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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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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文化的结合，人们有了新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平面设计领域

越来越多的设计师也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根基，开始花费更多的时间挖掘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元素，寻找其

与平面设计的契合点，并努力实现两者的共同发展。方法 着重从书法、年画、剪纸以及水墨 4 个元素

着手，阐述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并探寻民族元素独具特色的韵味，分析其与平

面设计融合存在的不足之处，探讨如何更创新性、多元化地结合，以及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元素对于现代

平面设计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结论 通过研究希望两者的融合可以既传承发展了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和民

族精神，又提升了现代平面设计作品的内涵，丰富了现代平面设计的表现形式，使其更具有学术研究与

设计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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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Graphic Design 

ZHANG Kai   
(Suihua University, Suihua 152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people have new val-

ues and aesthetics. In the field of graphic design, more and more designers are beginning to explore new development 

foundations and begin to spend more time. Excavate the elemen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culture, find its point of 

integration with graphic design, and strive to achiev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both.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four 

elements of calligraphy, New Year painting, paper cutting, and ink painting. It expounds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a-

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graphic design, and explores the distinctive charm of ethnic elements, and analyzes the deficien-

cies of its integration with graphic design. Explore how to combine more innovative and divers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a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for modern graphic design.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paper, it is hoped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can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spirit, and enhance the connota-

tion of modern graphic design works, enrich the display form of modern graphic design, and make it more academic re-

search and design applications. the value of. 

KEY WORDS: ethnic culture; graphic design; element 

作为我国千百年来的民族精华的积淀，民族传统

文化一直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尤其经过千百年的

发展，逐渐扩展了内容与形式，出现了一些全新的元

素，因此备受推崇。在平面设计领域，越来越多的设

计师开始探索民族文化元素与平面设计的契合点，努

力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然而，从根源上讲，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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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设计最初是从国外引进的，受国外文化冲击较

大，存在一定的传统文化缺失现象[1]。虽然很多设计

师率先将中国传统元素与标志、包装等平面设计领域

进行结合，但是在其成功的光环下，也不可避免地出

现了一些隐患，如在技艺技巧方面尚不成熟，很多都

是将一些现成的民族文化元素硬性地应用于作品中，

或者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又有外国文化的影子，

没有主次，显现出较强的“游离感”[2]。想要实现平面

设计的民族化和个性化，必须充分发挥我国的民族文

化基调，积极参考剪纸、年画等民族文化元素的技术

和造型，充分发挥创造性思维，将平面设计当成民族

文化的舞台，实现对民族元素的继承和发展，提高平

面设计作品的整体效果。 

1  书法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汉字有着独一无二的时间性与优美的动感，既是

我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又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因

素。从王羲之到庞中华，这些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

不断发扬书法，使得书法艺术不仅仅作为装饰性美术

字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更有着多样化的内涵与广泛

的应用前景[3]。近年来，随着平面设计领域的拓展，

书法元素逐渐得到了设计师的重视，成为平面设计的

依托，在丰富作品情感，赋予作品灵魂的同时，也给

予了作品深远的意境和更高的艺术价值。首先，书法

元素在招贴设计中的应用。书法强大的艺术表现力，

能够使设计的主题更易鲜明，进而获得画龙点睛的艺

术效果。这一点与招贴设计的最终诉求十分契合。正

因如此，很多设计师开始在招贴设计中应用书法元

素，并取得了不错的艺术效果。其中，最具影响力也

是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招贴

设计作品。在他所设计的招贴作品中，总是能够游刃

有余地将传统的笔墨元素和西方的设计理念进行融

合，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东方设计风格[4]。其招贴作

品《自在》由“行也自在”、“坐也自在”、“睡也自在”、

“吃也自在”、“玩也自在”共同组成，借助洒脱的“行、

坐、睡、吃、玩”几个书法汉字进行发挥，配合纸、

水、墨等主要元素，完美与形象结合，看上去既是文

字又像图画，独特的设计思路让人过目不忘。其次，

书法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

提高，在外出购物时，人们关注的不仅是商品的质量，

而且对商品的包装有着很高的要求，因此，在琳琅满

目的货架面前，一个好包装极其重要，它就像一名无

声的推销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引起消费者的注意

力。将随意、灵动，有很强装饰感的书法元素融入其

中，不仅有着较大的发挥空间，而且更符合人们现实

的审美需求。比如，五粮液酒的包装设计就是书法与

包装的完美结合。包装中的“百年老店”4 个字有着个

性的线条和遒劲的力道，下半部分则是一个正在用道

具酿酒的古代男子的形象，在包装的底部，还有浅浅

的版画。在这些元素的共同作用下，一种古老而意蕴

悠长的感觉随之产生，让人深深迷恋。需要注意的是，

在酒品包装设计中，书法元素的使用并不是随意的，

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属性和文化定位，实现书法与

酒品的完美融合，相互补充，如此才能实现更大意义

上的价值。 

2  年画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具有深刻文化韵味和独特语言魅力的年画是我国

民族文化艺术的一部分，有着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5]。

这种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涵盖了许多语言符号，同

时在内涵与灵魂方面，与现代平面设计有着许多的相

通之处，因此，如何更好地将民间年画中的内涵运用

到现代的平面设计中，一直是设计师不断探索的方

向。从现实情况看，目前的平面设计与年画的结合主

要表现在招贴设计与动漫设计两大方面。首先，年画

在招贴设计中的运用。一幅好的招贴，需要文案和图

形等视觉元素的相互配合，以此吸引受众的目光，传

递有效信息[6]。而年画艺术图形在世代传承中不断演

化、再生，有着广泛的可读性和广大的受众性，将这

些特点融入招贴设计能够进一步丰富招贴的资源，提

升招贴作品的亲和力，从而实现诉求效果的强化。另

外，优秀的招贴设计还需要借助年画的吉祥象征意义

以及承载着我国千百年来大众所共有的审美标准和

民族品格的视觉语言来进行一定的文化性和艺术性

表达，与受众产生情感的传递与心灵的交流。其次，

年画在动漫设计中的运用。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的

动漫市场上，日本、韩国、迪士尼等商业动画泛滥，

真正中国制造的优秀动漫少之又少[7]。随着时代的进

步，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市场上逐渐出

现了许多有着中国特色的动漫作品。年画这一传统文

化元素的应用，为中国动漫市场开拓出一条新路。这

一点主要表现在动漫造型的设计上，主张取其“形”，

达其“意”，从而传其”神”。在具体的动感造型设计上，

可将现代的审美观念与年画中的一些经典元素进行

提炼与组合，实现思想内容、造型样式、运动节奏等

与传统艺术的协调，在表达动漫造型设计理念的同时

体现独特的民族性与个性化。另外，在动漫造型过程

中，还可以利用年画中所蕴涵的吉祥观念来传达现代

人的审美意念，如“福娃”系列动画片的造型设计就是

一个很好的范例。 

3  剪纸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世代传承的传统民间剪纸是遍及全国的最丰富、

最简易的民族文化艺术形式，借助剪刀（或刻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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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创作出各种形式的图案，配合吉祥寓意，表达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剪纸元素应用于平面设计中

能够给设计师带来更多的灵感启发，对现代平面设计

的发展更是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基础造型的

应用。正所谓，阴阳互补，阴阳相依。在剪纸造型中，

合理利用虚实的关系，可以提高信息传递功能，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8]。比如，中国人民银行的标志设计

就是借鉴了剪纸中的阳剪法，实现了实形和虚形的结

合。我国古代布币的基本形是实形，配合虚形“人”突

出银行名称，协调的构图和精简的形态增强了标志的

空间感，使得整个设计十分巧妙。其次，自由时空造

型的应用。民间剪纸自由时空的造型强调的是随心所

欲、自然天成，因此在进行剪纸创作时，民间艺人一

切随心，不管是日月星晨，还是人神鸟兽，都可以组

合在一起，形成超越时空的独特造型。比如，山西省

平遥古城的一则宣传海报设计就是对自由时空造型

的应用。设计师将一部照相机拉出来的镜头和山西特

有的院落形态进行结合，同时在画面的最前端创造性

地加入了十二生肖造型和道教的八卦文化，这些完全

不在一个时空的事物通过多层次的夸张性构图融合

在一起，将平遥古城独特的历史韵味表现得淋漓尽

致，同时赋予了这座古城鲜活的生命力。再次，意象

造型的应用。在剪纸创作中，民间艺人为了使作品

的信息传递更加简洁生动，通常会在象征思维的引

导下借助剪纸对吉祥的寓意进行内涵地表达，以此

来歌颂生命、传递希望。将这种意象造型融入平面

设计中，无疑是不错的选择。在可口可乐公司的一

则平面广告设计中，就大胆选用了多种剪纸的形式

来描绘瓶子，鲤鱼跳龙门、福字、桃花等带有吉祥

寓意的剪纸图案恰恰象征着吉祥、如意、顺利，获

得了良好的广告效果。 

4  水墨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水墨画在历经千年的演变发展后，依然有着蓬勃

的生机，这与其所具有的深邃的意味和博大的精神内

涵密不可分[9]。作为华夏美学精神的集中表现，水墨

画的精神本质是创造“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和谐境

界，实现心灵与自然的完美合一。在平面设计中融入

水墨元素，借助这种东方式的抽象与时尚，能够实现

为世界所认同的“中国设计”，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通

过文化的固有特征得到肯定和推崇。首先，水墨元素

在招贴设计中的应用。无论是公益招贴、文化招贴还

是商业招贴，都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地融入水墨元

素。在一则以环境污染为主题的公益招贴中，设计师

可以借助受到污染的鱼来进行展示，让整条鱼的形成

犹如墨汁滴入水中自然成形，再配合墨的浓淡缓急造

就灰、白、黑 3 色，打破画面的局限，获得较好的视

觉效果，引人深思。在文化招贴《舞环》中，设计师

更是创造性地将水墨元素与奥运精神相融合，舞环少

女阳光朝气，配合兰花花冠和淡墨雅韵的人体与奥运

徽章相呼应，将奥运精神优雅含蓄地表达了出来。其

次，水墨元素在网页设计中的应用。水墨画中有“墨

分五彩”之说，经水调后有浓、淡、干、湿、焦之特

点，这些墨色浓淡之间的微妙变化可以为网页设计

的信息传达提供支持，以一种独特的艺术张力传达

一种纯粹的美感，是现代网页设计行业进行个性化

设计及信息传达的有效手段 [10]。再次，水墨元素在

广告设计中的应用。水墨艺术追求“计白当黑”独特的

表现形式，常使用简洁的形式语言传达丰富的寓意，

这一点与广告设计相吻合，由此在广告设计中，设

计师常会根据实际需求，以水墨入画，将广告的画

面制造得更加灵活和人格化，从而营造出一种空灵

的意境，带给人遐想。在一则房地产公司的平面广

告中，设计师就使用了微微淡开的墨滴将桃花和远

山进行了艺术化处理，给人带来了一种宁静与美好

的心理体验，实现了艺术与目标的完美衔接，获得

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5  结语 

在高度科技化、信息化的现代社会，进行民族文

化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通过民族文化的应用，不仅可以为平面设计提供

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而且还可以提高平面设计的艺

术水平，进行东方文化特色的表达，使其具有学术研

究与设计应用的价值。鉴于此，在当下的平面设计领

域，设计师应重视这一课题的研究及分析，结合我国

现阶段的应用现状，进行多样化的大胆尝试，使书法、

剪纸、水墨等民族文化元素在全新理念与方式的作用

下，实现升华，同时为平面设计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更

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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