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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水墨元素与现代招贴设计的协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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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使用协同融合法，探索水墨元素在现代招贴设计中的应用途径。方法 分析协同融合法

的特点和技术路线，提出水墨元素“融”入招贴设计的两种创新思路，即“物理融合”和“化学融合”

的概念，并通过相关案例论证两种思路在中国水墨元素与现代招贴设计融合中的作用。结论 水墨元素

作为招贴设计的设计语言，是对现代招贴设计的再创新。通过对《舌尖上的中国——花生酥》、《污水》

系列、“自然的奇迹”、“太极水墨龙”、“亚运五色系列”几个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协同融合法适用于

现代招贴设计，以创意想法作为“溶”合的切入点，再结合“物理融合”或“化学融合”的思路，可以

很好地将以水墨元素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招贴设计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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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ooperativ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Ink and Wash  

Elements and Modern Poster Design 

CHAN Chan, ZHAO Ke-li 
(Yangzhou Polytechnic Institute, Yangzhou 225127,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pproaches of Chinese ink and wash elements in modern poster design by 

cooperative integration. 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chnical route of cooperative integration, and propose two in-

novative methods for integration of Chinese ink and wash elements into poster design, the concepts of "physical integra-

tion" and "chemical integration", meanwhile proving effects of the two ideas in integration of Chinese ink wash elements 

and modern poster design through relevant cases. As the designing language of poster design, ink and wash elements are 

re-innovation for modern poster design. Via analysis of the cases that "A Bite of China-Peanut Crisp" "Sewage" series, 

"Miracle of Nature", "Tai Chi Ink and Wash Dragon" and "The Asian Games Five Colors Series", it is showed that coop-

erative integration is suitable for modern poster design, using innovative ideas as breakthrough point, and combining 

thoughts that "physical integration" and "chemical integration" can integrate Chinese ink and wash which is an exampl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into modern poster design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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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艺术交流日渐频

繁，作为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的招贴设计，也是亮点纷

呈，呈多元化发展态势，这当中各民族特色的艺术表

达是承托这一趋势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 5000 年传

统文化悠久绵长，在民族文化长期的积淀、传承中，

孕育了许多不同形式、类别的艺术，形成了博大精深

的中华艺术，而在这中间，水墨艺术可谓独树一帜，

为中华民族所独有。将其与现代设计进行有机融合，

已成为人们研究和关注的热门话题。 

目前，关于水墨元素或招贴设计的理论成果较

多，而水墨元素在招贴设计中传承运用的系统文献资

料较少。美国学者米歇尔指出，招贴设计除了能引起

人们的关注和理解外，它本身更是一种很美的语言，

折射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和社会文化 [1]。尼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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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米尔佐夫从总体上探讨了视觉文化运用到平面设

计中的重要性[2]。国内学者钟家骥论述了中西方传统

绘画语言的视觉成因、中国水墨画的逻辑定位和内涵

界定、中国水墨画的语言特征和创作的有关问题[3]。

匡伟光提出了拓宽水墨艺术现代维度的观念，认为艺

术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创造，艺术家就是要不断为大

众创造新的审美品格[4]。靳埭强通过大量剖析具有典

型代表性的实际案例，全面、生动地阐述了水墨元素

的设计原理和实践等重要问题，并就不同风格的设计

以及不同设计的形式和法则进行了专门论述[5]。另一

位大师鲍兴达专门针对水墨元素运用到招贴设计进

行了深入探讨，试图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之间的

桥梁和纽带[6]。以上大多数文献探索较分散，对水墨

元素在现代招贴设计中的运用、承续情况缺乏系统的

研究，仅流于表面形式。国内目前大多数的招贴设计

作品或多或少存在缺陷，比如有的设计师盲目效仿西

方的设计风格，导致具有本土民族特色的设计缺失；

有的对我国传统文化元素深度挖掘不够，饱含民族特

色的设计不太给力。基于以上分析，这里试图从具体

的个案实例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中国水墨元素如何应

用到现代招贴设计中，对水墨元素在现代应该起到怎

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其目的在于为现代招贴更好地

融入水墨元素提供新的途径，旨在继承传统文化和推

动招贴设计的再发展问题上提供理论支撑。 

1  协同融合法 

学界认为，中国传统水墨艺术不仅是一种有形的

物质载体，而且是一种无形的精神载体，是两者的完

美结合。这种观点是从学理层面提出来的[7]，但是从

学科层面出发，从鼓励水墨元素融入现代招贴设计从

而实现不断创新的角度出发，认为应该将其定位在水

墨元素兼具形象可视性和精神的传承性上。本研究所

采用的协同融合法是将多种融合算法通过不同形式

的合作、竞争，然后反馈信息和调整参数，最终实现

融合图像的最佳化，这一方法的基础是先根据物理或

化学相关理论与艺术的关系得到多个融合图像，再结

合现代艺术中的解构、同构等设计手段，将儒道禅等

中华文化进行有效移植与嫁接。作为招贴设计的一种

新设计思路，这一方法实现了传统水墨元素和现代招

贴设计的有机融合，在文化全球化的环境下找到了一

个合理的契合点。 

同时，结合电脑设计软件，促使现代招贴设计更

加方便快捷地融入了传统水墨元素。运用电脑软件能

够将特色的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实现无缝对接与融

合，很好地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并能带给现代艺

术全新的审美感受。借助纸张材料（如宣纸、试笔纸、

毛毡）和画笔工具（如毛笔、颜料、墨汁）绘制传统

水墨图形，然后扫描到电脑中，根据招贴主题的需要，

运用图像处理软件对水墨交融的细节进行恰当地处

理，再辅以现代图形和文字，实现图像视觉效果上的

层次分明和错落有致，最终制作出逼真的水墨元素，

并使水墨元素、摄影图片和印刷文字都能完美揭示招

贴设计作品的主题思想[8]。协同融合法的技术路线见

图 1。 

 

图 1  协同融合法的技术路线 
Fig.1 Technical route diagram of cooperative integration method 

2  水墨元素融入招贴设计的创新思路 

“融入”即“化入”，指看得到的物质，溶解而不分

你我，如将食盐溶于水。那么，如何在现代招贴设计

中融入传统的水墨元素使之别具一格呢？一般来说

有以下方式：创意想法决定水墨元素溶合招贴设计的

切入点；物理与艺术融合中的设计创新；化学与艺术

融合中的设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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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创意想法决定融合的切入点 

传统水墨元素应用到现代招贴设计，应坚持深度

挖掘与招贴设计密切相关的文化寓意要素来进行创

意构思，可根据实际需要将大量繁杂细腻的水墨元素

采取手法、观念等方式简化形式，保留原来图形的意

蕴，让水墨元素成为招贴设计的新启示点和创意点，

确保传统水墨元素圆满地溶入现代招贴设计。可以

说，没有好的创意想法，就不能很好地将水墨元素和

现代招贴融合起来，就没有优秀的招贴设计作品，因

为它能为传统水墨元素内在精神与外在特征寻求到

合理的载体。 

2.2  物理与艺术融合中的设计创新 

物理和艺术各自有其专门的研究领域，各自从不同

的途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帮助人类去认识世界

和改造世界。然而，物理与艺术之间存在着交叉、渗透

和融合，它们有相通之处，有内在的统一性。物理与艺

术融合的设计创新是指根据传统文化寓意，结合经形式

简化后的原创构思，在设计时从传统水墨元素中提取色

彩、意象元素、文字等要素，通过运用同构、结构等形

式构成手段和现代招贴设计语言，并移植与嫁接儒道禅

等中华文化，把水墨元素融入到现代招贴设计中，使现

代招贴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象[9]。这一做法解构手段与

其他方式不同，主要侧重水墨元素和现代招贴设计的差

异，创作过程中将互不相干的各类元素组合在一起，有

点类似家庭装饰中中西不同的风格混合搭配使用。例如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的《舌尖上的中国——花生酥》

系列招贴设计见图 2，其创作手法主要是招贴设计的主

题图形借助传统水墨韵迹来构造，招贴设计的外在表现

形式给人感觉既新颖又深刻，作品设计的效果达到了

“似与不似之间”的高级意境，让人觉得韵味无穷。再例

如刘江平的《污水》系列见图 3，所示为深圳市第三届

公益广告大赛获奖作品，《污水》系列招贴的当代解构

是用水墨的喷溅、扩散视觉效果表现出青蛙、螃蟹、鱼

3 种动物的瞬间动态，形神兼备、活灵活现，表现形式

独特新颖而深刻。由此可以看到：恰如其分地利用传统

水墨元素的长处可以让招贴设计作品的主题更加突出、

自然、新颖。  

 

图 2  《舌尖上的中国——花生酥》系列招贴设计 

Fig.2 "A Bite of China：Peanut Crisp" series poster design 

 

图 3  《污水》系列 
Fig.3 "Sewage" series 



274 包 装 工 程 2018 年 3 月 

 

2.3  化学与艺术融合中的设计创新 

法国化学家贝赛罗说过：化学创造它所研究的对

象，这一点与艺术十分相似。元素是万物自然界中基

本的物质组成要素。在人文哲学领域所说的元素更显

抽象，是意识领域的表现形式。化学方程式中就蕴涵

着艺术的元素，尤其是对称。各种各样的化学方程式

都必须遵守的原则就是守恒，它包括原子种类和数目

的守恒，得失电子守恒等。就像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

来的前后照应、左右对称一样。例如，经典的希腊艺

术流派都严格遵守欧几里德的几何学透视原理，讲究

作品的整体效果，要求作品的各个部分之间都可以找

到一定的联系，各个部分都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正如同化学方程式中的每个分子都是整个化学方程式

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这样的每个部分才组成了千千万

万的化学反应。这里就是试图运用化学的观点来分析、

思考和有效解决传统水墨元素融入现代招贴设计的创

新问题。通常所说的化学反应主要分为以下 4 类。 

2.3.1  化合反应 

即两种或两种以上元素或化合物合成一种新的

物质，可表示为：A+B=C。韩国设计师 Cooky Yoon

创作的“自然的奇迹”招贴所使用的技巧就是运用汉

字与水墨艺术肌理相通的原理，创作时在墨汁中加入

特殊成分，借助水墨可以自由流动的特点，表现出招

贴设计自然的美感，直接表现要表达的主题，《自然

的奇迹》招贴设计见图 4（图片摘自“PADMAG 视觉

杂志”网站）。 

 

图 4  《自然的奇迹》 
Fig.4 "Miracle of Nature" 

2.3.2  分解反应 

即一种化合物分解成两种以上的构成元素或小

分子，可表示为 A=B+C。                           

例如宣传武当山的招贴设计《太极水墨龙》见图

5，设计师将水墨表现的香炉和酷似太极八卦的飘渺 

 

图 5  《太极水墨龙》 
Fig.5 "Tai Chi Ink and Wash Dragon" 

炉烟生动地融入到象形的理念中，运用中国传统书画

的手法、技巧，浑然天成地将武当山清秀静雅的风景、

名胜古迹、秀丽山水、民俗风情等元素融入到招贴设

计中，并辅以造型、空间转换等多元组合。整幅招贴

作品表现力强，专属性、独特性突出，是集艺术、大

气、时尚、文化于一身的大设计，给人的感觉既直观

明了又寓意深刻，是展示武当山形象的佳作。由此可

见：从不同的视角去分解审视和解读中国水墨元素，

只要善于思考、分析，学会脑筋急转弯再转弯，就一

定会有新的发现。 

2.3.3  复分解反应 

两个化合物交换元素或离子形成不同的化合物，

可表示为 AB+CD=AD+BC。例如中国广州亚运会第

二届海报征集十佳作品之《亚运五色系列》见图 6，

所运用的方法就是复分解反应手法的妙用。今天，大

多招贴设计师运用水墨元素融入招贴作品时，玫红、

草绿、大红等鲜艳明亮的色彩受到普遍青睐，因为相

对传统淡雅含蓄的墨色而言，这些色彩更能凸显招贴

设计作品的主题，引起人们关注。亚运海报的设计师

们独辟蹊径，在招贴设计中大量使用红、黄、绿、黑、

蓝等彩墨，用鲜艳的色彩凸显亚运会举办城市人民热

情好客，开放、兼容并蓄的心胸，并体现出亚运会举

办地的风土特色，通过色彩对比，视觉冲击力非常抢

眼。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视知觉》中提出：将

鲜艳的色彩和奇特的形状运用于作品能充分发挥视

觉效果，强化感官刺激，并能传递出丰富的设计表情，

通过色彩和形状让各种物体和事件在作品中加以区

分，从而让观众能迅速捕捉到有关这些物体和事件的

有效信息[10]。至于在具体使用色彩时，设计师们则要

思考作品想要达到怎样的效果，坚持从实际需要出

发，做到色彩的使用与招贴设计的类别相吻合，要依

主题情境而定，不应不加分析、乱用一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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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亚运五色系列》 
Fig.6 "The Asian Games Five Colors Series" 

3  结语 

水墨元素作为招贴设计的设计语言，是对现代招

贴设计的再创新。这里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立足

点，以中国水墨元素与招贴设计相融合为切入点，将

小而具体的招贴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进而总结出水墨

元素运用到招贴设计中的协同融合法[12]。该方法所提

出的创新思路是以创意想法作为融合的切入点，再结

合物理或化学与艺术融合中的设计创新，这有利中国

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相互融合。总之，通过运用水墨

这种独特的艺术元素，对现代招贴设计进行大胆创

新，已逐渐成为中国当代发展的主流，这些研究成果

将为现代招贴设计传承运用传统水墨艺术提供一种

新思路和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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