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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常德是个有着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常德传统民

俗文化是地域文明、风俗、精神的总称，而现如今很多常德民俗

文化资源没有整合、特点没有凸现。具有地域特色文创产品是人

们在长期生活发展和生产所沉淀、传承后提升出的智慧的结晶，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自然、社会景观，是该地区文化的凝

结和人民生活习惯的体现。通过长期对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常德民

俗文化进行实地考察与研究，笔者主要对常德桃花源文化、善德

文化、诗墙文化等进行具体的分析，并将文化的装饰性与现代文

创产品相互结合加以创新，为常德旅游文创产品提供更好的素材，

对传播常德传统民俗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常德民俗旅游起到

一定推动作用，促进常德旅游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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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研究的完成过程 

（一）目的：为了将常德传统民俗文化更有效的传播，

将民俗文化和文创产品设计相结合。 

（二）调研的对象及方法：笔者的《常德传统民俗文化

的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与研究》这一课题于 2018 年 4 月开始

进行立项申报工作。经过本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利用休息时

间多次去具有代表性的地域调研。首先，对常德传统民俗文



化及其深层含义的调研整理，提炼出相关的民俗文化元素、

民俗文化语言和民俗文化符号； 其次，对中国文化元素在

现代产品设计中运用的成功案例的调研整理，分析文化在产

品设计中的应用方法和相关理论；然后，对相关文化创意产

品设计程序与方法进行归纳整合，探讨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

程序与设计理论，从而提出并建立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模式架

构与流程； 最后，对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常德传统民俗

文化之间联系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找出设计方法，将常德传

统民俗文化应用到文创产品设计当中。在此研究期间笔者构

思设计了系列文创产品。 

二、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项目主要研究三个方面：（一）常德民俗文化（二）旅

游文创产品设计现状（三）常德传统民俗文化在文创产品设

计在的转化方法思路及实践 

（一）常德民俗文化。常德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

其民俗文化是常德地区人民在长期生活发展和生产所沉淀、

传承后提升出的智慧的结晶。常德的民俗很多，总体看来有

节庆民俗、生产民俗、婚丧民俗、饮食民俗、游艺民俗、服

饰民俗、居所民俗、民间禁忌、民间信仰、少数民族民俗等

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自然、社会

景观等，是常德地区文化的凝结和人民生活习惯的体现。本

次研究主要以桃花源文化、善德文化和诗墙文化为主。 



一是桃花源文化。桃源建筑是湘西北地区具有独特风格

桃源民俗文化，在中国古建筑文化中具有独特的魅力，而桃

源建筑中的桃源木雕文化更是桃源古建筑文化中的隗宝。桃

源建筑装饰主要以木雕为主，元素以当地传统文化为主，具

有强烈的地域属性。  

1.桃源木雕的起源 

桃源木雕起源于新石器时期，而到商朝和西周时有意识

地进行艺术性木雕，桃源木雕进入初兴阶段则是在春秋战国

至秦汉时期。由于桃源木雕的历史悠久，而其发生、发展与

当地人民生活的生活习惯、民俗观念、地理环境都息息相关

的。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在社会文明进步中

逐渐走向成熟。因此，桃源木雕不仅突出了桃源当地人民的

情节和当地特有的地方特色，也体现了当地丰富的文化底蕴

和传统风格。 

2.桃源木雕的发展 

在明清两朝时期，是创新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桃源木

雕工艺与宫廷木雕工艺和南方木雕相融合的繁盛时期。这一

时期，由于桃源木雕工艺的日臻完善与成熟，因此形成了有

别于其他木雕工艺的独特的木雕流派，木雕界久享盛誉的木

雕“桃源工”也因此而来。清朝初期，桃园工匠的技术达到

顶峰，此时，木雕桃园工人因时代而闻名，直到清朝灭亡。 

3.桃源木雕的分类 



（1）建筑雕刻类 

木雕艺术用于建筑在我国已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的古

建筑（宫殿、寺庙、园林）上的木雕可视为我国珍宝之一，

且在世界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建筑上的装饰木雕制品，既

有实用性，又彰显艺术性，无论是宫殿中的重檐庑殿式、歇

山式，还是寺庙中的悬山式、硬山式，亦或是园林中的阁楼

亭台。其构件就有数十上百种，既有简洁质朴的也有精湛繁

复的因而根据作用不同，有远近高低之别。古建筑往往分为

几种类型的表达，如浮雕，镂空和立体雕塑。桃源木雕中的

窗花、梁柱、斗拱等木雕挂件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精华之一。

桃源木雕和西方的建筑雕刻艺术一样，它十分注意虚实主次、

层次节奏、线条分割的处理，构图饱满均衡，也融入了国画

的抽象精髓。简洁而不简单，写实中又有变化，具有实用性

与装饰性高度的结合，在简约中寻求丰富，统一和变化的特

征。 

桃源的道教建筑充分的体现了道家的“王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则形成了建筑与山水自然结合的

独特风格，有的以水秀其姿，有的以林掩其幽，有的以山壮

其势。寺院建筑中的木雕描绘着日月星云、山水岩石是寓意

着光明普照和坚固永生；木雕上以水仙、蝙蝠、鹿、鱼、扇

作为善、富、仙、福、禄的表象；另外，在建筑的窗棂门扇

裙板及檐头蜀柱、斜撑、雀替、梁枋等建筑构件上海直接以



乐、丰、天、吉、喜、福、禄、寿等字变化其形体，这些都

是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 

桃源木雕装饰的建筑都具有高贵华丽和古朴典雅的优点，

桃源木雕因其格调显示出了木雕艺术在古建筑中所独具一格

的装饰作用，而又因为从宫里出来后在民间发展，所以无论

在内容上还是在题材上都是既有宫廷特点又有民间美术的共

性，既有典雅，又有质朴。 

（2）家具雕刻类 

明、清两代时期，桃源木雕已经从建筑木雕发展到了家

具木雕，还从事着官宦人家的家具和各类摆件生产。从木匠

雕刻的家具当中可以看得出，雕花床是家具雕刻的代表作。

民间有句话在流传：“一生做人，半世在床”。因此一般官宦

人家对床的雕刻特别讲究。每一张床都犹如是一幅画亦或是

一本故事书，画上仿佛在栩栩如生的像人们展现当时的场景，

又好像是在看一部无声的电影一般。也不的不感叹着桃源木

雕的神奇之处。 

除了床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小摆件和挂件。就好比如

李安华先生收藏的一件食品柜，两件雕刻的是一个关于节日

的故事，里面的男男女女一起欢歌起舞，边框上有一个类似

帘子装饰。人物栩栩如生而精致，连脸上的快乐表情都快要

溢出来了。 

桃源木雕的家具上的这些图饰都寄托了当时人们对生活



的美好追求，所以一般都雕刻着男耕女织、古典小说、历史

故事以及神话传说。 

 

《招财进宝》 

（3）陈设工艺品雕刻类 

木雕陈设工艺品就是陈列、摆设于柜、案架、窗、台、

几上，供人欣赏的小型、单独的艺术品。当初的陈设工艺品

一般是在一些官宦人家、宫廷，或者是在一些比较有钱的人

家里才会有。但现在常见的木雕工艺摆件已经走进了平常百

姓人家里了。木雕工艺种类繁多，而分类也不统一，但是雕

刻用的木材一般都是以不过硬为好。肖修鸿制作当中的其中

两件弥勒佛就是用了阴沉金丝楠木雕刻的。两件弥勒佛都光

滑有致， 非常注重虚实主次和层次节奏的处理。 

木雕陈设工艺品有着广泛的题材内容，有仕女、花禽走

兽等，如王政昌收藏的插屏、李忠新制造的挂件《龙凤呈祥》

以及肖修鸿制作的笔筒《竹林七贤》等等。这些摆件或挂件

都给整体起了点缀的作用，也增加了艺术的魅力感。明，清

华板，窗花等木雕挂件是桃园木雕工艺的精髓之一，也是传



统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桃源的工艺木雕以木雕花板为主，

但是它的样式多种多样，有圆雕、透雕、浅浮雕、深浮雕等，

但是大多为浮雕。例如：朱自权收藏的《夜访青楼》、《一夜

思君》等。我国的艺术木雕，无论在哪里，都是工匠巧思的

产物。 

 

 

雕刻的兽 

 

雕刻的鸟              《竹林七贤》 

（4）祭祀雕刻类 

所谓的祭祀雕刻，也就是神龛、寺庙殿堂装饰、神仙雕

像、祖师雕像、祖宗雕像还有宗祠装饰。但是桃源的祭祀木

雕里还多出了两个，那就是傩戏面具和吞口。还有寺庙上的



老角梁、吊骑、门裙板、脑板、神龛前牙、猫儿拱、门腰板、

锡壶撑以及窗户栏杆上的过桥匾、角花、角柱、塞角等。桃

源祭祀雕刻的题材可以分为几类：1.山水风景。如：潇湘八

景。2.历史神话人物。如：傩神雕像、八仙、福禄寿等。3.

民俗生活场景。如：渔猎、婚假、男耕女织等。4.吉祥图案。

如：喜上眉梢、连生贵子、三阳开泰、室上大吉、一夜封侯

等。 

有的寺庙的门腰板上会刻上刘海砍樵和姜子牙钓鱼样式

的雕刻，亦或是寺庙窗户下的戏曲“脑”板。道观佛寺的建

设使得桃源木雕艺人的队伍越来越大，而雕刻艺术也得到了

保留和发展。在桃源的道观中除了有三位最高的天神外，其

他的还有四御、五老、六司、七元、八极、九曜、十都等等，

但都雕刻的极少。因为其诸位神仙数量太多，而且雕刻的成

本又大，所以一般都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信徒信什么就

雕刻什么神。 

雕刻艺人们在雕刻神像的时候，一般是采用传统的整木

雕刻法，因为用材少，工序也相对的简单些，所以制作成本

低也比较的省时。有的寺庙会比较讲究采用接木法来雕刻神

像。但是接木法用材较多，工序复杂且技术要求很严格，成

本也高，制作周期长，也因为这样，所以制作出来的神像会

比整木雕刻出来的保存年限长。 



 

《潇湘八景》其中三幅 

桃源木雕的这四个类别的雕刻，亦或起了点缀作用，亦

或起了供奉信仰的作用，但不管是起了那种作用，都体现了

人们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整体的来说，桃源木雕海纳百川，

还创新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既有吸收消化后创新，又有在本

身的基础上的创新，更有原有的传统文化上的创新。从起源

到兴起，再到鼎盛、衰落。走过了世世代代，但是都保留了

一件东西，那就是中华民族的魄力和精华，更是体现了本土

的文化底蕴和传统风格。它们将自己的魅力一一的向人们展

示着，也展示着它们的悠悠历史。 

二是善德文化。善德文化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

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善德文化是常德地方文化的源头，是常

德文化名城的主题。“善德”文化旅游景观主要集中在常德德

山善德观、善德塔、孤峰塔等地。善德文化是一代一代常德



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世界，贯注于文化名城建设的每一个局

部中。 

善德文化发祥于常德德山，善德是一种美德，提倡修身

养性、“向善崇德”、“德行天下”的精神，追求的是一种美好

自律境界。其终极目标，就是要促使人们形成一种高尚的人

格，社会形成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善德文化建筑紧紧抓住

德山文化，抓住“善”、“德”文化这条主线，深挖“善”、“德”

文化的历史内涵，建筑具有本地独有的文化遗产，使其发扬

光大意味愈发浓厚，地域特色更加鲜明，才能使常德具备独

有的文化魅力。 

三是诗墙文化，常德诗墙全长 3000 米,刻诗 1200 余首,

刻嵌中外壁画43幅,以常德古城几千年历史为轴线,以当代中

国最高水平的书画艺术为横断面, 内容与形式上以“时空交

汇、纵横结合”的构想寻求内容和形式的完美和谐。诗墙共

分六个篇章:《百代沧桑》反映常德的历史和现实;《名贤题

咏》反映历代名贤对常德的感怀颂叹;《武陵佳致》反映常德

的风光名胜;《兰芷风华》反映常德的人文物况和民俗风情;

《华夏新声》反映中华民族近 150年来奋起抗争的精神气概;

《五洲撷英》宣传人类文明,促进和平友好。 

常德诗墙记载了当地人民的奋斗历史、精神风貌和习俗

民情,是当地所特有的,具有鲜明的个性,且凭借其丰富的人

文背景，风俗民情，民俗的传说，佛、道文化景观及精神，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E%E8%BA%AB%E5%85%BB%E6%80%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E%E8%BA%AB%E5%85%BB%E6%80%A7


突出地方文化特色；将这些事迹反映到诗墙建设上,自然就形

成了自己的特色，因此，常德诗墙已然成为常德地区代表性

建筑。它有形的作用是使常德城区固若金汤，可以抵御百年，

甚至千年一遇的洪灾。它无形的作用是润物无声、潜移默化

地教育提升常德各类人群的文化素养。漫步在这个文化长廊

上，好似与古人、名人亲密接触，好像游弋在知识的海洋里，

冥冥中远大志向逐渐形成，无意中优秀的诗词文章在心中荡

漾。 

（二）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现状。我国大力发展文化创意

产业已经十几年了，无论国家的政策支持，还是助力市场环

境，可以说给予了相当的支持力度。可是静观这些年的实质

性发展，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却还并没有成为支撑型的经济地

位。从 21世纪初，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在政府的扶持下，各

地区都有了不同规模的发展，但是整体的结果却是差强人意

或者效果不彰。目前，常德旅游城市发展的定位为常德传统

文化、地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而目前具有常德

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相对匮乏，文创产品也是促进常德

旅游市场的发展的要素之一。 

（三）常德传统民俗文化在文创产品设计在的转化方法思

路及实践。本次研究主要以桃花源文化、善德文化和诗墙文

化为主，进行提炼出相关的民俗文化元素、民俗文化语言和

民俗文化符号，对相关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进行归



纳整合，探讨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程序与设计理论，从而提

出并建立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模式架构与流程，进一步找出设

计方法，将常德传统民俗文化应用到文创产品设计当中。 

一是桃花源文化。 通过实地考察与对桃源传统建筑的研

究，将桃源传统木雕文化的装饰性与现代木梳结构相互结合

加以创新，为常德旅游文创产品提供更好的素材使得更加好

的传播常德传统民俗文化。 

首先，从形、色、意中探寻桃源传统木雕文化的特点，

进而介绍其装饰艺术之美。 

形：粗犷与细腻共存，既有南方的细腻，又有北方文化

的粗犷，大气豪迈。桃源雕刻以风景、人物、花鸟瑞兽为主

尤其是代表喜庆、吉祥的牡丹、梅花、松树、喜鹊、及地方

戏曲居多，题材与当地文化密不可分，与当地自然因素、宗

教文化、历史背景、审美意识以及生活习性息息相关，具有

强烈的地域特征。桃源雕刻中的瑞兽具有很多种动物的特征，

经过借鉴大胆创新，所刻画的动物千姿百态，追求的是似而

不是，带给人们一种想象空间，这也是桃源建筑装饰的可贵、

特别之处。色：主要以表现喜庆吉祥的大红色，也有绿意盎

然的翠绿色，巧妙又富有冲击力。漆文化技艺精湛，大红底

漆加磨光漆，然后贴金箔，由此可见桃源传统的装饰工艺的

精湛。意：常德桃源建筑装饰中，必不可少的是它的意，既

是他所包含的意境，也是寓意。 



其次，桃源传统木雕文化与现代木梳的用材有相通之处，

在两件事物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结合。 

文创产品由于民族及地域差异、文化差异、时代因素、

材料及技术因素甚至是阶级地位因素的影响，使得他呈现出

绚丽多彩的艺术形式，并与各自的文化背景相辅相成，构成

了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同地域独特的民俗文

化，也使得中华文化熠熠生辉。我们通过研究桃源本土建筑

木雕装饰艺术，将桃源传统木雕与木梳相结合，这既是对桃

源文化的继承、发扬，也是对于桃源文化的保护。 

最后，桃源木雕的造型图案具有独特的桃源民族文化特

点，运用在木梳上会具有很明显的地方性特色，能够更好的

促进常德传统文化的传播以及开发市场价值。 

桃源地区从古至今无不追求着雕梁画栋，这使得桃源建

筑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体系，纵横几刀则形神兼备，暗施刻画

则生动饱满，大到雕花床、窗、柜、太师椅，小到各种牌匾、

摆件应有尽有。提取桃源木雕中的元素，将桃源木雕中的样

式符号化简单化，使其更加适合木梳的造型，也能保障木梳

的实用性。将两者相互结合，是地域文化以一种新的形势得

到发展和再生，对桃源当地文化的传播更快捷方便。 

二是善德文化。经过调查和资源整理，对善德文化建筑

的造型、颜色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归纳，并对现代摆件的颜

色和造型的设计上提供了一些素材，有利于当地旅游业的发



展，也对传播常德传统民俗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善德文化建筑在风格上和色彩上都打破了传统庙宇的风

格颜色，色泽明快而清新，与现代摆件有相似之处，可以从

颜色、造型入手，进行简化设计。 

建筑景观从风格上和色彩上都打破了传统庙宇的风格，

使用了红色为主，橙、绿、白三色相间，色泽明快而清新，

气势恢宏。在善德文化建筑提取重要的元素，运用到现代摆

件上，通过材料、大小、用途上的区别，进行变化，用现代

的手法来表现善德文化建筑。既传播了当地文化，又不会与

现代脱轨。 

善德文化建筑颜色、造型在摆件上的运用可以突出地方

特色，展现善德文化，在文化传播的同时推动当地旅游业的

发展，使其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 

在善德文化建筑的造型上提取元素，对造型进行简化，

充分运用建筑颜色，用现代的手法表现在摆件上，是当地文

化的延伸和创新。在颜色上可以用撞色的表现手法来增强摆

件的视觉效果。在材料上可以用不同的材料来满足不同年龄

阶段游客的审美，材料的灵活性可以增强游客购买的力度。

将善德文化建筑运用到摆件上，凸显了地域文化，促进了当

地传统文化的传播，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在设计理

念、手法上的创新，是其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 

三是诗墙文化，经过调查和资源整理，对诗墙文化建筑



的造型、颜色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归纳，并对现代摆件的颜

色和造型的设计上提供了一些素材，有利于当地旅游业的发

展，也对传播常德传统民俗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诗墙文化建筑在风格上和色彩上都中式风格为主，根据

形象的构成，结合现代构成意识对诗墙建筑传统艺术重构。

用现代的观念和审美情趣去重新阐释和发掘传统的精华，在

诗墙文化建筑提取重要的元素，运用到现代摆件上，可以从

颜色、造型入手，进行简化设计，通过材料、大小、用途上

的区别，进行变化，用现代的手法来表现诗墙文化建筑。 

诗墙文化建筑颜色、造型在摆件上的运用可以突出地方

特色，展现文化，有效的与设计作品相结合，形成有传统文

化气息的设计作品。 

在诗墙文化长廊建筑的造型上提取元素，对造型进行简

化，用现代的手法表现在摆件上，是当地文化的延伸和创新。

在颜色上可以用对比的表现手法来增强摆件的视觉效果。在

材料上可以用不同的材料来满足不同年龄阶段游客的审美，

材料的灵活性可以增强游客购买的力度。将诗墙文化建筑运

用到摆件上，凸显了地域文化，促进了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播，

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在设计理念、手法上的创新，

是其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 

三、项目研究创新价值 

（一）意境的表达，以桃花源文化、善德文化和诗墙文



化具象事物为例，在进行设计时，将传统的工艺、色彩、材

料以及传统器物的形态等运用新的方式和手段融入到设计中。 

（二）寓意的传达，在传统文化转化文创产品设计时，

根据产品使用功能的不同，赋予产品不同的寓意或主题。 

（三）融合转换，这里所说的融合转换是指在产品设计

时，不能牵强附会，所提取的桃花源文化、善德文化和诗墙

文化元素、文化理念与设计的产品要有所联系。产品的形式

要服务于功能，要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 

四、项目研究成果展示 

（一）具象转化——提取传统元素。提取桃花源文化、

善德文化和诗墙文化 建筑形态，运用新的材质，新方式融入

到文创产品设计中去，以下是一组家居摆件文创设计作品。 

 

笔者设计制作 



（二）抽象转化——传达文化内涵。桃源木雕的造型图

案具有独特的桃源民族文化特点，从形、色、意中探寻桃源

传统木雕文化的特点，进而介绍其装饰艺术之美。桃源传统

木雕文化与现代木梳的用材有相通之处，在两件事物的基础

上加以创新结合。运用在木梳上会具有很明显的地方性特色，

能够更好的促进常德传统文化的传播以及开发市场价值。以

下是一组木梳及镜子小件商品文创设计作品。 

 

笔者设计制作 

五、项目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本文研究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到常德传统民俗文化资

源丰富，博大精深。由于时间和经费的关系，本项目对常德

传统民俗文化与文创产品设计的深入研究略有不足，这些都

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提出的文创产品设计只是一个初步的建议，如何将

设计进行产品转化，需要更多理论者和实践者们的共同付出

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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