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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中国风格充满文化底蕴，展现国家文化能量，与设计行业的融合也是由来已久，探究中国

风与平面设计相结合的可行性及策略成为当今的设计热点。方法 中国风渗透到平面设计的各个领域，

用特有的文化符号来表现，用充满内涵的文化精髓提升设计水准，营造出独具魅力的视觉体验。由平面

设计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入手，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造型、符号语言，凝练中国风的表现方法，

通过“形”、“意”的结合探讨中国文化与平面设计融合的形式，进而深入分析中国风的平面设计在包装

设计、标志设计和海报设计中的具体表现。结论 中国正在崛起，中国文化受到世界的瞩目，当今时代

的平面设计只有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审美情趣，充分融入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创造出

屹立于世界的中国风，获得更加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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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Wind and Graphic Design 

HUANG Yu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Chinese style is full of culture, show national culture and energ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design industry also 

has a long history,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Chinese wind combined with graphic design and strategy is becoming a 

hot spot of today's design. The Chinese style permeates all fields of graphic design, manifests with the special cultural 

symbol, enhances the design level with the connotation cultural essence, constructs the unique charm visual experience. 

By plane design and combined with the concrete means of Chinese culture, in-depth exca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lling, sign language, concise Chinese wi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ethod,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shape", 

"meaning" the fus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graphic design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Chinese wind 

of graphic design in packaging design, logo design, 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poster design. On the rise in China, Chinese 

culture is the world's attention, in today's era of graphic design is only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esthetic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our country, to create a 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Chinese wind, get more long-ter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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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化的渗透，思潮的涌入，使得国际

化趋势不断加强。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拥有 5000 年

的历史沉淀的中国传统文化决不能被无情埋没，必

须在这个时代中崭露头角再现中国风。平面设计作

为走在时尚前沿的艺术领域，对传统文化有着义不

容辞的传承责任，单纯地求新求变，偏离本土文化，

会失去独有的风格个性和地域特征，阻碍自身的进

一步发展[1]。客观来讲，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着丰

富的形式、深刻的内涵和无穷的魅力，这些都为平面

设计提供了广泛的题材和无尽的源泉。如果能够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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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与平面设计完美融合，再

以现代的艺术手法将传统元素、传统氛围以符合现代

人审美观的方式呈现出来，做到本土文化与世界文

化、中国风与国际化的互动、互融、互补，既能够使

平面设计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1  平面设计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途径 

所谓中国风，即中国风格，是一种建立在中国文

化和东方文化基础上，以中国元素为表现形式，有着

自身独特魅力和性格的艺术形式。在探索其与平面设

计的结合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层面进行深入地

研究与实践。 

1.1  深入挖掘传统文化 

经过漫长的历史凝练后，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具

有典型文化内涵的元素。将这些富有民族形式特征的

元素有机地组合到现代平面设计中，能够给平面设计

以全新的设计思路，形成设计界的一股清流。首先，

传统绘画艺术。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注重对意境的营

造和美的展现，讲求一种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

因此自然形象是许多绘画作品中十分常见的对象。

将这种有着自然情趣、美好意境的元素与平面设计

结合，能够深化平面设计的思维深度，使作品具备

更加典型、独特的艺术效果。其次，传统工艺美术。

漆器、帛画、剪纸、木版年画、建筑饰纹、戏装、

面具等传统工艺美术，一直伴随着中国 5000 年文明

的发展，它们或简约或繁复，或质朴或奢华，或工

整或粗放，无论何种特点，这种独特而丰富的表现

形式和图式语言，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电脑技术

的单调划一缺陷，为平面设计带来了富有情感和特

点的全新艺术语言。 

1.2  多种方式结合 

面对民族的古老文化艺术，人们一方面要看到它

为艺术设计工作者提供了丰沃的艺术创作资源；另一

方面，要加强多种方式结合，让这些创作资源真正

发挥作用。首先，“形”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图形一直植根于中国民族性、区域性的传统艺术渊

源中，有着独特的装饰性和完整性，讲究均匀对称。

这种图形所表现出来的物象外形与结构，经过现代

化的创造与应用，能够为现代平面设计带来更加丰

富的表现形式，进而创作出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设计样式[2]。其次，“意”的延伸。传统文化中的图形

元素，并不仅仅因为有着独特的审美外形而被世人传

承与应用，更大程度上是有赖于自身所蕴涵的某种深

层意义，因此，在平面设计中，设计师可以借助其内

部的深层意蕴，通过一定的设计手法，创造出中国特

有的艺术风采。 

2  中国风与平面设计结合的具体表现 

2.1  中国风的包装设计 

在现在包装设计中，包装起到无声推销员的作

用。其中，中国风格的包装设计需要注重“中国式”包

装的特征，以鲜明的民族和地域性，以及独特的造型、

文字、图案和色彩进行美好吉祥寓意的传达，实现更

具科学和审美意义的现代设计[3]。首先，中国风的包

装造型。造型是包装设计中一个辨识度极高的特征。

中国风的包装设计若能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利

用好中国传统的造型元素，形成独特的中国式包装造

型，便能开拓出广阔的设计空间。比如，陶罐、青铜

器、瓷器、青花瓷等中国味十足的造型能够为酒品包

装提供造型参考，贵州茅台酒的瓷瓶造型、海南椰子

酒的椰子壳造型等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包装实例[4]。其

次，中国风包装文字。中国的书法源远流长，气韵生

动、变化无穷的特点更是其他文字所不具备的重要特

点。在中国风包装设计中，中国的书法有着高度的装

饰性和艺术性，古色古香、刚柔并济的审美特点，能

够与包装品牌形成合力，将包装效果最大化。比如，

“水井坊”包装以毛笔书写其名，浓郁的中国风不仅深

受国人喜爱，更获得了西方人士的赞赏；“剑南春酒”

颇具特色的繁体隶书变体，古朴浑厚，将十五年窖藏

的特色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有着深厚的文化意

蕴。再次，中国风包装图案[5]。中国风的包装设计在

图案选择上，常常会将中国画这一民族艺术形式作为

参考和应用的依据，以独特的视觉效果展现深厚的中

国风文化。仍以酒品包装为例，“沱牌酒”在图案设计

上就将两幅人物古画拿来进行了借用，一幅是顾闳中

所作《韩熙载夜宴图》，一幅是文人墨客在松林山石

之间作诗吟唱、饮酒助兴的场面。这两幅图案将酒与

文人雅士的深厚联系表达出来，独特的画面意境引人

联想，文化意味深厚。最后，中国风包装色彩。有了

造型、文字和图案，包装设计还需要具备中国风的色

彩，张扬个性。其中，红色作为喜庆的象征，是东方

极具代表性的色彩；黄色作为中国皇家的专用色，更

有一种高贵、典雅的味道。在包装设计中，这些有着

典型中国风的色彩是提升商品文化价值的有效保证。

比如，“剑南春”酒在包装色彩的选择上应用了红黄两

色，在凸显大气、喜庆的同时，也反映了厚重的文化

积淀。 

2.2  中国风的标志设计 

标志是一种特殊的视觉传播符号。在对标志设计

进行中国风的融合时，设计师要从图形、色彩、文字

3 方面入手，充分发挥视觉符号的作用[6]。首先，标

志图形。就中国风图形而言，没有那种图形能够比龙

更有代表性。龙是中国人的特殊印记，是中华文明的

象征之一，承纳着丰厚的民族文化积淀，蕴涵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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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基本精神[7]。在我国 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里，

龙象征着皇帝的地位，同时也是天子的象征，如“真

龙天子”、“龙椅”、“龙袍”等。“龙”的汉语成语很多，

如“白龙鱼服”、“ 笔走龙蛇”、“藏龙卧虎”等。古往

今来，中华儿女都骄傲地自称为“龙的传人”。在标志

设计中，将龙的图形应用其中，能够将这种特殊符号

与装饰美相结合，让人过目难忘。比如，长江证券标

志的主体形象就是“龙腾长江”。千百年来奔流不息的

长江一直被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此基础上增加

弯曲的龙形，展现出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寓

意长江证券的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其次，标志

色彩。红色作为中华民族最喜爱的色彩之一，经常被

称为“中国红”，将“中国红”元素运用于标志设计当

中，作为中国人的复杂情感的一个重要载体，能够呈

现出具备浓浓中国风情的标志设计作品[8]。比如，第

29 届奥运会的会徽在设计时，被设计师大量应用了

红色这一东方色彩，与白色的搭配设计更加具备了强

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良好的辨识度，将中国人民对举办

奥运会的激情完美地呈现了出来。再次，标志文字。

草书、隶书、篆体、魏碑等中国汉字，有着独特的艺

术形式和特点，它们或端庄挺拔，或行云流水，或精

致典雅，有着其他文字所不具备的意境之美。将这些

中国特色的文字应用于标志设计，能够使标志设计与

中国特有的文字元素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营造一种

独特的设计美感。仍以第 29 届奥运会的会徽设计为

例，其将北京的“京”字进行了巧妙的变形，实现了文

字与传统印章的结合，中国味道十足。更难能可贵的

是，设计师巧妙地将“京”字变化成为一个运动的人

形，迎合了运动赛事的主题表达，中国特色文化底蕴

的表达又在一定程度上将北京人的热情和真诚展示

在了世人面前。 

2.3  中国风的海报设计 

海报是一种用来宣传和推广的艺术表现形式。我

国的海报设计也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从

最开始对国外海报的模仿，到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进行

自我创作，渐渐形成了独特的设计风格，极具观赏性

和装饰性。首先，水墨元素的运用[9]。中国传统的水

墨艺术有着独特的线条和墨色，将其应用于海报设计

中，能够给设计师带来许多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形成

一个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时尚创新海报设计。比如，

2010 年意尔康春夏品牌发布会的海报设计就将中国

水墨画形神兼备的特点融入其中，随意的水墨线条、

或深或浅的墨色，将中国水墨艺术的自然、和谐、简

约与所勾勒出的运动人物相得益彰，给原本商业味浓

厚的海报设计带来了意蕴深远的思想内涵，让人印象

深刻。又如，景德镇陶瓷的一则海报设计同样运用了

水墨元素，将茶杯融于水墨画的背景中，营造出完美

画面意境，更显得茶杯悠远古雅。其次，书法元素的

运用[10]。书法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书写艺术，其深刻的

文化内涵，能够充分反映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

在海报设计中，要想塑造浓郁的中国风格，书法元素

的应用必不可少。以电影海报为例，很多都有对中国

书法的借鉴。电影《盲山》的海报设计就将“盲山”两

字借助传统书法描绘出来，辅以红色更显得苍劲有

力，其所构成的连绵起伏的山峦在侧面反映了山里的

落后与荒芜的生活状况，引人深思，起到了很好的宣

传效果。 

3 结语 

中华文化上下 5000 年不断的传承，同时也在不

断地适应新环境。尤其在国际化的今天，更没有理由

守旧，一成不变，而是要通过新媒介去适应新环境使

文化继续传承弘扬下去，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11]。将这种具备浓郁中国风的文化元素与现代

平面设计相结合，不仅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而且

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平面设计的发展空间，丰富表现

形式，因此，设计师在进行平面设计时，要多从中国

传统文化中汲取相关元素，在传统与时尚之间灵活切

换，使两者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创造出更多优秀的

富有东方韵味的平面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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