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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创”背景下山东临沂民间彩印花布文创元素地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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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东临沂民间彩印花布是沂蒙大地民间手工艺的优秀代表，它浓缩了沂蒙地区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是

人们传达祈福纳吉、避祸禳灾、恭孝仁义等民俗寓意的载体。但是，临沂民间彩印花布受一些列因素的影响，导

致其存续困难。本文从挖掘彩印花布文创元素入手，旨在保护传统文化，激发其新的生命力，并为传统工艺的文

创设计探索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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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印花布，是用彩色染料在布匹上直接印花的一门手工

艺，其工艺起源较早。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文明的引进和

发展对中国传统手工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上世纪70、80年代，

随着机器印花的出现，彩印花布逐渐被取代，从事这门手艺

的人逐渐减少
[1]
。临沂民间彩印花布是临沂地域文化的优秀代

表，是山东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类，在时代背景下，也

出现了传承危机。

1 文化“两创”——传统文化创新与发展的新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两创旨在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

文化影响力，集中彰显我们党的文化自觉和使命担当。坚持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找到

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发挥非遗服务当代，造福人

民的作用。文化“两创”理念的提出在我国文化发展历程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有助于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同时也有助于文化的繁

荣和发展，增强国民文化自信。

2 山东临沂民间彩印花布文化元素地挖掘

文化创意产业离不开“文化”，文化是发展创意产业的

灵魂，没有文化含量，创意产业就没有根基。临沂民间彩印

花布具有深厚的精神文化底蕴，植根于本土独特的沂蒙文化

之中，是被赋予了充满文化含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独具

特色的精神符号和审美表达，对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民族

自豪感具有深远的意义。

临沂民间彩印花布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

背景以及文化背景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和题材内容，其价值

都是值得深度挖掘和重新再认识的。

2.1 地理位置

沂蒙地区地处山东省中南部，以临沂为主体，包括日照

市、枣庄市大部分，淄博、潍坊、青岛的南部、济宁市东部

以及苏北，境内三分之二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历史上交通

极为不便，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民风民俗淳朴。

2.2 文化背景

沂蒙地区是东夷文化的核心发源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源头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儒

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价值观体现在礼仪、仁爱、

忠诚、孝道。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从春秋战国时期起，

此地就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东夷文化与周文化在这里

交汇融合，齐文化、鲁文化在此互相渗透交融，多种文化的

融合与积淀，共同构成独特的区域文化———沂蒙文化即临

沂文化。沂蒙文化的价值观和沂蒙人民的智慧为现代设计提

供了丰富的精神内涵，通过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把传统文

化的内涵得以传承，在现代文明中去寻找一条既能传承传统

文化的精髓，又能适应时代要求和符合现代人审美趋向的发

展之路
[2]
。

2.3 彩印花布文化的认同感

沂蒙文化资源丰富，传统民俗文化是沂蒙文化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传统民俗中的婚嫁、生子、祝寿等吉庆民俗活动

中，都有彩印花布的出现。沂蒙文化承载了沂蒙民众的思维

方式与情感寄托，是彩印花布产生、发展的人文基础。彩印

花布主要运用于在沂蒙民间婚嫁、生子、祝寿等吉庆礼俗活

动中，沂蒙传统民俗中的鸟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生命崇拜、

孝悌观念都在彩印花布中有明确体现，具有深远的文化象征

意义，成为沂蒙文化的一种承载，随着民俗礼仪融入人们的

生活之中，而且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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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关系，注重人性关怀和情感交流，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

渐渐形成了沂蒙文化认同感。

包袱 传统民俗中的婚嫁，都会用到包袱皮子（俗称），

用来包裹东西。包袱的谐音“包福”，即“包住福气”之意。

寄托着沂蒙人民对新生活的向往和美好祝福。包袱是结婚的

信物，上面的图案是镂空彩印的，色彩艳丽，图案精美，是

美好吉祥的象征。婚后可以用来包裹衣物，回娘家或者走亲

串门，四角系在一起，可以当作包来使用。在婚礼中用的其

它物品，如被面、褥子面、门帘、帐沿、喜屏、桌布以及迎

亲用的轿衣、轿帘等也会用彩印花布来制作。

在沂蒙婚庆民俗中，彩印花布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也承

载着沂蒙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美的独特认知，同时也

表现了民间艺人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审美特制，成为沂蒙文化

宝贵的财富和重要的美术资源。

庆生 在传统沂蒙民俗文化中，婴儿出生后亲戚要送“祝

米”，箢子里装满鸡蛋、油条、红糖、小米以及新买的婴儿

衣物等，箢子上要用彩印花布包袱盖在上面。婴儿满月、周

岁时进行的“满月”、“抓周”仪式过程中用的包袱、孩子

穿戴的肚兜、衣物以及孩子用的被褥面等多用彩印花布制做

而成。彩印花布在这些仪式感强烈的活动中，时时刻刻都凝

结着沂蒙人民对子孙后代和家族兴旺的殷切希望，是沂蒙人

民最真挚和最朴素的情感。

祝寿 “孝”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儒家孝文化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孝文化也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受儒

家文化的影响，孝成为一种美德，在沂蒙文化中，孝文化是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二十四孝，有七孝源

自临沂。

沂蒙地区的祝寿礼俗是孝文化的集中体现。在重大的庆

寿礼仪式中，会设寿

堂，以喜庆的红色调装饰，大摆筵席，用寿桃、寿面、

寿联、寿画等做寿礼，用彩印花布包裹礼品、覆盖家具、做

成寿字画幅，烘托热烈喜庆气氛。

沂蒙地区丰厚的自然物产条件和深厚的人文背景是彩印

花布产生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婚嫁、生子、祝寿等吉庆民俗

活动使彩印花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成为人们传达

祈福纳吉、避祸禳灾、恭孝仁义等民俗寓意的载体，带有鲜

明的时代和地理印记。对彩印花布文化元素地挖掘，让我们

更加了解临沂的历史文化和彩印花布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加

热爱这门独特的民间手工艺，懂得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坚

定文化自信。

3 临沂民间彩印花布创意元素地挖掘

3.1彩印花布图案特征

3.1.1纹样特征

彩印花布图案内容所包含的纹样丰富多彩,自然界所看

到的、日常生产生活所用的、民风民俗所寄托希望的物象等

等皆为沂蒙彩印花布图案的素材，内容既有生活生产场景、

工具器物、动物、人物、自然界的植物等物象，又有神话传

说、戏曲典故、民间故事、谐音俗语等等，不一而足，想象

力及其丰富。很多题材都不仅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内容，经

过民间艺人的艺术加工，运用概括、归纳、平面化处理、宏

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观察方法等，使各种物象更具有艺术性和

装饰性。整个过程缜密巧思，周详安排。

植物纹：彩印花布中的植物纹样多以花草果木为主要题

材，如牡丹、石榴、葫芦、荷花、松树、缠枝花、叶子等吉

花瑞草纹样，每种花卉都富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牡丹象征着

富贵；石榴象征多子多福；葫芦寓意福禄；荷花象征着清洁

高雅、吉祥如意；松树寓意长寿；缠枝花、叶子常常被用来

进行边饰用或者辅助图形用。在植物纹样中，牡丹、荷花纹

样最常见，牡丹色彩娇艳，造型张弛有度；荷花的花瓣形状

和色彩装饰性强,再加上自身的寓意，因此被广泛利用。

动物纹：动物纹样种类繁多,概括起来即鸟兽鱼虫：鸟类

主要有报喜鸟喜鹊，长寿高雅的仙鹤；十二生肖；与“福”

谐音的蝙蝠；象征吉庆有余的“鲤鱼”；象征俸禄的“鹿”；

象征着权力与威严、驱邪避害的狮子；传说中象征阴阳和谐、

婚姻美满的龙凤纹样；象征着权力与仁爱以及对子孙后

代期望的麒麟;很多的昆虫也被赋予了美好的的含义：蜜蜂象

征着勤劳；蝴蝶象征着爱情等。

几何纹：几何纹包括铜钱纹、盘长结、祥云等一般出现

在图案的边饰中，起到完善画面布局的效果。以点、线、面

为构成要素，根据画面的需要，以点代替线等。

文字纹：；文字纹样主要以“福”、“禄”、“寿”、

“喜”四个字为主，因作用不同，中心图案为主，与彩印花

布使用属性息息相关，有点明主题的作用。

器物纹：器物纹大多由民间传说和宗教习惯所设定，具

有“宝物”的吉祥含义，通常以辅助纹样填充在彩印花布的

画面中。

人物纹：主要有童子、寿星、八仙、灶王爷等，人物纹

会选择具有教化意义的故事人物，或者带有求子寓意的童子，

多以叙事设计来展现育人、求子的故事情节。

彩印花布的图案构成不是单独的存在，上面的各种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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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互相运用，根据用途组合成画面，形成新的含义。经典的

纹样很多：如凤穿牡丹、连年有余、连生贵子、连升三级、

三羊开泰、多子多福、丹凤朝阳、福贵满堂、鹤鹿同春、五

子登科等等，每一幅彩印花布都有一个甚至好多个故事。

对彩印花布纹样再设计时，可以把纹样放大、缩小、分

割等方法，运用重复、渐变、对称等灵活多变的构成形式运

用于文创产品设计中，丰富视觉效果。在设计中对纹样适当

简化和概括，保留其主要的识别符号，使文创产品既有民族

特色又符合当代人的审美情趣。

3.1.2构图特征

彩印花布的构图基本有四方连续、适合纹样、单独纹样。

四方连续纹样纹样是一个基本单位纹样，向上下左右四方循

环连续延伸为主要构图形式，并可无限扩展的纹样，构图多

为长方形。适合纹样主要以包袱皮为主的构图形式，采用左

右对称、中心对称或者旋转对称的形式，形成一个适合方形、

圆形等的构图形式。

基于彩印花布的构图特征进行解构、重组或者简化，重

新获得新的造型并运用现代设计手法应用于文创产品设计中，

既保留了彩印花布本身的文化特征，又符合现代消费者的审

美情趣和市场的需要。

3.1.3色彩特征

临沂民间彩印花布染料主要是植物染料和矿物染料，如

红花、蓝草、石榴、槐花、果壳、姜黄等；矿物染料主要是

朱砂、赤铁矿等。植物染的缺点是固色难，随着水洗次数和

时间的延长，颜色慢慢淡掉。清末民初，随着化学染料的传

入，固色的问题得到解决。

临沂民间彩印花布用色饱和度高，色彩艳丽，因为常常

被用于喜庆的场合，因此红色最常见。红色有大红、橙红、

紫红、玫瑰红，其次是明亮的黄色，再配上草绿、淡绿、翠

绿等不同明度的绿色，形成鲜明的补色对比。除此之外，手

工艺人们会利用刻版的特点刻意留出白布的底色，形成了白

色的线条，也或者用黑色一版填充专门填充黑色线条。鲜艳

的色彩在黑白线条的分割下更加明快艳丽。

临沂民间彩印花布色彩的特征充分体现了沂蒙人民对色

彩的强烈喜爱，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愿景用彩印花布做载体

表达了出来，形成独特的色彩审美观和具有地域特征的色彩

文化，这种文化成为沂蒙人民的遗传基因，世代相传。

彩印花布色彩特征明显，强烈的补色对比及多种高饱和

度的颜色并用，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文创设计中，在保留

彩印花布的色彩特征的基础上，运用色彩的多种组合方式并

和纹样特征相结合，形成色彩鲜明、文化特征明显的文创产

品，使其品牌形象更加突出。

4 山东临沂民间彩印花布文化元素地挖掘对文创

产品开发的意义

文化创意产业是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发展起

来的新兴产业，在一些发达国家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

重要产业领域。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许多传

统文化与传统技艺慢慢消失，濒临灭绝，而文创产业利用高

科技和多媒体等创新手段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延续下来，这

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又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了创新。而

创新的核心要素就是把文化作为主导要素进行创新设计。

一个好的非遗文创产品，能够提升一个地区、一个城市

的关注度，非遗文化的注入，可以使临沂的城市品牌得以更

好的创新和传播。临沂民间彩印花布无论从传统思想文化、

民俗风情、图案特征等几方面可挖掘的文化元素很多，对文

创的开发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在确保文化遗产不

被破坏的前提下，不断注入新的文化内容和表现形式。通过

文创产品的开发来传递对地域文化的理解与感知，使文创产

品完成传统文化到现代审美的嫁接作用，把文化融入人们的

生活，实现“活态”传承。

5 结语

文化“两创”的提出，是国家保护、传承、发展、创新

传统文化的新思路，是复兴传统手工艺的新亮点，也是坚持

文化自信的底气。临沂民间彩印花布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文

创设计及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是创新创造的重要源

泉，只有深入挖掘其文化，才能抓住机遇与挑战，达到复兴

其手工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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