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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泥塑是我们熟知的一项具有陕西特色的民间艺术形

式。它对色彩的大胆运用，对自然形态的抽象表现，对纹饰的巧妙

应用，这些都为现代设计增添了不少灵感和素材。 笔者已尝试把

凤翔泥塑吉祥纹样引入课堂教学当中， 拓展学生的设计思维，提

高大学生艺术设计的创新能力，使其作品更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

和优美的形式感，使得艺术专业大学生设计素养得到全面提升。

设计专业学生设计创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在当今这个遍布创新作品的社会当中，我们对于“创新”不

陌生，“创新” 仿佛是一种人生态度， 它代表着新人类创新的精

神。艺术的基本规律是必须遵守的，但是任何创新都要对固有规

律进行一点小小的破坏。 就是这一点小小的“破坏”却是来之不

易的成绩，这点创新是我们辗转反侧、寝食不安所换来的进步，

然而目前设计专业学生的作品大都存在缺乏创意的弊病。 我们

将存在的问题归纳如下：1.缺乏创意。 设计最讲究创新，最忌讳对

现有作品的模仿，但创新思维并不是说有就能有的，创新意识的

培养是我们设计专业教育工作者长期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遍观

学生的设计作品，缺乏创新的作品太多，而充满创意的作品则少

之又少。 例如我国书籍装帧教学目前存在一些严重的误区，教师

教学过程大都未从创意设计入手进行，不成熟的“概念书经验”也

不能作为书装教学的正规经验进行传播，学生的书装作品多数都

在进行着视觉美的探索，他们都在进行着封面、内页、正文等处形

式美的编排设计，创造了一本本看似美观的书，但这些书往往都

存在着没有明确的设计理念以及创意缺乏的病症。 2.文化缺失。

文化观念的融入是目前本科艺术设计教育缺乏的重要内容，从目

前本科院校设计专业教育现状来看，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都是

从技法、技术方面对学生的创作进行指导。 我们都知道文化观念

融入教学当中这样的一种教学理念在研究生的教育阶段是比较

常见的一种现象。 文化观念融入本科教育当中去的情况比较少

甚至没有。 这种情况的发生大都是由于“观念”这种“悬乎”的概

念不好理解，较难融入本科生注重实践的学习之中。 然而“凤翔

泥塑”这一具体民间艺术形式，具有真实性、直观性，它是我省优

秀的传统文化的代表项目，具有明确的地方特色，彰显着雄浑的

秦风秦韵。 学生利用“凤翔泥塑”这一具体民间美术及传统文化

来学习民间美术知识并总结经验进行设计创作具有可执行性及

直观性。 3.传统积淀缺失。从前学生学习传统纹样都是通过书籍

这条路径获取资源， 然而它的弊端就是不能使学生拥有直观的

感受。学生对纹样的具体细节造型不清楚，对纹样的运用环境也

不了解，不可能真实全面地了解对象，当然也就不能做到对纹样

的恰如其分的运用。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凤翔泥塑吉祥纹样，可直

观获取对纹饰的感受，增强学生传统文化感知能力。

解决以上问题的设想

针对上文所总结的多项问题， 笔者试图将凤翔泥塑吉祥纹

样运用于设计教学当中，以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凤翔泥塑是

陕西、全国、全球知名的民间艺术形式。 凤翔泥塑上丰富的吉祥

纹样为我们现代设计提供源源不断的优秀素材。 凤翔泥塑上的

纹样从不缺乏创新，民间艺人在绘制泥塑时采用的“随花就形”

的设计方法就是在原有图形的基础上根据所剩空间的大小再随

机添加的纹样。 [1]“随花就形”是艺人信手拈来的绝活，这种创作

手法确保了凤翔泥塑纹样的不断创新， 源源不绝地在凤翔泥塑

这个大家庭中增添着新的纹样成员。 这种随意性造型通过简练

的语言来表情达意,营造出天真烂漫、率性生动、意象交叠的审

美特征。 这种“随花就形”的纹样绘制方法可启发学生的创新意

识。凤翔泥塑是我国著名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翔泥塑上

的吉祥纹样数量繁多，寓意丰富，造型生动美观，色彩明艳动人。

无论是陕西省学生还是外省学生都有必要对这项独具特色的民

间艺术形式有所了解，从而扩充自己的符号、纹饰、文化体系，很

好地处理在艺术创作中文化缺失的棘手问题。

凤翔泥塑吉祥纹样是学生系统学习纹样的良好素材。 过去

学生对我国传统纹样的认知和学习都是从书本上、 资料上进行

临摹，这样的学习方法是被动的方法，将“凤翔泥塑”引入教学中

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把精巧的泥塑作品带到课堂中来。书本上

死板的纹样变成了一个个真实的作品，学生对这些花花绿绿、栩

栩如生的泥塑作品兴趣十足。 学生在品味意趣昂然的立体泥塑

的同时，对纹样的归纳、整理能力得到提高，憨态可亲的立体作

品上质朴动人的纹样启示学生纹样的设计方法。

实现设想的路径

要实现将凤翔泥塑吉祥纹样引入教学中并取得良好的教学

效果，应有明确的步骤并且系统执行拟定的教学计划，采用良好

在教学中运用凤翔泥塑吉祥纹样启迪大学生设计创新的设想与实践
岳 瑾

【摘 要】凤翔泥塑是我们熟知的一项具有浓郁陕西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 凤翔泥塑中纷繁复杂的纹样具有源源不竭的创意、丰富的文化

内涵、缤纷绚丽的设计形式，这些从不乏创意的吉祥纹样给大学生设计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形式借鉴。本文旨在探索在教学中运用凤翔泥塑吉祥

纹样启迪大学生设计创新的具体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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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教学。经多年研究我们可在教学中引入点、线、面、体结

合的方式进行教学，进而辐射到全方位全面将凤翔泥塑吉祥

纹样引入到平面设计的众多课程当中。 将凤翔泥塑吉祥纹样

的知识分批———点、分阶段———线、分课程———面引入学生学

习中，众多的课程都引入凤翔泥塑的知识并已产生良好的教

学效果就形成了庞大的系统作用，构建了一个三维立体的认

识空间，这就是点、线、面再发展到体的教学方法。 凤翔泥塑

吉祥纹样引导设计实践的作用就在学生作品中完整地展现

出来了。 具体来说就是在不同设计课程中合理地加入“凤翔

泥塑吉祥纹样章节内容”， 并要求学生根据所学课程设计与

“凤翔泥塑”相关内容的创作。 在讲授完本门课程的主要知识

后讲解凤翔泥塑知识既可以将凤翔泥塑看作是一种独特的

文化载体，又将凤翔泥塑看作一种设计实例，让学生更为具

体地理解设计项目，从而更加合理地进行艺术设计创新。 上

述研究经验不能只停留在做学问的阶段，应广泛运用到设计

教学当中，以期能够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加强文化的回归、提

供借鉴传统的方法。 实现这一设想的途径是将研究经验合理

地引入课堂教学当中。

实践效果对比

2009级、2010级、2011级学生的课程作业与 2006级、2007

级学生课程作业比较均有显著提高。在实践过程中笔者已将“凤

翔泥塑的吉祥纹样” 专题内容引入设计实践课《程装饰色彩》、

《编排设计》、《海报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当中，收效显著。

1.凤翔泥塑吉祥纹样在《装饰色彩》中的运用

装饰色彩是设计专业学生重要的一门基础课程， 装饰色彩

重视研究色彩的形式美， 是一门研究用色彩美化人们生活的艺

术学科。[2]“凤翔泥塑的吉祥纹样”可以直接运用在装饰色彩课程

当中：第一，民间艺人对互补色的拿捏处理十分得当，使得互补

色在创作中焕发生机。 第二，凤翔泥塑在色彩对比和谐当中，墨

线和白底色起到了良好的视觉补充作用。 黑色线条勾勒画面的

方法在《装饰色彩》课程中可以得到良好运用。 装饰色彩在绘画

过程中，描绘景物可以使用墨线勾边，勾勒过黑边可以使画面对

比效果更加强烈，装饰意味更加浓厚。2006级、2007级学生的装

饰色彩课程教学过程中未引入凤翔泥塑吉祥纹样来指导教学，

学生作品也达到了色彩和谐的效果，但画面色彩不响亮，视觉效

果不醒目，未能达到平面、和谐、装饰的色彩效果。 2010级学生

的装饰色彩课程教学过程中引入了凤翔泥塑吉祥纹样， 学生作

品中有着凤翔泥塑上鲜艳色彩的身影。 引入凤翔泥塑纹样处理

经验后，互补色这种极难处理的色彩关系也变得异常和谐。引入

凤翔泥塑吉祥纹样进入教学之后， 学生作品除了色彩对比响亮

之外，线条处理也很精妙，这些线条正来自于凤翔泥塑上行云流

水的线条勾勒方法。

2.凤翔泥塑吉祥纹样在《编排设计》中的运用

编排设计是按照一定的视觉表达内容的需要和审美规律，

结合各种平面设计的具体特点，运用各种视觉要素和构成要素，

将各种文字图形及其他视觉形象加以组合编排、 进行表现的一

种视觉传达设计方法。《编排设计》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

在有限的空间里进行图形、文字、色彩等视觉要素个性而合理的

编排组合。 [3]2006级学生的编排设计教学过程中未引入吉祥纹

样教学，学生作品显得较为粗糙，创意模仿的痕迹很明显，使用

的设计元素已经是我们在很多公益广告中熟知的元素， 缺乏创

意的问题表现得日益严重。 2011级学生编排设计的教学过程引

入凤翔泥塑吉祥纹样这章节内容后，学生创作有了指导方向，有

一幅学生作品创意表达明确， 作品的视觉中心是一个头戴虎头

帽骑在泥塑马上的可爱小孩，小孩手中举着“Protect”造型的糖

葫芦，这幅作品“保护凤翔泥塑”的主题就呼之欲出了。凤翔泥塑

上看似随意却整齐繁复的纹样也启示学生在编排设计过程中需

要细致入微的表现。

3.凤翔泥塑吉祥纹样在《海报设计》中的运用

在设计实践课程中《海报设计》是门重要的课程，将凤翔泥

塑吉祥纹样巧妙地运用在招贴设计中无疑会给作品带来丰富多

彩的视觉效果。在进行设计创作时应去伪存真，建立在对原生态

吉祥纹样系统了解的基础之上， 用吉祥寓意作为沟通凤翔泥塑

和设计创作的桥梁。 凤翔泥塑吉祥纹样启示我们把握凝结在其

中深层次的吉祥内涵进行设计。 在作品中合理使用凤翔泥塑的

纹样可将文化观念带入招贴创作之中，带给作品温暖和煦之风。

2006级学生海报设计表现形式单一，画面使用的设计元素不是

完全的平面图形，就是图片的组合，毫无新意。 2009级学生作品

却能做到对二维图形的提取使用， 对凤翔泥塑的纹样进行了提

取，再重新进行组合，恰当运用凤翔泥塑纹样可提升作品编排中

的高雅风格。

4.凤翔泥塑吉祥纹样在《书装设计》中的运用

书籍装帧艺术是书籍的造型艺术。 凤翔泥塑色彩经验可以

在设计实践课程《书籍装帧设计》中得到运用。 高纯度色相对比

经验可以运用在民间意味浓厚的书籍装帧作品当中。 比如 2009

级学生为一本名为《库淑兰剪纸》的书籍设计装帧，在色彩规划

方面就可以选择对比强烈的色彩进行设计， 鲜艳的对比色能够

给书籍带来浓浓的民间意味，更好地呼应了书籍内容。

以上教学实践印证了“在教学中运用凤翔泥塑吉祥纹样来

启迪大学生设计创新”是一条良好途径。笔者将继续挖掘凤翔泥

塑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的内涵， 将先进的设计经验用于一线教学

当中，让学生的设计作品因具浓郁地方特色而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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