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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元素在用户界面创新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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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分析中国画元素应用到用户界面设计中的价值和意义出发，在理解中国画的构成元素的基础上，提出其墨

法、构图章法、意境、线条、书印等元素可以用到界面设计中，并且进一步研究将这些中国画元素应用到界面设计中

的策略和成功案例，从而为用户界面设计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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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analyzing the value of Chinese painting applied in user interface desig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painting elements such as composition, mood, lines and seal can be used in the interface design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ainting elements.It further studies the strategies and successful cases of these Chinese painting
elements applied in interface design so that it provides a new idea and method for user interf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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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信息交流频繁的今天，设计发展为追求多

元化与个性化[1]。随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呼声越来越

高，当代设计理念开始注重民族文化的创新应用。作

为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中国画，经过历史的发展与积

淀，其文化内涵与美学意蕴超越了时代的界限，体现

中华民族传统的哲学观和审美观，对现代设计有极其

重要的影响。用户界面设计作为现代设计的一个分

支，同样需要探寻其设计的创新点，形成本土化的独

特风格。因此，如何借鉴中国画元素，将其应用到用

户界面的创新设计中，使用户界面设计形成本土化、

民族化的风格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1 中国画元素应用到用户界面设计中的价值

和意义

1.1 中国画元素的艺术特性和民族特性

中国画历史悠久，它用毛笔、墨和中国画颜料，在

特制的宣纸或绢上作画，是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

式，有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品格，在东方艺术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由于中国画的构成元素、表现形式和

美学价值都值得现代设计借鉴和吸收，所以中国画元

素已经成功运用到现代设计的广告、动画、包装、服

饰、海报、招贴、版式等设计领域中，热衷于运用中国

画元素的现代设计师，有靳埭强、陈幼坚等，创造了将

中国化元素与现代设计成功结合的许多案例，使传统

中国画元素的艺术特性和民族特性得以延续。既然

设计是相通的，那么，同样可以将中国画元素的应用

扩展到用户界面设计中，为用户界面的创新设计注入

新鲜血液。

1.2 用户界面设计要求风格上的独创性

用户界面的变化经历了从单一的字符用户界面、

图形用户界面、多媒体用户界面到多通道用户界面的

变化与提升[2]，日新月异的界面让用户应接不暇，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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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除了要满足用户需求、实现界面基本功能和可用

性原则外，它的好坏很大部分取决于界面给用户的第

一印象，而这第一印象来自界面整体风格的视觉效

果。由此可见，界面设计风格的独创性是多么重要，

将中国画元素融入界面是界面设计的一种创新思路，

通过对中国画元素进行合理应用，使用户界面风格更

加独特，保持自己特有的本土文化内涵、意识和趣味。

2 界面设计中适用的中国画元素

中国画是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形式，见图1，其构

成元素包括墨法、笔法、色法、构图章法、线条、书印以

及其所要传达的意境等。由于中国画艺术形式的特

殊性，并且考虑到用户界面的可用性，不能将所有中

国画元素应用到界面设计中。在界面设计中应用中

国画元素，一方面，界面设计师要对设计作品的思想

内容有深刻地思考；另一方面，必须深刻理解和熟练

掌握笔墨变化所带来的不同的笔墨韵味[3]，这样才能

将中国画的不同元素应用到界面上的恰当位置。因

此，从中国画元素特点和界面设计2个方面出发，分析

以下几个中国画元素在界面设计中的应用。

2.1 墨法在用户界面中的应用

墨在中国画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墨调和水的多

少分为焦墨、浓墨、重墨、淡墨、清墨，即“五墨”，体现

出从浓到淡的色彩层次[4]。根据墨色不同这一特点，

可以将墨用在界面上的不同方面。比如，淡墨清新飘

逸，可以用在界面的大面积背景上；浓墨饱满凝重，可

以用在界面某个选项被选择后的背景上，或者可以用

来强调界面上所要传达的重要信息。

图2a的欢迎界面中，“掌中影音”这几个字，应用

了墨法的神韵，加之浓墨晕染的底衬，突出主题，强调

用户与界面交互的重要信息。图 2b的列表界面中基

于浓墨的特点，被选中的列表以浓墨色块显示，给用

户以反馈，便于界面交互的识别性和记忆性，使该界

面设计不仅实现了中国画的视觉美，而且还遵循了用

户界面的设计准则。

2.2 构图章法在用户界面中的应用

中国画讲究构图上的开合、疏密、虚实、平衡、留

白等[5]，通过构图突出主体物，同时营造空间关系。在

设计用户界面的时候应用中国画构图章法，可以适当

考虑留白，合理安排界面上各个元素的适当位置，使

其疏密适当，给用户提供视觉休息的空间。图2a的欢

迎界面，整体背景是一幅山水画，右上角伸出的一只

红梅点缀整张构图，“掌中影音”4个字放在中上方易

于吸引用户的注意力，下面的大量空白，留足了视觉

空间，让用户第一时间扑捉到重要信息。

2.3 意境在用户界面中的应用

意境源于中国画画面的自然、空灵、气韵等，能在

有限的画面中呈现出无限的空间，给观者一种精神和

思想上的冥想。现在的用户界面设计大同小异，容易

造成用户的视觉疲劳，但是，营造出意境的界面“形尽

而意无尽”，能给用户不一样的视觉体验。

用户界面中意境的营造，需要界面上各个元素的

巧妙搭配，通过构建意象来传达意境，实现从“有形”

到“无形”。图 2b界面上方的 4个灯笼，代表 4个功能

的同时装饰了整个界面，用户点击任意一支灯笼，灯

笼变亮了，就像现实中人们点亮了灯笼一样，给用户

图1 中国画元素

Fig.1 Chinese painting elements

图2 中国画风格手机界面

Fig.2 Mobile phone interface with Chinese paint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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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想象，这就是通过塑造灯笼这一有形的意象来传达

无形的意境体验。

2.4 线条在用户界面中的应用

中国画的线条富有韵律和节奏感，是表现造型的

重要元素。根据笔法的不同，线条呈现出粗、细、曲、

直、刚、柔、轻、重等姿态。将中国画线条应用到界面

设计中，不能直接照搬线条，需要将线条进行适当的

抽象、归纳、整理，使其符号化，以更好地与用户界面

设计相结合。

用户界面中对于线条的应用大部分在塑造界面

的图标和功能按键上，不同姿态的线条塑造不同的界

面视觉元素。水墨风格手机界面见图 3，图 3b的每个

图标都是用线条来塑造，在保留其特征的基础上进行

合理的符号化，而且是参照“九宫格”菜单的排列方式

进行设计，将其特征跟界面图标的功能相统一，以便

于识别。比如其中的文件管理图标，以古代的竹简为

主体，用简单的笔划描绘出来，不仅有中国画线条的

抑扬顿挫的美感，而且还符号化地传达了界面的可达

性语言，便于用户跟手机的交流，让用户耳目一新。

2.5 书印在用户界面中的应用

诗书画印是中国画必不可少的 4个方面。书，主

要体现在中国画的落款上；印，即印章，诗书画印构成

了一幅完整的中国画。书法在界面设计中的应用已

经屡见不鲜，印章的应用也在个别水墨风格的网页界

面和游戏界面设计中有所体现。

3 中国画元素在用户界面中的应用案例

3.1 中国画元素静态造型的应用

用户界面从最初的文字变化到今天的图形界面，

可见界面的开发对大众用户来说更有吸引力[6]，而中

国画元素的融入为界面的开发者提供了契机。现在

大部分界面应用的中国画元素多为造型上的静态应

用，北大资源集团网站见图4，该网页的设计主要应用

墨法这一中国画元素，以淡墨为整体背景，右上角的

导航栏目用较深的墨色色块铺底，以突出色块上的文

字信息，体现一级栏目的重要性。右下角的几只枫

叶，点缀了整个网页界面，并且跟站点 ID的红色交相

辉映。“仙缘”游戏的首页见图5，该界面上同时用到了

书法、墨法、构图章法、印章等多种中国画元素，以中

国画中的山水画为背景，山水造型营造了一种宏大的

游戏场景的空间关系。其中，“登陆游戏”按键采用了

中国画元素中印章的造型，比较醒目，提醒用户点击

进入游戏。

用户界面对中国画静态的应用已经很成熟，只

要在设计的时候注意将中国画元素特征和用户界面

元素功能相结合，基于界面设计可用性原则将中国

画元素进行界面视觉符号化，同一界面上的多个中

图3 水墨风格手机界面

Fig.3 Mobile phone interfacewith ink style

图4 中国画风格网站

Fig.4 Website with Chinese painting style

图5 中国画风格游戏网页

Fig.5 Game webpage with Chinese paint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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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元素保持整体风格的统一，就能将中国画元素

成功应用。

3.2 中国画元素动态体验的应用

除了对中国画元素静态造型的应用之外，也有一

些界面开始尝试对中国画元素的动态应用。如游戏

类的APP界面见图 6，该游戏的整个操作界面都是中

国画的风格，将十二生肖以中国画的表现手法呈献给

用户，用户自拍之后可以更换十二生肖动物形象，查

看自己的头像跟不同生肖搭配起来的样子，还可以发

给自己的朋友进行分享。通过这种互动，不仅丰富了

用户在整个游戏的趣味体验，提高了用户的参与性，

而且也实现了对中国画元素由静态应用到动态应用

的转变。

用户界面设计对中国画元素静态造型的应用大

多停留在视觉表现方面，带给用户较多的视觉感受，

而对中国画元素动态的应用，则给用户带来更多精神

上的体验，这样不仅继承了中国画元素物质层面的应

用，也延续了中国画精神层面的生命力，实现了由物

质到精神的升华。

4 结语

中国画元素应用到用户界面设计中是可行的、创

新的，打破了现有界面条条框框的束缚，带给用户中

国画风格的界面美感，拓宽了中国画元素在现代设计

中的应用领域，使中国画这一传统的艺术在现代设计

中得到延伸。要做到这种“古”和“今”的很好结合，就

要求现代界面设计师在设计用户界面时，辩证的应用

中国画元素，不要不经过思考直接挪用和模仿，而是

要赋予它以新的形象，让其在用户界面设计中实现由

传统艺术到现代设计的转变，这样设计出的界面不仅

以创新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坚守民族性和本土文化

特色，而且还会在世界设计中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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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十二生肖APP界面

Fig.6 Zodiac APP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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