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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纹样具有时代性及传承性等特征，其内部内涵不仅

蕴含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 ，更折射出了我国劳动

人民的精神面貌。将传统纹样与现代公共艺术的高效融合，

不仅仅可以体现传统纹样的历史及文化价值，更让公共空间

变得不再单调。然而，目前传统纹样在现代公共艺术中的应

用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例如应用方式单一、缺乏创新等。

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广传统纹样在现代公共艺术中的应用步

伐，需要制定丰富的应用手段，以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

的高效融合。

一、传统纹样在现代公共艺术中的应用价值

（一）有利于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

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传统纹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信息和人们的情感体验。然而，受制于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

的影响，传统纹样逐渐失去了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甚至有

些纹样已经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因此，将传统纹样运用到现

代公共艺术中，可以起到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作用，让更

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从而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

扬光大。

（二）丰富城市文化形象

城市文化是城市的软实力，更是城市文化形象的另一种

呈现方式。现代城市的建设越来越注重文化的融合和创新，

因此通过渗透传统纹样元素，可以为城市注入独特的文化气

息，有助于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底蕴，丰富城市文化形象，

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水平，让城市的文化形象更加丰

富多彩。

（三）提升公共空间的艺术价值

公共空间是城市居民活动的场所，也是城市文化建设的

重要领域。将传统纹样融入公共空间的设计中，不仅可以提

升空间的品质和价值，更让公共空间充满了活力与艺术气息，

最终成为一个具有人文情怀和艺术氛围的场所。

（四）辅助大众树立文化认同感

结合大众视野而言，传统纹样不仅代表着一种文化符号，

更是文化遗产的一种继承元素。传统纹样的渗透，不仅可以

唤起人们对于这一地区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还可以促进

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使本地文化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

（五）增强公共空间的美学价值

在建筑和城市的外观中加入传统纹样设计方案，可以让

公共空间变得更具个性化，吸引更多的人群前来欣赏和游览。

同时，传统纹样的融入，使公共空间的艺术氛围更为浓郁，

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享受到艺术带来的美感和愉悦。

二、传统纹样在现代公共艺术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可持续性和环保问题

传统纹样的应用过程中，相关人员需要考虑到材料的选

择、制作工艺等问题，使其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和更好的环

境适应性。同时，需要倡导环保意识，通过传统纹样的应用

来传达环保理念，引导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二）艺术表现方式和手段问题

传统纹样的应用不应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复制和模仿层面

上，还需要结合现代艺术的表现方式和手段，使其在形式上

更具有创新性和现代感。同时，也需要避免一味地过度追求

现代感，而忽略了传统纹样本身的价值，使其失去了传统纹

样应用的意义。

（三）缺乏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由于公共艺术项目受制于预算、设计时间的限制，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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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创造出真正可持续性的作品。一些

传统纹样的应用在设计上可能过于复杂，需要大量的维护和

修缮，这也会增加项目的成本和时间投入。另外，由于许多

传统纹样的制作技艺已经失传或者只有少数人掌握，进而制

约了传统纹样在现代公共艺术中的应用范围。

三、传统纹样在现代公共艺术中的应用

（一）传统纹样与现代元素的融合

在当今艺术领域，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元素的融合已经

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受欢迎的艺术实践项目。其中，传统纹样

作为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传统文化元素，不仅在传统艺术中

得到了广泛应用，而且在现代公共艺术中也越来越受到艺术

家的青睐。艺术家通过巧妙地融合传统纹样和现代元素，创

造出了更具有时代感和现代审美特征的艺术作品。例如，在

日本艺术家荒木经惟的作品中，常常运用传统的和浮世绘中

的纹样和图案，但是通过色彩和形式的变换，使得这些传统

纹样具有了全新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同时，荒木经惟还经常

将传统纹样与现代艺术元素进行融合，如将传统的凤凰和龙

的图案与现代的花纹和色彩进行结合，创造出了更具有时代

感和现代审美特征的艺术作品。又如，在一些街头艺术中，

艺术家通常将传统纹样作为背景，并通过对传统纹样的改变

和调整，创造出了充满现代感和新意的街头艺术作品。这些

作品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能够引发观众对传统文化和现代

生活的思考，从而创造出了充满个性和内涵的艺术作品。

（二）利用数字技术手段

艺术家们通过利用信息技术，对艺术内容进行深入挖掘

与创新，进而创造出了许多惊艳的作品。在数字技术的帮助

下，艺术家们不仅可以实现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变革和创新目

标，还可以开创出一些全新的艺术形式。一种常见的利用数

字技术手段的艺术表现形式是数字艺术。数字艺术是具有先

进性及艺术性，它包括数字影像及音乐等。数字艺术的创作

和呈现方式更呈灵活性与多元性，艺术家们可以通过各种数

字设备和软件，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艺术家们可以利用程序来程成大量的图形，然后将其

合成到一起，形成复杂而富有美感的图像。这种数字艺术作

品的风格极富个性和未来感，可以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力。另一方面，艺术家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投影技术、光

影技术等技术手段，创造出更富感染力的艺术作品，以及表

现力的艺术场景，使观众可以通过自己的动作和互动，调整

艺术作品中的颜色和形态，使得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光与影

的美妙感觉[2]。如此一来，通过引进先进的数字技术手段，不

仅可以实现传统艺术形式的变革和创新，还可以开创出全新

的艺术形式，为现代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三）融入当地文化和环境

艺术作品是一种具有文化属性的精神产品，与当地文化

和环境息息相关。在当代艺术创作中，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

始注重将当地文化和环境因素融入到艺术作品中，以此来体

现作品的地域性和文化性。对此，艺术家们可以将当地文化

和环境因素融入到艺术作品中，以此来展现当地的地域文化

特色，以促进人们的情感共鸣。例如，中国艺术家贾士凤创

作的《江南水乡》是一幅融合了中国江南水乡文化特色的公

共艺术作品。在这幅作品中，艺术家运用了江南水乡的建筑、

风景、文化元素等，使得整个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江南水乡文

化气息，让观众感受到了浓浓的地域性和文化性。此外，在

当代艺术创作中，还有一种融入当地文化和环境因素的做法

是“环境艺术”。“环境艺术”是一种将自然环境、城市环境

等纳入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其目的是为了创造出一种与环

境和谐共生的艺术形式，艺术家们通常会选择适合于当地环

境的材料和形式，利用当地的植物和地形，创造出一种独特

的自然环境，并将其与当地的文化元素融合在一起，使得整

个作品充满了地域文化气息[3]。

（四）引入公众参与和互动性设计

社区参与是一种引导公众参与到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艺术

形式，通过公众的参与，可以让艺术作品更具有代表性和参

与性。对此，艺术家可以利用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元素，将一

个废弃的建筑改造成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社区中心，为当地

居民提供各种服务和活动。在这个项目中，艺术家可以和当

地居民共同合作，共同创造出了这个具有社区参与和互动性

的艺术项目[4]。同时，互动性设计是当代艺术中的一个重要元

素，其设计理念的提出，使得观众不再是单纯的观看者，而

是可以参与到艺术作品中去，成为艺术作品的一部分。例如，

艺术家可以利用丝质面料制作了一个巨大的装置，并邀请观

众进入其中。观众可以在其中自由行走，触摸和感受这个装

置，与艺术作品产生互动。这种互动性的设计让观众与艺术

作品产生更加深入的联系，使得艺术作品更加生动有趣，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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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统纹样与现代元素的粘合度更为牢固。

（五）创造出具有艺术功能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场所，更是展示城市文化

底蕴和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让公共空间不仅仅具

有实用性，同时还具有美学和艺术功能，是现代城市建设和

公共艺术发展的重要课题。而传统纹样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

不可或缺的角色。一方面，传统纹样可以用来装饰公共建筑

和公共艺术作品，赋予其更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文化底蕴。例

如北京奥运会期间，在北京市建筑群中，采用了大量的中国

传统元素，如琉璃瓦、木雕、石雕等，营造出浓郁的中国传

统文化氛围，让全世界观众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另一方面，一些城市公园的景观设计中，常常采用传统园林

手法和元素，如“假山”、“曲桥”、“回廊”等，将传统园林

文化融入到现代城市公园的设计中，增加公园的文化内涵和

观赏价值。再如，广场的规划设计也可以融入传统纹样元素。

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例，其规划设计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九

宫格”结构，每一部分都有着特定的用途和含义，如主轴线

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象征着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而祭坛中

心则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在中国南京的

某公共艺术项目中，传统的中式图案被运用到钢结构建筑中，

利用钢材的强度和耐久性，创造出了一件具有现代感和文化

气息的公共艺术作品。结合上述案例，艺术家可以充分借鉴

其设计原理，使之形成自己的设计理念。

（六）传统纹样与雕塑艺术的融入

在当代艺术中，传统纹样和雕塑艺术的融合成为了一种

新的表现方式，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又增加了现代艺

术的时尚感和前卫性。通过将传统纹样与雕塑艺术融合，可

以创造出独特的作品，既具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又体现了雕

塑艺术的美感。例如：北京市东城区南沙滩公园中的《金

鱼》，这件雕塑作品采用了中国传统纹样中的云纹、绢纹等图

案元素，并通过现代雕塑的形式进行了表现，呈现出优美的

线条和华丽的造型，展示了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的完美结合。

同时，雕塑艺术可以将传统纹样融入到公共艺术中，为城市

增添文化气息和艺术色彩。公共雕塑作品不仅是城市的地标

和景点，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将传统纹样与雕塑

艺术融合，可以创造出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公共艺术作品。

例如，广州市的五羊雕塑，将传统纹样与动物形象相结合，

使之成为广州市的标志性景点之一，更使传统文化与当代艺

术的融合力度展示的淋淋尽致。

（七）引入可持续性设计理念

传统纹样的应用可以为公共艺术注入文化内涵，同时结

合可持续性设计理念，创造出更具有社会和环境意义的公共

艺术作品。结合可持续性设计理念，可以创造出更具有社会

和环境意义的公共艺术作品。可持续性设计理念旨在在保证

艺术作品美观性的同时，将社会和环境问题纳入设计中。例

如，在公园中设置雕塑作品时，可以使用可再生材料和节能

灯光，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此外，也可以将雕塑作品的主题

与社会议题相结合，如呼吁人们保护环境、关注弱势群体等，

从而为公共艺术注入更多的社会意义[5]。或者，在城市广场的

地面铺设传统纹样的花砖，不仅可以为广场增添文化氛围，

还可以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和文化自信心。

结束语

综上所述，公共艺术是展现城市文化的一种有效元素，

是一种以公共空间为载体，将艺术作品展示在广大公众面前

的艺术形式，具有艺术性、观赏性等多种特点。因此，艺术

家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和探索，树立传统文化意识，加大传

统纹样与现代公共艺术的融合力度，提高传统纹样在现代公

共艺术中的应用水平，以实现文化创新和艺术创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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