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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剪纸艺术对平面设计的启示及应用 

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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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传统剪纸艺术的独特性及其给平面设计的启示，进而从细节之处探索具体的应用路径。

方法 以传统剪纸艺术的发展为引，对剪纸艺术的应用前景进行展望，接着深入剪纸艺术的内部，探析

其在平面性、装饰性和意义性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突出特点，然后进一步总结这样一种优秀的艺术形式对

平面设计的启示，将国际与民族、传承与创新、装饰与功能等诸多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总结未来平面设

计的应用方向，最后分别结合包装设计、招贴设计和标志设计展开具体的理论论述及应用分析。结论 平

面设计的发展离不开传统剪纸艺术的助力，在不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本质和精髓的基础上，将剪纸艺术的

价值进行最大化发挥，使其与平面设计相辅相成、互融互促，挖掘出更新颖的设计元素，探索出更多元

的审美趋势，让这一有着中国标签的设计走得更久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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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Paper-cut Art to Graphic Design 

WANG Yu 
(Suihua University, Suihua 1520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uniqueness of traditional paper-cutting art and its inspiration to graphic de-

sign, and then explor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path from the detail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paper-cut art as 

the guide,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paper-cut art was discussed. Then, the paper went deep into the interior of the pa-

per-cut art to analyze its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in aspects of plane, decoration and meaning, and then further summed 

up the inspiration of such a good art form to graphic design. It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from aspects such as interna-

tionality and nationality,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decoration and function to summarize the future application of 

graphic design. Finally, concrete analysis 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were carried out in combination with packaging 

design, poster design and logo design respectively. The development of graphic design cannot do without the traditional 

paper-cut art. It is required to maximize the value of the paper-cut art without destroying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

tional culture to make it and plane design complement each other, be mutual harmonic and mutually promoting. It is also 

required to dig up more innovative design elements, to explore a more diversified aesthetic trend, and let the design with 

Chinese label go longer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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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悠久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我国的文化艺术形式

多如繁星，点点相映，赋予了人们更多的精神食粮和

审美体验。其中，传统剪纸艺术就是 亮眼的形式之

一。经过唐宋明清等朝代的不断发展和演变，剪纸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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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逐渐变得丰富起来，不仅有着

多样的内容与多变的形式，而且在各地产生了不同的

分支，如扬州剪纸、浙江剪纸、河北剪纸等[1]。一张

张薄如蝉翼的纸张，配合着镂空的创意与技术，更显

得独特与新奇，尤其是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气息更是当

前文化艺术领域中值得借鉴与传承的重要内容。在平

面设计领域，剪纸艺术元素带来了更加多样的创意与

形式，一直被广泛应用[2]。深入分析传统剪纸艺术的

艺术特质及其对平面设计的启示，有助于设计师创作

出更加优秀的作品，同时有利于剪纸与平面设计的双

向发展。 

1  剪纸艺术的突出特点 

剪纸艺术源于民间，是一种通俗化的艺术形式，

因此无论是之前的民间剪纸所表现出的质朴刚健，还

是现代剪纸所表现出的新颖别致，都有着浓郁的生活

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感，体现了一种东方的认知世界的

方式[3]。首先，强调平面性。由于剪纸艺术通常会将

表现对象进行夸张变形，使其具备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和艺术感染力，但无论如何变化，它都遵循一个特质，

那就是简洁明朗，以提炼概括的手法打造平面造型语

言，因此平面性是其突出特征。其次，突出装饰性。

剪纸艺术的应用范围多是在春节习俗中，受节庆气氛

的影响，剪纸艺术讲究一种审美情趣，无论是构图的

平视、对称还是画面均匀、大方，抑或是线条的粗细、

色彩的鲜明等，都需要进行充分思考，强化装饰性，

以迎合人们的审美情趣。再次，丰富意义性。从题材

的角度看，剪纸艺术十分强调托物寄情的寓意手法，

如莲花和鲤鱼寓意“连年有余”（谐音）；雪花就表示

是冬天下雪了（谐形）；石榴象征多子，鸳鸯象征爱

情（象征）。这些寓意手法一直在剪纸艺术中有着广

泛的应用，给了剪纸艺术丰富的内容与形式[4]。 

2  剪纸艺术对平面设计的启示 

作为艺术设计的一个大而有力的根基，传统剪纸

艺术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其所带给平面设计领域的

启示值得进一步的挖掘与探析。 

2.1  国际与民族的和谐共存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步伐极大地促进了现代

平面设计水平的提升，同时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也使

得其精神需求日益强烈，尤其是对中华民族特有的民

族感情色彩更加珍视。受这一大环境的影响，作为一

种文化表现形式，现代平面设计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义

不容辞[5]。这一点在剪纸艺术元素的挖掘与提炼中得

到了完美的解决。剪纸艺术的图形与色彩无一不体现

着我们的民族情结，更是对传统民俗文化的良好宣

扬。这样一种形式的存在，给了平面设计师广阔的思

维空间。如果能够以这样的民族审美眼光吸取外来艺

术形式的营养成分，同时结合中国剪纸艺术中的优秀

元素，形成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作品，实现

国际与民族的和谐统一，将会造就更大意义上的平面

设计作品，实现价值的提升。 

2.2  结合与创新的灵活应用 

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下，现代平面设计必须坚持民

间剪纸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充分吸收其中的营养成

分，如艳而不俗的色彩、丰富的题材、匠心独具的形

式等，进行全新的设计实践。首先，设计师要充分理

解剪纸艺术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进行打散、错位、重

构、同构等，设计出民间形式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的形

式。其次，在对传统剪纸艺术元素进行精华的提取时，

设计师绝不能一味追求拿来主义，而要将剪纸艺术中

所包含的抽象文化元素进行灵活转化，并 终完美地

融入平面设计中，进一步凸显全新的视觉体验。 

2.3  装饰与功能双向加强 

传统民间剪纸的一大功能特点就是美化、装点人

们的生活，因此一直以来，其应用范围十分广阔，书

籍装饰、台历、陶瓷器皿纹样、纱灯装饰等都是其中

十分突出的应用领域[6]。在平面设计领域，设计师若

要选择剪纸艺术就必须大胆借鉴传统民间剪纸艺术

的精髓，在重视基本使用功能的基础上，凸显装饰美

化作用，以此加深人们对设计的重视，吸引他们去欣

赏和购买。 

3  传统剪纸艺术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剪纸艺术是传统文化的佼佼者，其不仅给予了设

计师更多的艺术创作灵感，而且促进了艺术形式与价

值的提升，因此在不同的平面设计领域都有着十分广

泛的应用。 

3.1  包装设计中的剪纸元素 

传统的剪纸艺术植根于我国的社会文化土壤，有

着极高的社会文化价值，将其造型、颜色、题材等元

素借鉴应用于包装设计中可以增加包装的特点和亮

点，有利于产品的宣传，同时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7]。 

从基本的应用层面分析，包装设计对剪纸艺术中

的人物形象、动植物等都进行了科学地取舍与创造。

首先，设计师在进行剪纸形式的选择与应用时，并不

是随意的，而是结合产品的特点，将传统的剪纸图案

与现代化的彩色图片以及现代化的创作手法进行提

炼、改造与升华，以此来提升产品包装设计的文化内

涵；其次，设计师为了吸引消费者眼球，会选择利用

剪纸的图形元素进行更加直观的产品特性的表达，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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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帮助消费者更加轻松快速地了解产品的特性；再

次，设计师还会利用剪纸图案的美好寓意，以图形代

替文字进行更富创意的设计，以此提升产品包装的艺

术性和审美价值[8]。 

例如，在酒的包装设计中，设计师可以将传统剪

纸图案作为基本的造型形式，同时借助剪纸艺术中所

特有的隐喻和直白的表达手法，制造一定的悬念，既

给消费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又深深激发消费者的

好奇心，从而拉动他们进行消费。另外，在月饼的包

装设计中，设计师可以更多地借助传统剪纸艺术的美

好寓意进行题材的选择与创作。“封侯挂印”就是这样

一种代表性题材，该剪纸图案的内容是一只猴子在枫

树上摘取挂印，“枫”对应“封”、“猴”对应“侯”，该题

材恰恰与月饼所要表达的美好寓意有着诸多的契合

点，再配合文字、色彩的灵活应用与点缀，能够很好

地凸显出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给消费者以情感的触

动并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3.2  招贴设计中的剪纸元素 

一幅好的招贴作品，靠的并不是纯文字的铺排，

而是与图形语言的相得益彰。在招贴设计已经相对成

熟的当下，在其中融入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已经

成为一种必然趋势[9]。受此影响，设计师开始不断挖

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剪纸艺术就这样进入了设

计师的视线，并在被应用和被创作的过程中实现了自

身文化价值的提升，促进了招贴设计的艺术创新，提

升了招贴作品的宣传效果。 

在图形和图案的应用上，无论是招贴设计还是剪

纸艺术，都讲究表达寓意的同时确保图形、图案精确

和谐，从而将一种人文精神和文化底蕴进行表达与传

播，因此不管是人物、动物图形还是各种改良过的图

形、图案，都会进行艺术化处理，表达寓意与信息[10]。

例如，可口可乐的一则招贴广告设计中就对剪纸艺术

进行了艺术化应用。该作品在设计时以剪纸为基本形

式，再利用大小图形连续的方式组成一幅圆形的图

案，借助鱼的符号表达年年有余、生活富裕的美好寓

意。这样的设计思路很好地将快快乐乐、可口可乐的

思想进行了传达，不仅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推广作用，

而且还在一定层面上与受众进行了情感交流，引发了

情感共鸣，达到了理想的设计效果。 

在色彩的应用上，剪纸主要运用素色、借用色和

吉色。无彩色的素色是一种由黑白及从黑变白过程中

逐渐渐变的灰色系，传达的是一种深沉、愤怒之感；

以黄色系为主的借用色是高贵的象征；以赤色（红

色）为主的吉色代表吉祥、乐观、喜庆之意。这些色

彩给了招贴设计极大的创作灵感。北京 2008 年奥运

会的福娃招贴设计中就将剪纸艺术中的这些传统色

彩元素进行了灵活应用，有效地提升了作品的艺术

价值。 

3.3  标志设计中的剪纸元素 

在品牌效应的今天，标志设计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将传统剪纸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进行多方的融

合与创新，形成相互交织、互相融合的状态，能够

显示出剪纸艺术 本质 纯真的精神理念与审美文

化，同时进一步强化标志设计的民族文化内涵，从

而将现代标志设计更加深入地植入文化的根基里，

促进其蓬勃发展。剪纸艺术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所体

现出的丰富的表现手法和深刻的寓意，都给标志设

计带来了设计灵感，赋予了现代标志设计更丰富、

更深厚的文化底蕴[11]。 

在图形的应用上，标志设计多会从剪纸纹样中获

取整体形貌，再抓取其中的形之精髓，借助构成学的

基本原理对其进行创造性处理，旨在保持剪纸纹样原

貌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创新，赋予其时代的印记，更

好地传达标志的内涵[12]。在寓意的应用上，标志设计

十分讲究剪纸艺术基本寓意的传承与创新，因此在借

鉴其形的基础上，更会对其意进行深入的揣摩与思

考，以时代环境为前提，结合艺术创意与现代手法，

进行更好的寓意传达。在艺术价值的应用上，标志设

计更多的是强调宏观把控图形背后的力量，力求将剪

纸艺术所处的背景以及文化地域完美融入到标志设

计中，实现文化与理念的融合。例如，靳棣强先生设

计的荣华标志设计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性案例，其有意

将传统剪纸艺术的的吉祥寓意与现代设计相结合，进

一步凸显了文化与理念，更好地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

化思想。 

4  结语 

传统文化是艺术作品的精髓所在，传统剪纸艺术

的图形、题材和色彩、寓意等元素有着很高的社会价

值及视觉价值，是当前平面设计领域良好的设计素

材，其所承载的民族气息能使现代平面设计绽放出别

样的风采[13]。平面设计师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一定要

认真对待传统剪纸艺术，深入挖掘其中的精髓，给现

代平面设计注入新鲜的血液，提升其文化内涵，这将

是平面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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