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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现代平面设计的民族化表现方式。方法 在分析了现代平面设计的发展现状及实现民族

化的必要性的基础上，通过理论与案例结合的方法从标志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包装设计、广告设计、

电影海报设计 5 个方面论述民族化的具体表现。结论 将中国的民族特征与现代艺术设计融为一体，以

独特的民族艺术精华促进艺术设计的丰富与完善，是设计师设计出具有现代性、民族性、文化性的特色

设计作品的必然措施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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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about the Nationalization of Modern Graphic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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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re the modern plane design way of 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graphic design and realize the necessity of nation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combining theory 

and case methods from logo design, book design, packaging design, advertising design, movie poster design five aspects 

discusses the manifestation of nationalization.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odern art design, with unique 

national art essence promote art design rich and perfect, is stylist designed with modernity, nationality, culture features of 

the design work the necessary measures and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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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设计包括招贴、海报、标志、广告、装帧、

包装乃至 CI 等多方面，是一种新兴的视觉艺术形式，

其广泛的内容和多变的设计形式为社会的发展和经

济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平

面设计一直被人们认为是舶来品，是西方国家商业文

化的产物，并没有给予它过多地关注。受市场经济的

影响，部分设计师一味追求国际化，在平面设计的表

现形式上习惯照搬西方的形式和理念，忽视了独具魅

力的本土民族文化，最终的设计作品只是西方设计的

复制与延伸，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个性与魅力，因此，

人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平面设计艺术，找到其与我国珍

贵的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更多地融入民族元素，通过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有机结合，实现主题与形式的

和谐共生，提升平面设计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1]。 

1  现代平面设计民族化的必要性 

不得不说，民族文化是地域之间学习、交流的

动力之源。无论丝绸、瓷器、国画、绣品、音乐、

长城、灯笼、龙、神话传说，还是汉字、古诗词，

都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在商品文化的

影响下，这些有着非凡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传统文化

遇到了极大的机遇和挑战，只有不断壮大和创新，

才能获得永久的传承与发展  [2]，这一现实境遇在一定

程度上与平面设计艺术有着诸多相似。平面设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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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外来艺术形式，急需脱离西方观念与形式的

桎梏，从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将传统文化特色作

为根本，形成全新的具备独特民族性和文化特质的

作品。如果将二者进行深入地研究与融合，便能在

弘扬传统文化、复兴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升平面

设计的艺术魅力。事实上，已经有一部分设计师开

始觉醒，他们先人一步地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

和意义，并将其中的精华部分融入到了装帧设计、

版式设计、包装设计、标志设计等平面设计作品中，

完成了一系列立足于民族、立足于传统的优秀作品，

在社会上赢得了不错的反响。由此可见，将平面设

计民族化，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也是当代艺术设计

师必须遵循的艺术法则和规律。 

2  现代平面设计民族化表现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摆脱了西方设计理论的桎梏，

现在的平面设计师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将目光投向了

我国的民族文化，希望从本民族的书画艺术、文化观

念、色彩心理、设计风格及审美中找寻与平面设计的

契合点，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现代设计风格 。下

面就从标志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包装设计、广告设

计、电影海报设计等方面深入探究民族化在平面设计

中的具体表现。 

2.1  标志设计中的民族化表现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飞跃发展，

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对现代标志设计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除了具备实用性，能够准确地揭示经营业

务和商品的内容和特点外，艺术性与民族性也是必备

条件，因此，在当前的标志设计中，设计师开始聚焦

传统的民族文化，借助新颖的创意与构思，由复杂到

简洁，由沉重到清秀，由具体到抽象，由静到动，由

理性到感性，巧妙地将民族元素和精神渗入其中，不

仅将传统的艺术形象通过新颖的构成形式表现了出

来，而且还进一步深化了主题，达到了匠心独运、耐

人寻味的效果[3]。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便是一个钟

情于传统民族文化的代表人物，其创立的靳埭强设计

有限公司的标志就是对中国传统吉祥图案“方胜”的

创新应用。在传统文化中，“方胜”有着彼此相通、同

心双合的美好寓意，有时还会与“盘长”结合表达生生

不息、源远流长的哲学思想。靳埭强在设计公司标志

时便借用了方胜的迹象寓意，再配合现代审美观对这

一图案进行了创新与融合，既为标志带来了丰富的情

感意味，又增强了内涵的哲理性。中国银行标志的设

计也是靳埭强对民族文化的完美截取的成功案例。通

过将“中”字与中国古钱币的完美融合，展现了天方地

圆、经济为本的美好寓意，同时也使该标志具有了极

强的民族识别性。 

2.2  书籍装帧设计的民族化表现 

自古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书籍的包装。当前，

部分装帧设计师为了重塑具有民族风格的书籍，已经

尝试将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精神及元素融入了现代

书籍装帧设计之中，为时下的书籍市场带来了不一样

的形态[4]。作为书籍设计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封面

设计和插图设计是最能体现民族化的两大方面。封面

是一本书的门面，担负着吸引读者注意、传达信息的

重任，因此，设计师在进行封面设计时必须引起重视，

充分思考怎样才能在各式各样的书海中迅速吸引读

者的注意力，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作者想要传递的

信息和内容，并产生购买欲望。事实上，在现代社会，

人们越来越厌倦城市生活的喧嚣，喜欢追求一些简单、

淳朴、明快的格调，获得内心的纯净与休憩，这就为

当前的封面设计提供了参考，设计师可以将带有古代

装帧设计元素的设计进行充分利用，或融入传统文化

元素，或使用帛之类的材质，让读者在了解书籍本身

承载的文化内涵基础上，感受到设计师为其量身打造

的视觉美感。在插图设计部分融入民族元素，可以增

强书籍的形式美，在一定程度上再现文字语言表达不

足的视觉形象，帮助读者发挥想象力，更加深入地了

解书中所讲的概念或故事情节。需要注意的是，在插

图中穿插传统元素时应视书籍内容与风格而定，遵从

书籍内容本身，创造出恰当的视觉语言，切不可胡乱

使用，偏离书籍的思想内容。 

2.3  包装设计中的民族化表现 

包装设计并不是一门简单的艺术，民族化的包

装设计更是一门学问，它需要设计师具备极强的创

意思维，能够从浩瀚的文化长河中提取精华，设计

出充满民族风情与文化内涵的的包装。以茶叶的民

族化包装为例，其目前存在诸多不足与弊端，不是

墨守成规、形式单一，就是追求华丽、过度包装，

很少有与中国民族地域特点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

的包装，即使有也只是简单地写有几个中国书法字

体或绘画，地域文化特色少，内容也较为肤浅，根

本无法吸引消费者的注意，更别说建立品牌形象、

占领市场了 [5]。鉴于此，广大设计师应大力弘扬民

族文化，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在茶叶包装设

计中得到完美展现。比如，黄鹤楼茶系列包装设计，

以“1858・世纪茶港”为品牌文化内涵，形成了独特的

汉茶文化。黄鹤楼是武汉的象征，江南三大名楼之一。

在黄鹤楼茶包装设计的形式中，图形元素寄托了黄鹤

楼这种文化精神内涵，体现了时代的性别，这意味着

该产品包装的图形背后隐藏着一个虚构。而这虚构出

来的就是对黄鹤楼汉味茶叶文化的了解，不再是实用

的功能，审美功能的独立性也开始存在，这种多元化

的发展跟随时代的步伐。同时，包装中“盛世千秋”



第 38 卷  第 6 期 乔婷：论现代平面设计的民族化表现 235 

 

专门的字体设计和开发工作也是该品牌营销的成功

的关键，这些文字信息所传达的黄鹤楼品牌名称和产

品介绍，不仅具备浓浓的民族风情，而且还是消费者

购买商品的重要依据[6] 。 

2.4  广告设计中的民族化表现 

广告是时代文化的产物，是时代发展的一面镜子。

一个成功的广告设计背后往往带有浓郁的民族文化风

情，因此，广告设计和中国元素之间是相互支持，共同

发展的关系。事实上，具有中国元素的广告设计在市场

上更具亲和力，不仅可以打动中国消费者的心灵，而且

还可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进步，提高企业品牌价值[7]。

比如，中华牙膏的一则广告设计，其广告词“四十年风

尘岁月，中华在我心中”在另一角度看恰恰蕴涵了新中

国成长的历史，触动了消费者的爱国心理。这样的广告

创意既点名了主题，又具备消费者所乐于接受的民族特

色，一经播出便深入人心，获得了良好的推广效果。被

国家权威部门授予“中国白酒第一坊”称号的水井坊在

广告创意中，同样大打传统文化牌，不断强调其传统酒

文化代表的身份和地位。其中，“醒狮”篇广告设计就从

“历史、传统、文化”主题出发，将卢沟桥上的狮子、

故宫前的狮子和水井坊旁的狮子集中在一个系列画面

上，完美展示了自身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内涵，给观众带

来了全新的视觉感受。著名的体育品牌“李宁”在对其生

产的运动鞋设计广告时，巧妙借用了中国式绘画的形式，

再配合中国武术的一些动作，整个广告画面奔放自然，

刚劲有力，效果震撼，是中国现代广告设计中对传统民

族文化借鉴的代表作。 

2.5  电影海报设计中的民族化表现 

中国电影海报的发展历史已经有上百年了，受到社

会中经济、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影响，逐渐地展现出具有

丰富民族内涵的艺术特征[8]。为了凸显海报中的民族特

色，设计师将一些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加入

进来，不仅更加形象地揭示出电影中的相关信息与主题

思想，而且实现了对民族认识的真实表达。比如，电影

《墨攻》的海报设计融入了恢弘大气的书法，尽显力量

美；电影《龙马精神》的海报设计采用了创作年画的工

笔画，让观者犹如置身仙境；《落叶归根》的电影海报设

计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出发，生动地展现农村人民在休

息时表现出来的情境画面，在朴实、亲切中发人深思。

这些电影海报都都适当融入了民族的特色，易于被广大

群体接受，不仅有效宣传了中国电影，而且还为中国电

影走上国际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9]。 

3  结语 

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平面设计需要也必

须借助传统民族文化中优秀的图形艺术、象征意义及

表达方式创造更具个性和民族风情的艺术作品[10]。当

然，这并不是说平面设计必须完全依附于传统民族文

化，而是在二者的契合点上重点发挥，实现艺术与文

化的双重设计效果，同时在必要时兼容并蓄其他不同

风格的设计理念，最大可能地与时代接轨，如此才能

不断拓展设计思维，推陈出新，让具有中国风的设计

走向世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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