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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1

鲁绣是我国历史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绣种之一，源于

山东半岛，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独具齐鲁地区文

化艺术特征，传承了当地厚重的人文内涵和浓郁的地方

气息。鲁绣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自身鲜明的艺

术风格，如绣品底料厚实、绣线结实、色彩鲜艳对比强

烈、图案写意性强等特点。但随着时代变迁，鲁绣产业

逐渐没落，优秀的地方手工艺术面临失传的危机。

在当今多元化发展的新时期，传统工艺必须顺应时

代潮流，具备现代意识，才能焕发新的生命力。对于鲁

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

使之与现代生活融合，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鲁绣

的传承和创新，既需要对其内在的文化精神有深刻的认

知，也需要在外在形式上具有时代性。只有将传承和创

新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鲁绣在新时代背景下充满活力，

从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振兴和发展。

二、传统鲁绣的核心元素

1.图形元素

传统鲁绣的图形元素大多采用中国传统的吉祥纹样，

包括动植物、神话传说、书法名画、自然风景以及山东

地方戏曲或器物等题材。这些图案都蕴含着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期许和祈福寓意。在提取鲁绣图形元素时，应注

重图形的关联性、均衡性和对比性，突出其代表性和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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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性，尽量完整体现鲁绣的文化内涵。

2.色彩元素

传统鲁绣的配色大胆鲜明，多采用纯正的红、黄、

绿、 蓝、 紫、 黑 等 高 饱 和、 高 纯 度 的 色 彩 对 比 搭 配，

如”五彩配艳蓝””黑底衬五彩”等，充分体现出当地人

民热情奔放、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此外，”退晕”即通

过不同色彩和针法的过渡来呈现渐变色彩的手法，在鲁

绣中也运用颇多。因此在提取色彩元素时，应尽量保留

这些特色配色方式和工艺手法。

3.工艺元素

鲁绣善于灵活运用多种针法，结合编、结、钉、盘金

等多种工艺手段，使绣品肌理丰富，立体层次感强。常见

的针法有平针、套针、割绣、打籽、钉线、编绣、缠针等。

这些工艺独具鲁绣的地域特色，决定了鲁绣作品粗犷豪放、

质朴大气的艺术风格。在提取工艺元素时，应优先选择最

具代表性的传统绣法，以彰显手工艺术的独特魅力。

三、传统鲁绣的创新设计思路

1.直接法

直接法是指将传统鲁绣的图案或绣品直接应用于现

代产品设计中，作为局部装饰元素。这种再现性的设计

方式易于保持鲁绣的原汁原味，直观传递其艺术内涵和

文化底蕴。常见的直接法运用形式有鲁绣绣片拼贴、图

案直接嵌入等。

直接法虽然具有保留鲁绣本真风貌的优点，但也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直接沿袭了传统工艺和图案元素，

设计风格相对单一，需要根据产品使用场景和目标群体

的需求进行适当把控，避免造成突兀拼贴或者风格冲突

的情况。因此，直接法更适用于一些传统文化氛围较浓

的产品设计，如传统服饰、工艺品赏玩品等。

2.间接法

间接法是将传统鲁绣的纹样或典型色彩元素进行提

传统鲁绣艺术的当代重塑与创新设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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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绣作为山东省代表性传统民间刺绣工艺，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但随着时代变

迁，传统鲁绣面临着失传的危机。本文在总结传统鲁绣的特征基础上，提出从图形、色彩和工艺三个角度提取设计元

素，并探讨了直接法、间接法和再创造法三种鲁绣创新设计思路，期望为传承和创新鲁绣艺术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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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然后通过重复、解构或重组的方式进行二次创作，

赋予鲁绣以新的视觉形式。这种方法打破了鲁绣的传统

禁锢，使其在现代产品中的应用风格更加灵活多变。

（1）单纹样间接运用

常见的做法是对鲁绣单位图案内的元素进行分析，

简化、提炼或抽离出单独纹样，再通过重复的设计手

法创新应用，如整齐排列复制、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

组合等。

（2）多纹样间接运用

是指将鲁绣作品中的多个纹样元素抽象化后，重新

编排组合，形成新的独立图案。这种方法应遵循“多样

统一”原则，注重各纹样元素在视觉层次和完整性上的

协调性。

间接法的优势在于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设计师的主观

能动性，使传统鲁绣与现代设计理念有机融合，为鲁绣

注入新的审美与文化内涵。但也需要准确把握鲁绣的符

号寓意，在形式创新的同时不失其传统精神。

3.再创造法

再创造法是对传统鲁绣图案的夸张与变形，或将鲁

绣技艺与新材料、新工艺相融合，实现跨界创新设计。

这种方法常常难以直观辨识出鲁绣的本来面目，但蕴含

了鲁绣精华与现代设计理念的完美结合。

（1）图案的夸张与变形

可以对鲁绣图案的形体、构图、色彩等视觉元素进

行加工变形，如扭曲、拉伸、变换大小比例等，赋予鲁

绣以全新的审美体验。

（2）与新材料新工艺的融合

例如将经典鲁绣图案数字化，通过 3D 打印、雕刻、

压印等现代工艺呈现出来；或者将鲁绣工艺移植到新型

材料如金属、陶瓷、塑料等上，实现创新的视觉效果。

再创造法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表现力，可以将传统

鲁绣完全融入当代设计语境，为这一古老手工艺注入新

的活力。但也容易过度离析鲁绣的本真元素，需要对其

文化内核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四、鲁绣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创新应用实践

传统鲁绣在经历了长期的低迷之后，近年来随着人

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鲁绣艺术开始重

新受到关注和重视。如何将璀璨的传统文化底蕴注入现

代设计，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实现创新发展，成为摆在鲁

绣传承人和设计师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鲁绣元素在

现代设计中的创新应用，主要体现在服饰、家居用品和

文创产品等领域。

1.服饰领域

通过拼接、绗缝等工艺，将鲁绣绣片应用于服装局

部，如前胸、后背、袖口等，起到装饰作用，如图 1 所

示。这种直接法运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鲁绣的手工质感

和工艺特色，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与服装整体

风格的协调问题。

提取鲁绣图案的色彩和构图元素，将其数字化后移

植到服装面料上，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跨界融合。这种间

接法的运用使鲁绣元素能够更自由、更富创意地融入当

代服饰设计，满足不同审美需求。比如可以将鲁绣热情

大胆的色彩与服装面料进行搭配，营造出张扬个性的时

尚氛围；或借鉴鲁绣构图的对称之美，设计出简约大方

的服装图案。

借鉴鲁绣精神，将其粗犷、大气的艺术气质展现在

男装中，或运用其精美、精巧的特点于女装设计。这属

于再创造法的一种体现，将鲁绣的内在精神融入设计理

念，通过夸张、变形等手法，赋予服装产品独特的文化

内涵。例如在男装设计中，可采用鲁绣笔挺有力的线条，

勾勒出棱角分明的造型；在女装中，则可模糊化鲁绣精

细绵密的针法，形成柔美流畅的款式。

2.家居用品

以传统鲁绣作品为原型，将其图案通过数字印花等

工艺印制到家纺产品如桌布、床品等。这是直接法在家

居用品领域的典型应用，由于保留了鲁绣原有的图案元

素，因此能够很好地传达其文化寓意，为家居环境增添

民族气息。

借鉴并现代化处理鲁绣图案构图，将其应用于家具、

地毯等家居软装饰设计中。借鉴鲁绣的工艺技法，如编

绣、钉线等，并融入新型材质，设计创新的家居装饰小

品。这就属于再创造法的范畴了，将鲁绣独特的手工艺

术技巧予以创新性转化，开发出富有鲁绣特色的新型家

居装饰品。

3.文创产品

提取鲁绣经典图案元素，移植到小型文创产品如书

签、笔记本、杯垫等。这是直接法在文创产品领域的常

见应用，巧妙地将优秀的鲁绣纹样元素融入日常生活用

品，让传统文化自然流淌在现代生活之中。

借鉴鲁绣针法特点，进行抽象化创意设计。这种间

接法的运用体现了设计师的创意思维，通过对鲁绣特有

针法的形态特征进行高度抽象化处理，赋予产品别样的

视觉艺术魅力。

将鲁绣艺术融入动漫、游戏等数字媒体领域，开发

相关的电子文创产品，培育鲁绣符号的时尚品牌。这无

疑属于再创造法的高级形式，将鲁绣的视觉符号和文化

内涵数字化、虚拟化，并孵化成一个全新的文化 IP。

综上所述，无论是直接法、间接法还是再创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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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绣艺术在服饰、家居和文创等诸多现代设计领域有创

新应用空间。传统的延续需要创新的注入，创新的发展

也须植根于传统的土壤。只有将鲁绣的丰富文化内涵和

精湛工艺技艺很好地融会贯通，并与现代设计理念有机

结合，鲁绣艺术才能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五、传统鲁绣创新发展的思考

1.坚持创新理念，与时俱进

任何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都需要与时代同步、不断

创新。对于鲁绣来说，要在坚持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的

基础上，主动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和时尚元素，实现创新

转型。既要保留鲁绣独有的图案、色彩、工艺等核心元

素，又要赋予其新的审美体验和文化内涵，使之与现代

生活方式相融合。

传统的延续需要借助创新的力量，创新的发展也须

植根于传统的土壤。鲁绣创新设计应当遵循“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原则，对鲁绣艺术进行适度提炼，保留其

精髓部分，剔除一些已经过时的陈旧内容。同时注入现

代设计语言，使传统文化元素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图

案设计上，可以借鉴鲁绣构图的对称美学；在色彩运用

上，可以遵循鲁绣鲜艳对比的特点，但推陈出新，使用

当代流行的色彩组合等。

鲁绣创新过程中也要主动融入现代科技手段，充分

利用数字化、虚拟化等新型技术与传统手工艺相结合，

拓展鲁绣的艺术表现形式。例如可以将鲁绣元素数字化

后移植到动漫游戏中，或借助 3D 打印等尖端技术制作新

型鲁绣艺术品等。

2.注重传统文化的挖掘提炼

鲁绣承载了丰富的齐鲁文化底蕴，蕴含着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期许、吉祥祈愿和审美情趣。在进行创新设计

时，必须深入挖掘鲁绣背后所蕴含的地域文化符号，提

炼其精神实质，使新的设计作品不只是表面的视觉形式，

还能传达出鲁绣所承载的人文情怀。

鲁绣艺术孕育于齐鲁大地，深受当地农耕文化和儒

家文化的熏陶。其图案寓意吉祥，体现了人们祈求生活

安康、子孙兴旺的愿望；用色鲜艳大胆，折射出齐鲁人

民质朴热情的性格气质；构图对称工整，彰显了儒家文

化中的中庸之道理念等。这些文化元素都是鲁绣创新设

计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

3.重视设计人才培养

鲁绣创新发展需要一批对传统工艺有深刻理解，又

具备现代设计意识的复合型人才。一方面要重视手工技

艺传承，培养一批鲁绣非遗传习人；另一方面也要加强

艺术设计人才培养，使他们熟悉鲁绣文化内涵。对于鲁

绣非遗传习人的培养，关键是要重视“传帮带”的传统

模式，使绣艺精华可以源源不断传承下去。同时也要注

重理论知识的学习，使传习人能够全面了解鲁绣的文化

内涵、工艺流程、发展历程等，增强对这门手艺的理解

和热爱。

而在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方面，高等院校可以开设

鲁绣文化相关的课程，向学生系统地介绍鲁绣的发展历

史、艺术特色、文化内涵等，并传授一些基础的鲁绣工

艺技能，使他们对鲁绣文化有一个全面了解。同时还要

加强现代设计理念和创意技巧的培训，使学生能够将鲁

绣元素与现代设计语言巧妙融合，创作出文化内涵的优

秀作品。

4.加强文化传播和品牌建设

鲁绣创新设计取得一定成果后，必须加强文化传播

和品牌建设，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可以利用新媒体、

展会、发布会等多种宣传渠道，全方位展示鲁绣的独特

魅力和文化价值，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在文化传播过程

中，要着力塑造鲁绣文化符号，使之成为富有文化内涵

的时尚符号和文创 IP。可以对鲁绣中具有代表性的图案

元素、构图手法、用色特征进行提炼，形成系列特色的

视觉符号。并通过多种载体的运用，如动漫游戏、新媒

体营销、衍生产品开发等，将这些符号推广出去，使其

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知和认同，成为具有鲁绣文化基因

的国际时尚符号。

结语

传统鲁绣是中华民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让这一古老手工艺焕发新的生机，

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课题。本文尝试从设计元素提取、

创新设计思路等角度，对鲁绣的创新发展路径进行了探

讨，希望能为传承和弘扬鲁绣文化贡献一份力量。传统

与现代的融合需要长期的实践和沉淀，鲁绣的创新之路

任重而道远，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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