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珐琅工艺在新中式木门设计中的应用

◎方方
摘要：珐琅工艺自传入中国以来，经由几百年岁月积累，其中融入了许多中国文化色彩。在传统的珐琅工艺当中，其

应用范围主要是器皿或摆件等，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然而，随着家居行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审美需求的提升，也将珐琅工

艺逐步融入现代家居的应用设计当中。本文将结合传统珐琅工艺的特征和应用原则来进行分析，进一步将珐琅工艺与新中

式木门的设计进行融合，在优化空间环境设计的同时，又有益于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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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

对于生活品质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由此，

整体的家居行业也需要结合社会发展进行

创新改革。相关的木门企业也注重对于传

统木门的造型、功能、材料以及工艺方面

进行深入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优化设计，

生产出具有差异化、特色化的木门，进而

更好地占据市场份额，满足消费者的个性

化需求，以此来保障企业的稳步发展。因

此，将珐琅工艺与新中式木门进行结合，

可以有效提升传统木门企业的产品质量同

时，又有助于在其中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

与思想智慧，更好地发挥出珐琅工艺的艺

术价值和使用价值。

一、新中式木门发展现状

对于我国的木门行业来讲，虽然发展

起步较晚，但是由于市场需求量的庞大，

产业规模也相继得到扩张。然而，随着应

势而生的相关企业逐渐增多，木门行业的

市场竞争压力巨大，加之其产品的同质化

现象较为严重，因此，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需要对于其材料以及设计方面加以注重。

现如今，在绝大多数的新中式木门设计过

程中，不会明显地突出中式的风格，而这

样一来，对于中国文化与精神便难以形象

地表现出来。虽然中式木门具有良好的保

温、密封等功能，但是其独有的个性化特

色却无法体现出来，并且居于相似的风格

当中，使中式木门整体缺乏一定的创新性，

难以满足现代化消费者的审美需求。

二、珐琅工艺产品的特征

（一）珐琅工艺产品的色彩

珐琅工艺产品的色彩较为丰富，也较

为艳丽，通常会利用金线以及金属元素的

饰品来设计体现。然而，在现如今将珐琅

工艺与现代的产品进行融合的过程当中，

虽然对色系进行了增加，然而，却在色彩

的搭配使用当中略显单调。在通常的设计

中，会以经典的蓝色、黑色、绿色等作为

底色，主要体现的是传统的珐琅产品，以

蓝釉为底的产品特色。

（二）珐琅工艺产品的纹样

在传统的珐琅工艺产品当中，更多的

是采用了一些动物、植物为主的纹样，然

而，随着现代美术的不断发展，对其产品

的纹样也呈现出多元化景象。例如，元朝

时期主要以花卉、莲花等为主，明末时发

展为文字与图案相结合，清朝时则出现了

以人物、山水来作为产品的纹样。而在现

代应用珐琅工艺时，多数情况下会对于某

一朝代、某一时期的特色进行使用。

（三）珐琅工艺产品的制作

在对珐琅工艺的具体制作工艺进行区

分时，通常可以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

和透明珐琅等。传统的珐琅工艺当中，其

制作工序较为复杂，这样一来，导致人工、

材料的成本提升，制作的周期也会相对较

长。然而，随着科技时代的来临，对于珐

琅工艺当中的某些工序都可以通过机械化

设备完成。一方面，能够减少人工的成本，

节约工作时长；另一方面，又有助于产品

向更加精细化方向发展，为珐琅工艺的实

际应用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三、珐琅工艺在新中式木门设计中的应用

原则

（一）辩证传承的原则

珐琅作为一种具有传承意义的工艺

美术，不仅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

且其中还蕴涵着极深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

值。在现如今的社会发展影响下，人们不

应该将传统文化只是认定为过时、落后的

事物，或者对其过分地融入创新的理念，

这样一来，会导致珐琅工艺无法得到良

好的保护和发展。在新中式木门的创新

发展过程当中，要想避免同质化产品过

多的现象，可以将独具特色的珐琅工艺

与之相结合，对于其中的文化底蕴进行

吸收，并利用好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以及

人们的需求来展开设计，进一步在中式

木门中体现出珐琅工艺独特的文化魅力。

传统的珐琅工艺，绝大多数情况下所体

现的只是工艺价值，然而，其实用性却

无法体现出来，加之其成本以及制作时

长问题，导致无法广泛地融入人们的日

常生活当中。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现如

今人们的审美标准以及生活方面的应用

需求，则需要有效提高珐琅工艺产品的

生产效率，更好地与新中式木门的设计

理念进行融合，给人以和谐的美感。

（二）与时俱进的原则

将珐琅工艺应用于新中式木门的设计

当中，能够对人们的审美需求以及精神层

面的需求予以进一步满足。加之现如今的

科技发展水平逐渐提升，对于工艺技术方

面可以通过相关的设备来进行精细化的生

产，因此，为了能够将其功能性和艺术性

进行融合体现，则需要进一步遵循与时俱

进的原则。对于传统的珐琅工艺产品，其

纹样以及色彩具有较高的辨识度。随着时

代的不断发展，人们在审美方面也有了一

定的改变，要想进一步在新中式木门的设

计当中体现珐琅工艺，则需要联系传统掐

丝珐琅中的釉色与金属色的配比关系，在

其中融入一些现代化的金属元素。应用珐

琅工艺来对新中式木门进行设计，不仅需

要对于工艺和技法的创新，而且还要通过

融入一些科技手段来强化呈现效果，在颜

色方面进行改革优化，同时也可以在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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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创新。保障对于珐琅工艺产品的纹

样、色彩以及图案上做到与时俱进，充分

借鉴传统来展开优化设计，进而能够为新

中式木门的系列化开发提供发展思路，更

好地符合现代大众的审美，帮助消费者提

供优质化、多样化的产品选择。

四、珐琅工艺在新中式木门设计中的实际

应用分析

（一）将创新的珐琅纹样融入新中式

木门设计中

在应用珐琅工艺对新中式木门的设计

时，要注重在传统风格基础之上进行创新。

在对纹样的造型结构进行设计当中，一定

要保证对其中的文化特色进行保护，并且

充分考虑现代生活当中人们更加倾向的审

美标准。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生活压

力的加大，人们相较于复杂的图案来讲，

更倾向于选择简洁的图形。因此，在将珐

琅工艺应用到新中式木门的设计时，相关

的设计者也应当关注现代人的审美。一方

面，需要确保珐琅工艺的文化体现；另一

方面，又需要使消费者能够通过产品来感

受到珐琅加工工艺的做工精细。除此之外，

在色彩的设计选用当中，也应当与室内环

境以及整体的装饰风格进行搭配，做到色

彩基调的相互协调，进而确保主色与配色

之间能够呈现出和谐的美感。

（二）丰富珐琅工艺在新中式木门中

的图案题材

传统工艺中利用珐琅在对于一些器皿

或工艺品的图案进行设计时，会以国泰民

安，或者是歌功颂德为主题进行设计。然

而，在现如今也应当根据时代发展以及人

们的需求做出一定改变，例如，以富贵祥

瑞、国家昌盛等主题来进行设计。在传统

工艺基础之上，相应融入一些现代化的抽

象和几何设计手法，调整其色彩以及图案

的元素，进而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

以江山、节气或是京剧脸谱等主题开发出

系列化的新中式木门，并且以此为思路，

可以丰富珐琅图案的题材，在其中适度添

加一些现代化的时尚元素。通过实现珐琅

工艺产品的多样化、个性化特征，来进一

步强化消费者对工艺文化的了解，以及对

相关企业或品牌的认知。

（三）将珐琅工艺融入门墙柜一体化

设计布局中

在现如今全屋定制的发展理念下，对

于门墙柜的一体化设计已经逐渐成了木门

企业的发展趋势。通常情况下，如此一体

化的定制设计思想，会由一些在户型或者

是居家环境受限的业主所提出，为了能够

使家中的整体背景及环境变得更加完美，

则需要定制一些隐形门。在定制设计时，

也只能是达到与背景墙之间的色彩一致或

是对称等视觉效果，实则隐形门背景墙之

间仍然会有一种分割感，这不仅是由于锁

具的存在，也是由于定制的木门工艺出现

不达标的情况。因为，在满足用户需求

进行全屋定制设计时，要想实现珐琅工

艺与新中式木门的结合设计，则应当在

其中融合一些金属元素。利用金属装饰

的部件来进一步实现锁具、木门、墙体

三者之间的一体化设计，进而通过融入

珐琅工艺，则可以为消费者带来更为优

质化的体验，突出新中式环境设计中的

高颜值，高品质特点。

五、结语

综上可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品质、生活需求

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与此同时，珐琅工

艺在传统的适用范围基础之上，也在更好

地融入现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加之珐

琅工艺多年来在我国的文化影响下得以发

展，其中汲取了特有的民族气息与文化特

色。将珐琅工艺融入新中式木门的设计当

中，不仅可以对木门企业自身的发展起到

积极影响，而且还能够在新中式木门这一

产品当中融入更多的文化元素。最大限度

上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为其带来更

多的美感体验，同时又能够对珐琅工艺起

到保护作用与传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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