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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水墨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可能性及其具体的应用路径。方法 从时代大背景对平面

设计的新要求谈起，得出水墨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是必然的发展趋向，也是设计的主体因素和受众

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接着从水墨元素在审美意象和现代文化诠释等方面探索具体的应用方向，再以造

型、内蕴、创新等方面的具体应用为中心，展开理论与实践的论述，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指出其在未来的表现载体的创新与现代科技的融合等发展路径。结论 水墨元素在平面设计之中的应用

深刻影响了平面设计师的设计思维与创作模式，催生出了更加多元的发展方向和路径，给当前的平面设

计作品带来了新的形式与内容，也使得设计效果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为现代化的平面设计工作稳步发展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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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k Element in Plane Design 

SHANG Li-juan 
(Jinzhong University, Jinzhong 030619,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possibility and specific application path of ink elements in 
graphic design. From the era background of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plane design,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applica-
tion of ink element graphic design was the inevitable development trend and the result of dual function of the subject fac-
tor and audience factor of design. And then, from the ink element in such aspects as aesthetic imagery interpretation and 
modern culture to explore specific application direction, with modelling, intrinsic, and innovation of specific application 
as the center, related theory and practice were discussed,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was prospected.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arrier in the future of innovation can be integrated with th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ath. The application of ink element in graphic design deeply influences the design of graphic 
designers and creative mode of thinking, creates a mor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path, brings new forms and 
contents to the current graphic design, greatly promotes the design effect and lays a solid condition for steady develop-
ment of modern plan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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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一直有着重要的地位

与影响力，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较长时间的

发展与改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与价值，不

仅在我国的绘画领域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给

我国现代的艺术家思想及创作思维提供了新的思路

与借鉴。从实际来看，水墨艺术就是在水与墨的配合

下所呈现出的一个简约的墨色世界，且不同的水墨比

例可以产生不同的灰阶，形成明度和纯度的不同变



第 40 卷  第 18 期 尚丽娟：水墨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247 

化，构成画面的对比，尤其是其中分染、统染、罩染、

平涂，还有泼墨、破墨、积墨等手法的应用更是让画

作的艺术境界和效果得到了升华，形成了独特的墨色

语言系统。从现代平面设计的角度来看，水墨元素的

这种特性恰恰给平面设计提供了更多的设计灵感与

设计方向，促使平面设计作品开始了全新的尝试，实

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升华[1]。于是，在这一设计

思路的指引下，平面设计在保持自身独特性和艺术性

的同时开始了对作品意境和思想文化的表达，而这也

让平面设计作品展现出了更深层次的表达与内蕴，为

其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下面主要就水墨元素在平面

设计中的艺术化表达与未来发展进行深入探究。 

1  平面设计中应用水墨元素的原因分析 

水墨艺术与平面设计存在一定的联系，尽管两者

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都属于艺术范畴，彼此之

间仍然有着一些共同的追求。从这一层面看，将两者

进行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设计主体与受众

的双向选择，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共通性[2]。 

1.1  平面设计的趋势 

从当前的平面设计发展看，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

计进行融合，实现更深层面的统一与创新，这是当前

发展的主要趋势，有利于实现设计的文化认同感和归

属感，使设计作品立足本土文化，充分发挥文化的独

特优势，达到艺术设计的可持续发展。如此，在受众

进行作品欣赏时便会形成一定的认同感和亲切感，让

受众快速联想到它所代表的文化[3]。水墨元素的融入

就是这样的存在，其独特形式与寓意有着浓厚的传统

文化韵味，极易产生民族认同感。 

1.2  平面设计的主体 

在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的大背景造就了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设计主体，其内

在的特点都成了平面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平面

设计作品的里里外外都透着传统文化的影子，也成功

保持了民族文化的独特风格[4]。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平面设计的整个认知观和出发点，让平面设计作品

能够以更加完美且独特的文化魅力形成强大的艺术

价值。 

1.3  受众审美的迎合 

当前，世界大融合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其中最

为瞩目的是传统文化的艺术元素，这些元素又在世界

的浪潮中坚强的屹立着，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5]。

水墨元素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更是在这一背景下显现

出突出的价值与魅力，深刻传达出了传统文化的审美

意蕴与形式魅力。这在世界多元化的背景下更显得弥

足珍贵，使得受众在这样的作品面前感受到沉静、纯

粹的意境美，夯实了平面设计的导向性地位。  

2  水墨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方向 

在现代平面设计领域，水墨艺术特殊的视觉效果

造就了突出的具备东方审美意蕴的设计表现符号，尤

其是其审美意象和现代化的文化诠释，更是实现了艺

术效果的丰富与提升。下面主要结合水墨元素在平面

设计中的两种路径进行融合研究，探索水墨艺术与平

面设计间更多的良性沟通[6]。 

2.1  水墨元素的审美意象之延伸 

水墨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其特有的

简洁的形式语言和简约的画面却有着丰富的寓意和

审美意境，能够实现“计白当黑” 、“以一当十”、“以

少胜多”的艺术效果，达到“无画处皆成妙境”，可谓

简约而不简单。将这一审美意象与平面设计结合，可

以使元素展现出更多的文化和信息，表达出更深层次

的内涵。以水墨的嫩叶、水墨的枝条等为例，其线条

的运用进一步增强了平面设计作品的画面感，强化了

艺术效果，给受众营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意境，展

现出了浓浓的人文情怀和文化品位[7]。  

2.2  水墨元素的文化诠释之发展 

水墨元素在平面设计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文化

诠释也值得肯定。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平面设计设计

者都追求对本土文化的表达，希望以一种独特的风格

展现艺术思想，让传统与现代进行完美的融合，水墨

艺术恰恰是这样的一种存在。水墨艺术有着深厚的文

化积淀和崇高的精神追求，其使民族文化得以集中展

现，是一种浓缩型和象征性的艺术，这也给了平面设

计以全新的视角。借助现代文化诠释，平面设计过程

中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性表达，那独特的线条与

色调以及不规则性和渗透性都让平面设计实现了更

好的表达，显示出了一种非凡的视觉力量。 

3  水墨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水墨画的构图、色彩、笔墨技法以及意境等都给

了平面设计以借鉴，除了基本的形式与造型的模仿与

应用，还有深层意蕴的营造与表达，让平面设计有了

更加艺术化的表达，更进一步扩大了借鉴的广度和深

度，给平面设计带来了全新的设计体验[8]。下面主要

针对水墨元素在造型、内蕴、创新等方面的具体应用

展开分析。 

3.1  造型的灵活应用 

水墨艺术在经历了长久的发展历史后，逐渐形成

了特有的表达方式，其笔墨的痕迹和线条的形态等也

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传统文化色彩，将我国传

统的民族特色进行了艺术化表达。在平面设计中，水

墨元素“造型线”的水墨技法以及“点线面”和“黑

白灰”等特点都有着广泛的应用。从众多的平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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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可以看到，设计师多喜欢从整体把握，以水墨

独特的简约造型进行艺术化的表达，通过对比的衬托

打造虚实相生的视觉效果，再结合对比的衬托，使整

个画面更加具有协调性，动静皆宜，让整体的艺术性

更强[9]。例如，在公益招贴设计中，设计师为了凸显

环保的主题，可以利用水墨的形式进行设计，以污染

的鱼为主题，将鱼的形状置于墨汁之中，借助灰、白、

黑的浓淡缓急，形成浑然天成的视觉效果，瞬间将画

面的警示效果进行增强，沉重的基调引人深思。著名

平面设计师靳埭强的招贴设计《自在》系列中同样运

用了山水画水墨、书法、印章等典型的艺术元素，尤

其是水墨画技法及造型的创造形成了行云流水、自由

自在的艺术效果，契合了设计主题，仿佛将行、坐、

睡、吃、玩等人生真谛娓娓道来。 

3.2  内蕴的提炼升华 

水墨艺术的独特艺术语言还表现在内蕴的丰富

与深厚中，看似简单的线条常常有着深厚的文化与审

美意蕴，简约而不简单，仿佛在感叹生命之无限，是

一种并不声张的创造，却实现了回味无穷的审美效果
[10]。这种含蓄的妙处在于其并不是单纯的隐藏，而是

为了更好地“显露”，以便勾起人更幽深、遥远的用

意。正如郑板桥的墨竹仅仅几笔就可以营造出雨后清

新的境象。鉴于此，在平面设计中，水墨的内蕴与意

境成为了设计师的重要参考方面[11]。从包装设计领域

看，水墨语言的运用可以有效帮助设计师实现更加深

刻的艺术表达，从而更好地展现商品的文化内涵和情

感追求。汾酒青花瓷系列包装设计就是水墨意蕴的完

美设计代表。在这一包装设计中，设计师从字、诗、

画结合的视角进行创造，借助书法、白描的手法将“汾

酒”两字表现得刚健，而诗句则选择草书表达飘逸灵

动，再配合牧童骑牛的整体画面，打造出了丰富的视

觉体验，意蕴深厚。 

3.3  创新的艺术化表达 

平面设计的艺术化表达还体现在现代性的创新

上。从现实来看，越来越多的设计师不再追求简单的

照搬照抄，也不会把水墨画的构成形式和样式简单进

行形式的套用，而是水墨艺术的整体形式特点结合当

下的各种艺术元素和个性化表达手法进行全新的创

造，结合实际的创作需求和表达要求，充分发挥创造

性思维，创造出艺术特征和文化特征突出的平面设计

作品[12]。第一，表现载体的创新。水景动画、媒体广

告设计、舞台展示设计等，都是一种艺术载体的创新，

这些新型的科技使得创作者可以获得更加个性的表

达，创造出更加符合人们审美需求的艺术形式。设计

师将水墨元素与这些全新的表现载体相结合，让平面

设计作品的载体得以创新，艺术效果得到了有效强

化，成为了未来的一大趋势。第二，与现代科技相融

合。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需求越来越高，平面设

计作品也因此开始了与现代科技的融合[13]。在平面设

计中，设计师也在引进现代科技的同时加入了大量的

传统水墨元素，将水墨元素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更加个

性化的表达，多姿多彩、姿态尽显的水墨元素和现代

科技的融合将设计师的创作灵感进行了有效激发，从

而创造出了更加出彩的平面设计作品。 

4  结语 

平面设计之中水墨元素的运用是时代发展的必

然，是平面设计的必然，也是设计的主体和受众的需

求，因此，这一融合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作为贴

近艺术传达本质的形式语言，水墨是一种人性化的艺

术，其给了平面设计以中国元素符号的演绎与推广，

也丰富了水墨艺术自身情趣、韵味、内涵与外延。在

当前这个观念艺术兴起的背景下，将水墨艺术与平面

设计的结合，促成了对水墨的“文化意义”的强化，

需要设计师尊重水墨艺术在平面设计的应用可能性

与可行性，达到民族文化传统和现代风格设计的完美

统一，以最有力的艺术表达方式为现代化的平面设计

工作稳步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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