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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设计中本土元素的创新应用 

张凯 
（绥化学院，绥化 152061） 

摘要：目的 探究本土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策略。方法 从本土化的相关概念展开，分析我国类型多

样、特征鲜明的本土元素，总结本土元素应用于平面设计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本土

元素在包装、标志和广告设计中的创新应用策略，结合奶制品、酒品、茶叶的包装实例，城市标志、银

行标志设计实例以及平面广告设计实例加以论证，深入探究未来本土元素的发展及其与平面设计的更大

可能性，并对平面设计师的设计思路进行规划和指引，探索更加多样化的设计策略。结论 本土元素与

平面设计的融合，可以借助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情感形成一个全新的亮点，成功表达平面设计作品的主题，

在无形中影响大众的文化生活，促进平面设计作品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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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ative Elements in Graphic Design 

ZHANG Kai 
(Suihua University, Suihua 15206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local elements in graphic design. Starting from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localization, it analyzes the diverse and distinctive native elements in China, and summari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local elements in the field of graphic design. On this basis,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local elements 

in packaging, marking and advertising design are analyzed in depth, combined with dairy products, wine products, and 

wine products. The example of tea packaging, city logo, Bank logo design and graphic advertisement design are demon-

st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local elements and the more possibility of the plane design are deeply explored, and 

the design ideas of graphic designers are planned and guided to explore a more diversified design strategy.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elements and graphic design can form a new bright spot with the help of rich cultural content and emotion. It can 

successfully express the theme of graphic design, influence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public and promote the long-term de-

velopment of graphic desig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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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没有相同的民俗文化，也没有相似的

生活习惯和文化信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和

地区，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人文及风土人情。我国

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民间文

化与民族精神深刻体现了民族的喜闻乐见和审美情

趣[1]。在今天看来，这些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所构成

的本土化特色，相较于西方文化，更加深刻地揭示了

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指明了现代设计的发展方向。

具体到平面设计中，无论是海报、广告、标志还是包

装、网页等，都开始了从题材、形式抑或材料上的“本

土化” [2]。通过对本土元素的创新应用，形成了一大

批具有我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作品，这对于正处在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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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中的设计业，起到了一个标新立异、推陈出

新的作用。如何将先人千年来总结的客观规律运用到

今天的设计, 让当代艺术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并在不

断创新中实现价值提升，成为了广大平面设计师不断

研究和深思的重要内容。 

1  本土化概念解析 

本土化是一个动态化名词，是民族文化特色发展

的一个过程，具体而言，是指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在

长期的生存发展中所形成的相同语言、文化、心理素

质等相对稳定的共同体，即一种文化共识[3]。我国有

着类型多样、特征鲜明的本土化元素，无论是传统绘

画元素、水墨元素、书法元素还是彩陶、青铜器、漆

器、帛画、画像石等，都是其中十分有代表性的存在
[4]。这些不同种类、不同地区、具备不同民族特色的

本土化元素，与平面设计进行有效结合后，可以为平

面设计提供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图式语言，从而大大提

升作品的现实影响力。 

2  本土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本土元素大多应用于包装设计、标志设计、平

面广告设计、书籍装帧设计、招贴设计中。下面主

要选取包装设计、标志设计、平面广告设计 3 方面

展开探讨。 

2.1  本土化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纵观当前的包装设计，主要有两种发展趋向，一

种是倾向模仿和抄袭西方设计（即所谓的现代设计），

出现了很多大同化的设计，一种是过于追求传统设

计，不愿与新思想结合的设计[5]。这两种趋向都存在

一定的片面性，忽略了包装设计的未来是民族与时代

的交融，是科学与艺术的开发。正确的做法是，从本

土优秀文化元素出发，同时积极应用新工艺、新方法，

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巧妙结合，使包装设计能

够具备独特的风格特征，从而赢得更加广阔的市场。

首先，独特的地域文化。本土元素赖以生存的土壤就

是其产生与发展的特定区域，因此有着鲜明的地域特

点，伴随着区域的发展，其本身所具有的区域化特性

更加凸显，代表着这个地域的文化心理。从这一方面

看，现代包装设计的本土化元素选取便可得到支持。

比如，蒙牛奶制品的包装设计就选取了具有强烈地域

文化特征的本土元素，奶牛与绿草地的图形反映了产

品的出产地区，以示产品的特质与正宗。这样的包装

设计不仅准确地表达了蒙牛奶制品这一信息，给消费

者以可信性，而且还具有强烈的文化冲击力，使消费

者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其产地的风土人情和地方风俗。

其次，独特的包装材料。外观形态是包装最吸引人的

地方。从实际来看，优秀的包装外形总是能够最大限

度地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促使其产生

购买行为[6]。这一点在本土化包装的外在材料选择上

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用木纹纸、麻袋布纹纸、蜡

染印花布纹纸装饰包装外层纸盒，用陶瓷仿制象牙和

玉石等，这些不同的材料给包装设计带来了新的思

路，也给消费者带来了不同的审美感悟。其中，十分

具有代表性的有酒鬼酒包装设计，其瓶身以紫砂陶为

原材料，配合外在的麻袋包装，在视觉和触觉的双重

作用下，赋予包装作品鲜活的生命力，成功从模式化

的酒品包装中挣脱出来，获得了大众的广泛认可。再

次，独特的承接手法。诚然，先人为我们创造了丰厚

的文化宝藏，但在具体的应用与发展中，任何领域都

不能单纯地为了传承而传承，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找出传统文化与包装设计的结合点，在充分把握其精

神实质后，再配合现代的审美特征及设计方法进行提

炼与创新，形成真正适合理念传达的本土化包装设

计。农夫山泉的“东方树叶”茶包装设计就是很好的实

际案例。此系列茶饮共分为红茶、绿茶、茉莉花茶、

乌龙茶 4 种口味，为了增强地域特征，突出个性，设

计师在设计时将每一种口味的茶饮的不同历史渊源

和典故作为基础，继承了中国茶文化的视觉形象。同

时，设计师还配合现代化的设计手法，将整体包装的

结构、瓶形、图案进行了全新设计，最终形成了优秀

的创意包装。 

2.2  本土化元素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标志设计体现的是一种文化根性，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总结，因此，

在进行标志设计时，设计师必须要选用最具代表性

的、被大众熟知的形象，再结合重复、错位、重构、

旋转、异形等手法，丰富整个标志的空间层次感，体

现文化内涵[7]。综合来看，标志设计中本土元素的融

入主要分为文字、图形和色彩 3 个方面。首先，文字

元素。经过几千年的进化，汉字不仅有着多样化的造

型，而且有着丰富的寓意，这种独特性是其他国家所

不具备的，因此，在标志设计中融入本土元素时，可

以适时选用汉字独特的字体结构和意义，在保留其风

韵的同时，实现文字的图案化，给大众带来强烈的文

化认同感，缩短标志与人的距离。比如，杭州城市标

志设计，就以汉字“杭”的篆书为基础，进行了多样化

地改造。这里的“杭”字是设计师提炼出的最能代表杭

州这个城市地域特征的元素，结合了船舶、建筑、园

林、拱桥等具有鲜明特征的元素，进行了变形和演化。

这些创新配合江南建筑中的翘屋角、圆拱门，将“精

致和谐、大气开放”的城市人文精神成功地传达了出

来。其次，图形元素。在标志设计中融入本土元素，

不得不提传统图案。有着中华民族对幸福、吉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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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以及追求的传统图案，具有深度的韵味，尤其

是它的谐音、象征等方式，能够轻松引发受众的情

感共鸣。比如，上海老凤祥金店的标志在设计时就

选用了凤凰这一传统图形中的典型形象，而凤凰在

我国一直是好运的象征，美好的寓意与老凤祥的品

牌理念十分贴切，再配以适当地变形和升华，让传

统的图形在现代化技术的交织与融合中，实现了品

牌文化底蕴与消费大众的亲密接触，给标志设计带

来了不一样的效果[8]。再次，色彩元素。色彩与文字、

图形都是平面设计的重点素材和灵感来源，所不同

的是，色彩有着更直接的情感表达，如富含热情、

兴奋、好运、吉祥的红色，尊贵、威严、盛世的黄

色，稳重、严肃、冷酷的黑色等，这些都给标志设

计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比如，中国银行的标志

简单明了，其突出的红色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将

该标志赋予了浓郁的民族色彩。在此基础上，设计

师还将中国银行的“中”的字体设计变为使用钱孔与

红绳，既符合了企业要宣传的市场定位，又使得整

个标志更具有古老的文化内涵。这 3 大方面相互影

响、相互配合，以高度的概括与提炼、直观的造型

手法，为标志设计的本土化做出了贡献。 

2.3  本土化元素在广告设计中的应用 

广 告 设 计 的 可 读 性 与 说 服 力 直 接 决 定 了 其 成

败。鉴于此，在广告设计逐渐趋于国际化的当下，

融入本土元素，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成为广告行

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绝佳选择。可喜的

是，这一点得到了大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尤其是

平面广告设计师更是开始了对本土元素的深入探索

与实践，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果[9]。比如，著名设计师

靳隶强的很多作品都是从传统文化入手探求文化根

源的。在其所设计的作品中有很多以传统的水墨画

为创作对象，力图通过这种独具代表性的本土文化

元素来表达意思和意图，可以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事

物或更多事物的组合，也可以是过去不曾有过的事

物或者观念，总之，更多的是以少胜多，在准确传

递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传播本土文化中的优秀部

分。水井坊的一则广告同样将本土元素完美融入其

中，获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因为设计目的是宣传

中国悠久的酒文化，所以传统文化元素便成了设计

师的不二之选。这则广告大胆将故宫前的狮子、卢

沟桥上的狮子和水井坊旁的狮子集中在一个系列画

面上，既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感受，又很好地

强调了其传统酒文化的身份和地位，不愧于“中国白

酒第一坊”称号。联想的一款笔记本电脑的平面广告

设计更是将本土元素的应用发挥到了极致[10]。它由 4

幅图组成，第一幅图是一幅正在展开的卷轴，第二

幅图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车马图，第三幅图是意境幽

远的写意山水画，第四幅图是唐代典型的仕女人物

画，这几幅画面像极了一部中国传统绘画史，随着

画面的慢慢展开，再配合“乘风起,自在远洋”的广告

标语，实现了历史和现代的碰撞，给人带来了强烈

的情感冲击，并在不知不觉中对作品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当然，广告设计并不局限于本土元素，在实

际的广告设计中，设计师可以打开思路，积极寻找

国际化和地域性之间的结合点，这同样是应用本土

元素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3  结语 

设计是一种文化现象，需要借助各种文化元素

不断丰富与创新，实现更高层次的升华。与其他国

家不同，我国的平面设计有着丰富的本土文化资源

作为支撑。继承和发扬本土文化，将民族与现代完

美结合，能够创造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中国本土

气质的作品。这就要求广大平面设计师必须引起重

视，从民族视角出发，深入挖掘优秀的本土文化元

素，在审美情趣、文化内涵、组合构图方式，甚至

是字体排列、色彩设置等细节上进行灵活地应用与

实践，通过符合中国人本土化思维方式的创作渠道，

形成具有表现力和人文性的艺术设计作品，必要时

还要在设计中融合时代和国际特色，让本土元素焕

发新的生机，如此必将大大提升平面设计的现实影

响力，在获得长远生命力和持久竞争力的同时，走

出国门，走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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