它能让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造物活动变得

生动且有趣。也正是这种构建于梅山传统文化基

础上的工匠精神，才使得梅山地区的传统工艺文

化能够坚实而稳定地发展。

梅山工匠精神有着与时俱进的“变化性”特

质，不会因为朝代更迭或科技进步而弱化或消散。

梅山工匠精神要求培养制作者精湛的制作技艺与

独特的审美，这也与现代高校艺术人才的培养目

标和文创课程追求工艺传承的课程目的不谋而

合［５］。将梅山工匠精神导入文创设计课堂，通过

专业的授课程序培养学生具备现代审美文化的

“守艺”之能，引导学生注重文创产品功能与形式

的基本设计要素，合理运用现代化生产工艺和科

技成果，从而产出符合文化传承和市场审美追求

的设计作品。此外，梅山工匠精神的导入还要求

学生在课程设计中不间断地对创新进行追求，创

新精神要求学生勇于打破同质化的设计模式，遵

循精益求精的制作标准，不断吸收市场中的文化

革新思想、消费审美观念和科学技术，并在文创设

计重构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梅山文化和文创产品的

时代特征。

３．２　跨界创新深入文创课程
梅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创课程的融合，一方

面需要打破梅山传统工艺在不同学科领域、行业

分类之间的设计壁垒，另一方面也要超越学科规

划的既定模式，吸收更广泛的跨学科设计成果。

文创设计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在教育过程中强调艺

术与技术的融合，这就需要不同设计专业之间的

技术交叉与跨界合作。梅山文化涉及的艺术领域

非常宽泛，包含建筑、民俗工艺、服装、平面、音乐

歌舞等相关专业，学生在学习中需要从更广的艺

术视角来系统地进行文化创意改造，把现代设计

师与传统工艺生产之间的界限打破，实现不同学

科及不同领域的跨界融合。

文创设计课程中的跨界涵义并非局限于一种

学科或专业的范畴。多学科、多领域的同质提升

是市场的需求，也是设计发展、文化传承的必然结

果。以梅山传统工艺技巧强化学生专业能力的同

时，更需要广博梅山文化视野和学科视野，新材料

新科技的应用、新专业新学科的合作都成为设计

优质梅山文创产品的前提条件。此外，绿色设计、

智性设计、无障碍设计等新理念的跨界融合也能

打通不同学科、产业之间的壁垒，传统的“关门教

育”时代已然过去，只有勇敢跨出专业界限，整合

传统工艺与现代生产基础，才能有更为优秀的创

意设计空间。

３．３　个性设计导入文创课程
大工业化的来临导致地域个性和文化特质逐

渐消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趋于统一，这就会

逐渐出现前文所提到的同质化设计。在对梅山传

统文化的探讨中，人们经常过度关注“对传统工

艺的继承”，把焦点片面地放在实现“图案再现”

和“工艺复制”上。以这两点为前提的大批量生

产方式所设计和制造出的文创产品，因生产成本

和市场利益驱使，通常只满足最为简单和基础的

消费审美标准。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扩张，

这样的文创成果已不再能满足消费者日益提高的

个性化需求，个性需求蕴含着消费者对高层次消

费体验的追逐，因此，把个性化设计导入文创课程

是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

通过文创设计课程的学习，学生从初级的对

梅山传统技艺的单一追求，逐步上升至对梅山历

史文化、工艺风格、民众生活理念、民俗民风的

“质”追求，将自己对产品的“个性理解”融入设计

的产品理念中［６］。而课程教学也从“文化形式研

究”“功能驱动研究”“市场需求研究”“创新价值

研究”等方向出发，遵循形式、功能、需求、创新四

个步骤逐步形成个性化的研究递进关系，完成根

植于“本土文化”的文创设计专业教学目标，并把

这种高层次的文化个性追求和理念通过文创产品

的使用传递给消费者，让消费者产生文化认同与

共鸣，最终形成能够真实反映梅山传统文化的好

设计。

４　结语
梅山传统文化是湖湘劳动人民智慧和劳动结

晶，更是重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它在给予设计

师更加广阔的设计天地的同时，也给设计师带来

了更为复杂的文化思考。湖湘高校在文创设计课

程中应当警惕学生对地域文化元素的盲目使用，

更不能对元素进行抄袭和照搬，而是要积极引导

学生对梅山地域文化元素进行充分的刨析、总结、

凝练，通过一定的市场项目转换，同所涉及的文化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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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进行有效结合，保持设计的“工匠精神”与设

计初心，这样才能赋予梅山文创产品新的生命力，

使其以强大的文化力量立足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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