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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书法艺术与现代平面设计的兼容性

李 波

（南阳理工学院，南阳 473004）

摘要：介绍了传统书法艺术在平面设计中的作用，以及平面设计与传统书法艺术的关系，表明了在平面设计中运用

传统书法艺术的可行性，即二者具有的兼容性。进一步阐释了二者是可以相互借鉴和协调发展的，并提出了这对于

提升我国的平面设计水平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都发挥着相互促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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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tibility of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Art and Modern Graphic Design
LI Bo
（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anyang 473004，China）
Abstract：It introduced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art in the graphic desig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phic
design and the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art, demonstrate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use of the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art in
graphic design, that they have compatibility. Further interpretation both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proposed to play a mutually reinforcing role for enhancing the level of graphic design and carry
forwar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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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书法艺术不仅是我国的一种传统书写艺术，

更是一门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艺术形式。将传统书

法艺术运用到现代平面设计中，让二者的相通之处兼

容并蓄地发挥出来，增强平面设计的中国风格，体现

平面设计中的民族特色，这样不仅能够提升中国文化

发扬光大还能够提升平面设计的品位。

1 传统书法艺术在平面设计中的作用

1.1 提升平面设计的艺术欣赏水平

在书法艺术中，汉字除了能够表达其自身的基

本意义外，还代表了某些特定的意蕴，能将精、气、

神，凝聚到书法作品中去。书法艺术是带有象征意

义的一门艺术，在平面设计的过程中，增添汉字的书

法在其中，不仅能够增强平面设计作品的文化品位，

更能将民族气息浓郁的汉文化通过平面设计表现出

来，达到平面设计的宣传作用和效果。在对文化元

素的追求更加强烈的今天，在平面设计被越来越重

视的时代，书法艺术中不同的字体代表着不同的用

意，可以给平面设计带来新的灵感和新的取向。现

在很多设计作品应用电脑美术字体，它方便、规范，

有其优越性，但与中国传统书法相比，则显得缺少艺

术性，缺乏精神和活力。运用书法艺术代替一般的

电脑美术字体能大大丰富设计作品的字体造型，增

强平面设计作品的艺术性和审美性，提升平面设计

的艺术欣赏水平[1]。

1.2 加强平面设计的民族特色

平面设计是西方文明传播到东方来的一门艺术，

是当前世界上主流艺术的走向。当把这门艺术引进

来的时候，既要吸收它优秀的地方，同时也要改进它

不适合中国的地方。在平面设计过程中如果一味地

去追求西方的设计风格，那么就会让我们的设计陷入

被动的境地，这样做的结果虽然能够使设计看上去

国际化，但是却不能够使本国的设计在国际上真正占

据一席之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平面设计应

该本土化才能够得到中国受众的接受和认同，只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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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民族的特色融入到平面设计中去，才能体现自身

的价值和文化。这就需要在平面设计过程中融入中

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书法艺术是我国文化的核

心内容，最能体现出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色[2]，所以

在平面设计过程中应用书法艺术，既能起到增强设计

作品艺术性的效果，同时又能够将本民族的特色发扬

光大，可谓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2 平面设计与传统书法艺术的关系

2.1 都是对美的艺术的追求

平面设计是现代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在完成

本身设计要求的宣传任务的时候，同时还肩负着使其

以美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能够在美的环境

下享受设计的美感。平面设计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

点、线、面，设计者通过点、线、面的结合，使想要表达

的作品能够更加表面化，能够带有更加意味深长的意

义所在。书法艺术同样也是通过点与线的联系进行

美感的表达，尽管其中有运用方式不一样的地方，但

是无论是书法家还是平面设计工作者，都想通过自己

的作品，在观众面前呈现出所要表达的具体的美感，

让观众在美的欣赏过程中接受作品。

2.2 都是设计的一种表现形式

书法艺术尽管是用笔进行的美学创造，但是和平

面设计一样都是艺术设计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进行

书法的写作之前，书写者肯定要通过自己的构思，在

心中勾勒出想要表达的预期的效果，想要传达给观众

一个什么样的内心世界，这个是书法艺术和平面设计

所具有的共同特点之一。在平面设计过程中，设计者

是带有一定的任务在进行设计和创作的，但是书法艺

术却是书写者带着自己的主观臆断进行创作的。同

时，书法艺术在进行装裱的过程也是一种艺术的设

计，这样做不仅可以保护书法作品、延长作品的保存

时间，而且还具有更重要的装潢和美化书法艺术的作

用，这种装裱行为相当于现代平面设计中的一种商品

包装行为。

3 传统书法艺术与平面设计的相互借鉴和协

调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平面设计是需要进行本土化

和民族化的过程，将传统书法艺术应用到平面设计领

域，一方面能够增强平面设计作品的艺术效果；另一

方面也能够使平面设计具备本土文化的特质，使平面

设计作品更加具备传统的中华文化特色。目前，在国

内很多的平面设计作品上都可以找到中国书法艺术

的影子，经常可以看到各种书法字体，如：草书、行书、

隶书等，特别是在设计一些具有民族浓郁色彩的作品

中[3]。书法艺术不仅仅使平面设计中单调的图片更加

艺术化，提升了平面设计作品的民族气息，同时还能

够在商品的宣传过程中起到良好的协调作用。在商

品的平面设计中，大家还可以看到一些书法大家的作

品，如经典的书籍、权威的学术期刊的封面都有他

们的题字。

通过将书法艺术融入到平面设计中，有助于企业

的商品与其他企业的同类商品进行区分，从而促进商

品的销售，增加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企业经济效

益。同时平面设计也给书法艺术提供了生存的价值

空间，书法的书写者可以通过商品的平面设计得到自

己应得到的尊重，使自身的劳动成果更加商品化，提

升了自身的价值，完善了书法艺术本该拥有的地位和

作用[4]。这样的结果也更能为促进书法艺术的良性发

展奠定物质基础，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充分认识到书

法艺术的价值所在，将中华文化的传统书法艺术继承

和发展下去，所以说书法艺术和平面设计艺术是两门

相互依存、相互借鉴与相互发展的艺术。

4 结语

在当前国际平面设计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平

面设计艺术要想占据一席之地，只有不断地完善自身

的发展，强调民族特色内容的介入，通过利用我国民

族文化的精髓，使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平面设计更加本

土化，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现代平面设计走在国际的前

列，成为国际平面艺术设计界的一朵奇芭。另外，中

国传统书法艺术在平面设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

也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民族特色

艺术的传承，让带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获得重生的机

会。传统书法艺术和平面设计是一对相互依存和相

互协调发展的艺术，通过书法艺术对平面设计进行画

龙点睛，而平面设计对书法艺术的利用，使书法艺术

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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