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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文创产业发展的日渐成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设计艺术相结合,推出桑皮纸文创产品,既

能带动经济的发展,又使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广泛的传承与传播,文章浅析了桑皮纸文创产品设计当中所

存在的问题及桑皮纸文创产品的设计思路和设计方法,希望能为桑皮纸文创产品的设计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 桑皮纸；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产品设计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新疆桑皮纸,又称“汉皮纸”“棉纸”,

是用新疆特有的桑树皮经过层层手工制

作而成,在新疆的东南部,气候较为炎热,

雨水充沛,宜于农桑,自古新疆和田一带

就有种植桑果的传统,桑皮纸就是以桑

树皮为主要造纸原料,其起源可以追溯

至西汉(前206-公元8年),桑皮纸曾是维

吾尔族人养家糊口的技艺。 

 

 

来自克然木·热扎克烙画 

1 桑皮纸文创产品现状 

从2016年开始刮起了文创产品的浪

潮许多文创产品变得家喻户晓如故宫口

红、面膜、旅行箱吊牌等等,越来越多的

旅游景点、博物馆开始推行文创产品的

创新,文创产品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当地

旅游业的方展并且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播,

既具有流行性又有内涵性,是发展、传承

的一种新颖的方式。 

为了使桑皮纸这项传统手工艺更好

的传承与发展,推出桑皮纸的文创产品

如桑皮造纸体验包(利用体验包中的材

料可制作成桑皮纸)、桑皮纸古装书《四

书五经》、桑皮纸手绘笔记本、桑皮纸书

画册页、桑皮纸台灯、桑皮纸线装笔记

本、桑皮纸邮政明信片、桑皮纸钟表、

桑皮纸团扇、桑皮纸折扇、桑皮纸剪纸

作品、桑皮纸残片作品、桑皮纸仿古汉

简书法作品、桑皮纸远古记忆岩画作品、

桑皮纸烙画和桑皮纸笔记本。此外,其他

手工纸制,如东巴纸,它的文创产品有用

东巴纸做的云南旅游景点票集、云南风

情手账、婚书(东巴纸千年不腐朽寓意婚

姻长长久久、百年好合)等,给人一种仿

佛置身于云南之中。东巴纸的文创产品

根据当地的文化、习俗结合突出产品的

独特性,更好的吸引消费者,东巴纸的文

创产业已经发展的相对完善,在突出产

品的特点的同时又与时俱进,产品种类

丰富,有年轻人喜爱的也有吸引中年人,

对于桑皮纸目前的文创产品,并没有融

合当地的特色,并且文创产品类型较少,

没有形成系统性设计体系,并不吸引消

费者眼球,将地域元素融入文创产品中,

使得文创产品不单是一个物体而是承载

着文化的传播,还是对于当地文化产业

发展的提升,宣传地域特色与民族文化

能够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2 桑皮纸文创产品设计存在的

问题 

文创产品只有文化价值高于消费价

值才能够有产品吸引力,桑皮纸文创产

品只有使其产品元素与时俱进、注入文

化内涵,功能更贴近生活,并且不失产品

独特性、潮流性及地域特征才能够更好

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快文化建设的

步伐。 

2.1产品类型单一 

对于文创产品的发展,需要与时俱

进,在传递产品本身的文化的前提下融

入潮流元素,才能使文创产品发展的更

好,目前关于桑皮纸的文创产品种类十

分单一,并且如笔记本、明信片、扇子等

与其他领域文创呈现方式十分相似,并

不能很好的体现出地域文化、桑皮纸特

色的差异性。 

2.2缺乏实用性 

随着大家对文创产品的进一步认识,

大家对文创产品的要求不仅仅是观赏性

强,实用性也是十分重要,对于目前桑皮

纸文创的种类进行分析,如团扇、折扇、

明信片,消费者买回去使用率不高,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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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产品需求也不大,并没有新意不能

够吸引消费者,这也阻碍了桑皮纸文创

产品的推广及桑皮纸的传承与发展。 

2.3缺乏文化性 

目前的桑皮纸文创产品内涵单一,

并没有深入表达新疆文化内涵,对于新

疆是一个地域文化十分丰富的国家,在

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创产品又是非常好

的载体,并且这种文化的呈现不能仅仅

停留于表面应该更加深入的去整合、挖

掘、创造、设计形成具有新疆文化特色

桑皮纸产品。 

3 新疆桑皮纸文创产品设计方法 

新疆是一个拥有47个民族的多民族

地区,且有八个邻国,所以是一个文化输

出输入十分丰富的地区。维吾尔族是非

常有特色的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服饰以

及语言,他们大多能歌善舞、热情好客。

维吾尔族的文化符号是具有维吾尔族花

纹的服饰、馕以及维吾尔族的语言。 

桑皮纸的发展目前仅限于手工桑皮

纸和一些单一的文创产品,这对于桑皮

纸的传承和发展远远不够,桑皮纸可以

与维吾尔族文化元素相结合,通过文字、

颜色及图形三个方面进行整合融入到文

创产品中,使得产品在赋予非遗传承的

同时也加入地域特色元素。 

(1)文字：维吾尔族独特的语言文字

运用到文创产品设计中是一种 直接的

传播维吾尔族文化的媒介,也成为设计

文创产品中的一项重要的设计元素,其

次也可以起到在文创产品中运用这些文

字进行注释和说明的作用,让更多维吾

尔族人也可以理解,加入到传播文化队

伍中去。在新疆比较有特色的产品是“阿

不都的馕”,它主要经营是馕店,在本地

家喻户晓,他运用了维吾尔族音译过来

汉字作为品牌名,消费者消费的同时也

传播了维吾尔族文字。如今我们可以对

文字进行创新研究,作为产品的辅助图

形、或是成为设计标志的元素,让维吾尔

族文字与桑皮纸更好的融合,形成“1+1

＞2”的文创产品。 

(2)颜色：维吾尔族人大都喜欢色彩

艳丽的颜色,从他们的服饰就可以看出,

他们认为火的红色是一种神秘之色,他

们喜爱红色跟他们信仰的宗教有关；维

吾尔族对蓝色的喜好,维吾尔族人们大

都敬畏自然所以衣服、桌布等大多运用

蓝色；绿色象征着新的生机、活力,被伊

斯兰教视为神圣之色；黄色不仅代表了

黄土、沙漠更是象征着太阳,维吾尔族人

热情好客性格豪爽,在他们的服饰多用

于鲜艳亮丽的颜色中也可体现出来；黑

色非常的素雅且庄重,崇尚黑色和白色

主要是伊斯兰教所崇尚的黑色习俗,文

创产品的设计中,可以从维吾尔族人喜

爱的颜色基于色彩美学出发,进行对应

色对比度进行调整,应用到各类的文创

产品中。 

(3)图形：维吾尔族纹饰图案大都在

服饰、建筑、手工艺中体现,纹样有：米

合拉甫纹样、巴旦木纹样、三角纹、菱

形纹、圆形纹、植物装饰纹样等,米和拉

甫纹样大都是采用拼叠的方式,中间凸

起两边低于中间可以相互变换,巴旦木

纹样是水滴形状中间加入何种流畅的线

条,使用这些地域性文化符号加以抽象

或是夸张的设计手法进行创作,可以改

变视觉的表达形式对应着场景、背景进

行设计研究。 

4 结语 

桑皮纸靠口传心授传承发展过于单

一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性发展与传

承是需要我们更努力、深入的探索,桑皮

纸的传承结合维吾尔族传统文化元素会

更好的展现内涵美、精神美,如今各区域

类、博物馆类文创产品为大众所熟知,

我们应该更好的把地域元素进行拆分、

归纳与桑皮纸更好的组合赋予文创产品

新的生命力,使得非遗文化更好的传承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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