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 装 工 程 第 39 卷  第 4 期 

214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8 年 2 月 

                            

收稿日期：2017-10-10 

作者简介：陈绍华（1978—），男，重庆人，硕士，四川师范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中国传统戏曲符号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陈绍华 
（四川师范大学，成都 610000） 

摘要：目的 在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戏曲艺术的发展瓶颈后，探究传统戏曲符号在艺术设计中的应
用方式及策略。方法 立足于传统戏曲符号在艺术设计中的几种应用方式，从包装设计、动漫设计和纤
维设计三个方面探究传统戏曲符号在艺术设计中的具体应用，并结合实例进行辅助论证。结论 融入了
传统戏曲符号的现代艺术设计具有相对独立的欣赏价值和审美意义，并逐渐被应用到更多设计领域，展
现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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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 Symbols in Ar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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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raditional opera ar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evel-

opment bottleneck, explore the traditional opera symbols in the application of art design methods and strategies. Based on 

traditional opera symbols in art design, several application methods from the packaging design, animation design and fiber 

design three aspects to explore the traditional opera symbols in the application of art design, auxiliary demonstration and 

combined with examples. Through this paper,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symbol of modern art design into the traditional 

drama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ppreciation value and aesthetic significance, and gradually be applied to more design 

field, showing the powerful and artistic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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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是世界 3 大古老戏剧之一，其历史之

久、分布之广、受众之多、剧种之丰富，令人叹为观

止，尤其脸谱、服饰、道具、姿态等视觉符号更是以

其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点广为人知。然而，

在快速发展的工业文明的进程中，正如许多手工艺逐

渐面临破产一样，现代传媒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冲击逐

渐显现，突出的表现在流行文化的冲击、现代生活的

快节奏和交流平台的演变，使得人们很难花几个小时

静下心来欣赏一出传统戏曲，失去了原本肥沃的生存

土壤和发展平台，传统戏曲便在发展中逐渐黯淡下

来。如今，蓬勃发展的“非遗”工程正在试图对传统的

古老工艺采取开发性的保护措施。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策略也使得现代设计改变了从前一味国际化的套路，

转而从传统元素中获取创新的可能性。面对新形势，

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改变设计理念，不再一味地迎

合新潮时尚，而是在流行中加入传统元素符号，实现

传统戏曲的视觉艺术符号与流行时尚的完美结合，让

当前的艺术设计作品在体现创新的同时增添浓厚的

文化意蕴。在如今的国际设计文化交流中，越是陌生

新奇的设计元素越能得到充分的认可。中国传统文化

是陌生的、充满神秘色彩的、带有文化密码的，国际

设计界对中国戏曲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给我

国的设计师带来了全新的设计思路，这一点在艺术设

计领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1]。 

1  传统戏曲符号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方式 

一直以来，戏曲艺术符号或多或少地会在艺术设

计领域出现，特别是 2008 年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之

后，具有浓重中国风的设计作品在市场上遍地开花，

有效提升了艺术作品的表现力和视觉冲击效果，对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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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设计产业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2]。具体来讲，在

艺术设计领域，传统戏曲符号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方

式主要有以下 3 种。 

1.1  对戏曲符号的直接应用 

对戏曲符号而言，无论是脸谱还是服饰、装饰和

色彩，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装饰性，因此，很多时候，

艺术设计领域的设计师常常会直接运用其整体或者

一个局部赋予设计作品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以京剧脸

谱元素为例，这一典型的戏曲符号并不需要过多的加

工和延伸，便自然带着标识性的符号性、装饰性与色

彩切割的形式美感，能传达出浓浓的传统文化意味，

因此，其不仅在形形色色的工艺品市场的柜台中屡屡

出现，而且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

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和欢迎，也使戏曲脸谱脱离了其原

来的载体，进入了新的艺术领域。 

1.2  对戏曲符号的抽象应用 

在对戏曲符号的应用过程中，设计师逐渐发现照搬

戏曲符号的形态会使设计浮于表面，缺乏深刻的层次与

内涵[3]。为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设计师开始进一步

总结归纳脸谱、色彩、线条等戏曲符号，通过抽象变化

赋予作品更加动感的画面。如在 2011 年上海创意产业

博览会上，有一副作品在设计时将戏曲中的脸谱进行拉

伸、卷曲、组合、穿插等抽象化应用，使原本静态的画

面有了鲜活的生命力，静中有动的画风让人眼前一亮。 

1.3  对戏曲符号的重构应用 

戏曲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很强的规律性和约定

俗成的辨识度，特定的颜色和造型总能让人感受到其所

传达的意义，因此在对戏曲符号进行应用时，很多设计

师便利用这一特点，将其中的一些典型戏曲符号进行打

散、分解、转换、重构等二次变化与重构[4]。经过这样

分解变异的戏曲符号，不仅始终保有符号本身的特征，

而且还在借形、离形中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由此

所构成的新图案具有更强的视觉冲击力和表现张力。 

2  传统戏曲符号在艺术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2.1  戏剧符号在土特产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包装设计是一门视觉艺术，对整体的设计创意有

着高标准、严要求，既强调实用性又注重对大众注意

力的吸引。土特产包装设计作为其中极具民族地域特

色的一种类型，要求设计师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技能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够在设计中结合产品的功能特点

和地域特色，巧妙融入中国元素，深化文化内涵[5]。

传统戏曲符号凭借自身约定俗成的性质，总有一些文

化元素能够与现代审美观相融合，将其应用于土特产

包装设计中，能够使包装富有时代性和民族地域特色。

只是在应用过程中，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想要获得理

想的艺术效果，必须对传统戏曲符号进行解构与重构。

首先，形的衍生。脸谱作为戏曲符号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有着严谨有序的系列，能帮助观众理解剧情和人物性

格、情绪、心理等，增强演出的感染力。将其作为土特

产包装设计中的元素符号，适当进行解构重组，能够为

包装凸显民族性和文化意味。比如泸州国粹酒的包装设

计为了反映产品特色，强化民族装饰趣味，将戏曲脸谱

元素应用其中，通过对选取的脸谱局部样式进行变形，

形成了线条流畅、神采飞扬的装饰图案，其整体感实现

了产品的功能、环境与消费人群的和谐统一，创造出了

精致漂亮的国粹酒包装。其次，意的延伸。在戏曲艺术

中，色彩符号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元素之一。尤其在一些

特殊的戏曲样式中，色彩有着刺激视觉感官、引发生理

反应的象征意义。借助色彩这一与民族的文化传统、生

活习惯有着紧密的关系的戏曲符号，能够依时代、地域

的差异设计出具备地域民族性的土特产包装设计。比如

张飞牛肉的包装设计，设计师将主体颜色设计为红黑相

间，这便是对京剧中张飞脸谱的形象与颜色的完美延

伸，同时又与牛肉外黑内红的特点相一致，使得整体形

象栩栩如生。最后，神的传承。戏曲符号在土特产包装

中的应用在讲究形与意的同时，也强调神的传承，这就

对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深入戏曲文化的深层

精神领域，探索其中能够与现代土特产包装设计相契合

的点，展现极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某种心理沉淀，体现

出对美的追求。比如京味儿月饼盒包装设计同样对京剧

脸谱这一元素符号进行了传承，整个包装没有一个具形

的脸谱图案，只是抓住了脸谱文化的神韵，再配合全新

的设计观念与设计方式，将传统戏曲文化符号导入其

中，实现了“神”与“意”的结合，创造出了具备浓郁中国

特色的包装新形象。 

2.2  传统戏曲符号在动漫设计中的应用 

我国的动漫产业发展相对较早，并且在不断发展

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民族符号特征，突出

表现在对传统戏曲文化符号的借鉴与创造上[6]。得益

于传统戏曲丰富的题材和多元化的价值体现，我国的

动漫设计取得了诸多的喜人成绩，尤其一些比较优秀

的动画更是直接从戏曲中取材，推动了动漫产业的品

牌建设和长远发展[7]。以早期取材于神话传说的动漫

《大闹天宫》为例，该片在整体造型中融入了戏曲元

素符号，实现了戏曲元素和现代技术的有机结合。首

先，戏曲脸谱符号的融入。从整体上看，我国的戏曲

脸谱注重夸张和象征，同时强调人物个性和颜色的相

互统一。在《大闹天宫》中，孙悟空形象的塑造超出

了原著的神和猴的扁平形象，戏曲符号的融入最为突

出的就是猴子的脸谱，在颜色运用上，红、黄、白、

黑等色彩也得到了完美的发挥，红色的忠孝和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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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诈将孙悟空的角色性格展现了出来，夸张与形象并

存，塑造出生动、立体的角色形象。其次，戏曲形态

符号的融入。除了戏曲中的脸谱符号，戏曲中的形态

动作也能在动漫设计中加以应用，从而强化美感性与

生动性，呈现出不同的动作形式特征。仍以孙悟空角

色的设计为例，该角色在动作设计上融入了戏曲动作

形式，同时又配以舞台艺术程序化处理，流畅的动作

处处蕴涵着京剧的味道，大大提升了观赏价值。最后，

戏曲音乐符号的融入[8]。在《大闹天宫》中，一开场

就是传统戏曲常用的唢呐以及锣鼓声，既衬托了孙悟

空庄严威武的形象，又促进了动漫剧情的发展。比如

在孙悟空东海龙宫耍金箍这一情节中，就是戏曲中武

打情景所用的音乐，获得了与众不同的画面呈现效果。 

2.3  传统戏曲符号在现代纤维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现代纤维艺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了与

时代相符，展现旺盛的艺术生命力，逐渐开始了表现形

式上的突破与创新，同时更加注重对精神内涵的艺术表

达，追求一种使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高度统一[9]。其中，

为了体现民族性，现代纤维艺术设计更是不断融合了原

始陶文、唐朝卷草、宋朝瓷纹等，尤其是戏曲符号的融

入，更加表现出强烈的形式美感，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髓和光芒。首先，在现代纤维艺术构图中的应用。

在进行现代纤维艺术作品的设计创作时，设计师常会借

鉴京剧脸谱的构图形式，或者提炼其中一些优美流畅的

线条，或者选择一种漂亮的造型，如此创作出来的纤维

作品不仅有着浓厚的趣味性，让人心旷神怡，仿佛纵游

其中，而且还能为设计师的创作提供更多的选择与灵

感，提高纤维创作技能。其次，在现代纤维艺术造型中

的应用。造型是一切设计的基础。在现代纤维艺术造型

设计中，哪些地方需要镂空、哪些地方需要紧密这些都

会影响作品的美观度[10]。面对这一情况，部分设计师开

始从戏曲符号中寻求解决的路径，经过不断的探索，最

终戏曲脸谱中所特有的形态美造型成为了不二之选。无

数实践表明，利用纤维的材料和京剧脸谱造型相结合创

作的一些作品，既可以弘扬民族文化，又是一次材料与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实现了双赢。最后，在现代纤

维艺术色彩中的应用。在色彩方面，戏曲符号中表现最

为突出的便是京剧脸谱的颜色，因此，在现代纤维艺术

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常借助京剧脸谱中的质感与色彩，

激发创作灵感，由此创作出来的纤维艺术品往往具备一

种独特的肌理美，赋予了作品更加多变的构成，丰富了

设计语言，营造出了更享受的艺术空间环境。 

3  结语 

对于艺术设计而言，没有文化底蕴的设计是单薄

的，无法孕育出更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意象，更无法

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获得更长远的发展。传统戏曲艺

术符号有着很强的民族特色和视觉张力，将其融合到

艺术设计中延其形、传其神、显其意，能够成为当前

艺术设计领域向前发展的沃土和源泉。当代艺术设计

师应根据具体情况探索应用戏曲符号的可行性，再利

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将戏曲符号融入到现代艺术设计

中，使传统戏曲艺术与现代艺术设计接轨，产生更多

优秀的设计作品，展现独特的艺术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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