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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纹样在现代公共艺术中的应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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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现代公共艺术对传统纹样的应用方向与路径。方法 从现代公共艺术的具体内涵开始，

结合现代公共艺术的设计主旨与方向，总结了现代公共艺术存在的无法兼顾城市设计和城市文化表达等

问题，引出传统纹样融入其中所呈现出的展现地域特色和文化的重要价值意义，然后从文化、审美和可

读性等层面展开具体的融合策略研究，探索两者的相互借鉴与促进，总结可行性发展策略。结论 公共

艺术是一种综合艺术体，而传统纹样是文化领域的突出代表，两者的融合与共促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和

审美基础，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富文化内蕴的社会环境，还能够进一步凸显城市的独特地理环境、社会精

神和文化内蕴，创新公共领域和空间，实现艺术美化城市环境和艺术引导城市生活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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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Modern Public Art 

WANG Xi-jin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Suihua University, Suihua 15206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direction and path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modern public art,starting 

from the concrete connotation of modern public art, combined with design purpose and direction of modern public ar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modern public art, such as the inability to give consideration to urban design 

and urban cultural expression concurrently, which leads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showi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

ture by making traditional patterns be blended in among them. And then,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al, aesthetic and read-

ability, this paper launches concrete fusion strategy research, explore the mutual reference and promotion between tradi-

tional patterns and modern public art, and summarizes the feasi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a word, public art is a kind of 

comprehensive art, and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i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The integr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m has a profound national culture and aesthetic basis, which can provide people with a more cultural so-

cial environment, further highlight the city's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ocial spiritu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innovate public domain and space to realize the ultimate goal of “art beautifies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art guides 

the cit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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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共艺术在当前的城市发展中主要起着信

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作用，是凭借艺术的形式服务社

会的一种新型文化精神载体。公共艺术之所以能够在

现代社会环境中得到普遍应用，是因为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各种交通工具和建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将

城市的空间包围，导致城市原本的状态不复存在，与

此同时人们还要面临着各种环境问题，生活质量受到

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公共艺术设计在城市环境中的

合理应用将为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

价值意义[1]。鉴于公共艺术设计中逐渐凸显出的无法

兼顾原有的城市设计，整体的设计成果与城市设计样

貌不符，以及公共艺术无法兼顾城市文化的表达，整

体的主观性较强，公共艺术与文化层面的融合便成了

时下的设计主流[2]。传统纹样就这样走进了设计师的

视野，其独特的形式与内容、手法与装饰为现代公共

艺术作品提供了创新发展的温床，实现了城市环境与

文化的融合，凸显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和良好的文化传

承，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1  现代公共艺术概述 

公共艺术存在于城市公共空间，其突出特点是具

备艺术特质，同时可以让人们参与其中，还能够集中

体现城市的文化和精神，从而满足人们对城市生活空

间的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3]。小到雕塑建筑、城市设

施和各种景观、壁画，大到所有能有效和合理运用的

三维和二维视觉物质实体，都可以归为公共艺术的范

畴。伴随着城市的迅猛发展，现代公共艺术进一步得

到提升，在可读性、功能性和引导性上不断增强，构

成了城市环境中独特的美学存在，美化了城市的空

间，传递着各种不同观念者的声音，成为指向现实和

理想未来的“预言者”，赋予了城市一种不一样的人文

情怀。 

2  传统纹样在现代公共艺术中的存在价值 

传统纹样饱含着一代人的创作观和审美观，也造

就了多样化的存在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内涵，有着独特

而重要的文化价值。将传统纹样融于现代公共艺术，

无疑将促成两者的共同进步与创新，实现彼此的和谐

共促，引领新时期公共艺术发展的新方向。 

2.1  反映地域特色 

传统纹样的突出特点就是具备鲜明的地域特色，
其精美的图案和吉祥的寓意都衬托出鲜明的地域文
化内涵。将传统纹样的这一特质进行发展，巧妙地融
合于公共艺术创作，可以轻松地实现地域特质的表达
和展现[4]。比如，将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四神”
融入公共艺术设计中，可以借助青龙代表的勇于直
前、白虎蕴含的避邪去灾、朱雀展现的英姿飒爽以及

玄武的镇邪护主，实现文化内涵的升华与展现，再配
合现代设计手法的加持，能够更好地丰富空间中的文
化气势，强调地域特色文化。 

2.2  体现人文关怀 

越来越丰富的物质生活在给人们带来幸福感提

升的同时，还伴有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消磨。而在现代

公共艺术设计中创新应用传统纹样，借助传统纹样的

美好寓意便能实现更大层面的价值创造，同时更好地

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让人们从中感受到

精神的慰藉和人文关怀[5]。 

2.3  唤醒文化自觉意识 

以地域特色为载体，以展现地域文化为基调，充

分借鉴传统装饰纹样的精髓，对现代公共艺术进行全

新的设计，可以在丰富公共艺术设计的艺术语言的基

础上，将人们内心深处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深刻唤

醒，让人们从中真切地感受到历史文化的熏陶。 

3  传统纹样在现代公共艺术中的具体应用

策略 

在城市公共艺术建设中，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

设计方向，因为彼此间的实际状况不同，文化特点也

不同，只有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设计才能实现对城

市发展的带动[6]。传统纹样的多样化形式和多元化内

涵给当前的公共艺术设计带来了无尽的设计源泉和

更广的思路的指引，从而以更加个性且丰富的形式与

内涵彰显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气质。综合来

看，传统纹样在现代公共艺术中的应用主要包含文化

的传播、和谐的审美和强大的可读性三个方面。 

3.1  助力文化的传播 

文化的存在犹如空气，它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人们

的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其价值也不仅限于自身，

更多的是表现在社会建设和国家形象上[7]。从这一层

面看，传统文化毫无疑问就是历史赋予的文化瑰宝，

这些文化的存在奠定了我国的文化底蕴，代表着我国

的软实力，是值得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方面。进一步延

伸，若将传统文化中的传统纹样作为设计的主要借

力，那必将引发一场传承与创新的大变革，从而让整

个设计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属性，实现文化传播的重要

价值作用。现代公共艺术设计对传统纹样的借鉴和应

用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 

从当前的公共艺术分布情况看，其在每个城市的

每一个角落普遍存在着，既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又是

城市个性的展示平台。尤其在不同的功能区域，公共

设计还有着不同的规划，形成了组群特征。为了展现

本区域的文化特色，公共艺术设计必须对历史文化区

域和新型居住、商旅区域进行不同的规划设计，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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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区域应对文化和历史进行集中采集和典型

展现，进一步突出本区域的文化特色，而在新型居住

和商旅区域应以奋斗和未来为主要方向，深刻体现该

区域的商业和办公的便捷性[8]。可以说，公共艺术所

承载的文化内涵有着极大的应用与发挥价值。北京众

多的地铁专线中以北土城站中的公共艺术 具代表

性。北土城站在公共空间的设计上结合当时的文化环

境，将卷草纹饰应用于其中，无论是圆柱还是指示牌，

都被这样的装饰纹样装点成淡雅古朴中又透着一丝

富丽与活泼，不仅美化了周围的环境，还实现了传统

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在提升亲切力的同时，更展现出

了一种大国之美。 

3.2  展现和谐的审美 

审美功能是基于实用功能之上的，其在现代公共

艺术设计中不可或缺，因为视觉和精神层面的美的体

验是现代公共艺术设计中的一大追求，也是城市建设

中的重要支持元素[9]。为了展现公共艺术的和谐美，

设计师进行了多种尝试。渐渐地，传统纹样元素凭着

自身的种类众多和内涵丰富崭露头角，有的淳朴粗

狂，有的富贵秀美，其中所蕴含的各种图案与色彩更

是在不同的角度展现着不同年代和不同地域的文化

和审美特点，而这恰恰与现代公共艺术在某些层面达

到了情感共鸣，随之便产生了许多具有传统审美特质

的设计作品。 

其一，追求和谐共处。随着公共艺术功能性的逐

渐增强，设计师在融入传统纹样的设计过程中更加重

视与各种城市环境的需求的共融[10]。鉴于每座城市都

有着自己独特的空间布局，设计师应在细节的设计中

从作品能否激活环境空间、延展环境空间和强化主题

等角度逐一进行落实，营造一个完全契合的公共空

间，从而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 

其二，注重地域特色。现代公共艺术设计必须与

地域环境相符，而不能为了追求过分的创新与改造升

级对公共艺术作品进行随意的改造，这样必将适得其

反，导致整个公共艺术作品乃至整体的大环境失去色

彩，在不和谐的现实中失去应有的魅力[11]。因此，设

计师在融入传统纹样的设计过程中应从城市空间的

整体环境出发，从当时当地的自然生态视角出发，综

合考虑公共艺术作品所处的环境以及其功能和位置，

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凸显地域特色的艺术创作，结合传

统纹样的特质，促进公共艺术作品与自然环境的结合

以及与物理空间的契合，以此强化大众对整个自然环

境和社会环境的认知，以强烈的地域特色实现审美的

艺术化表达。 

3.3  强调艺术的可读性 

现代公共艺术设计必须从可读性的视角出发，从

大众的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出发，充分地尊重自然，

力保与大众的各方沟通，如此才能以更贴近大众生活

的特质去赢得更多的喝彩，从而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

能[12]。在当下的城市公共艺术设计中，所创造的公共

艺术作品是城市品牌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记录着城

市的故事，书写着城市的传奇，如果达不到这一目标，

那么其存在也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设计师在进行公

共艺术设计时将传统纹样应用其中，将可读性作为重

要标准，坚持对特定项目区域的文化特色与功能意义

进行综合性分析，从各种有效的纹样题材方向和主题

意义的挖掘上实现所处空间的主题、城市区域的文化

背景和自身艺术修养的结合，努力以更加简洁易懂的

形式进行设计思路的表达，避免出现表述不清和表意

不明的情况[13]。这样，大众便能通过现代城市环境中

的公共艺术作品对区域的文化、风俗等地域特征和内

在的文化底蕴进行深刻的认知，更好地“阅读”与感受

其中的文化，促成整个公共空间的和谐，实现城市特

质的展现，成为一件合格的城市公共艺术作品。 

4  结语 

公共艺术是一种文化与艺术的表达，是现代城市

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的发展和壮大的过程

中，公共艺术作品不断地结合城市的区域划分和地域

特色，从历史、文化和人文等细节上进行推敲和创作，

不断地尝试各种艺术性的表达，成功地实现了城市特

点的展现和地域文化的表达，让城市的文脉得以延

续，让大众与所处的环境形成了深刻的情感共鸣。可

以说，公共艺术对于人们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都是必

不可少和无可替代的。在未来，设计师应从传统文化

的海洋中进行搜寻，以传统纹样等优秀的艺术形式为

载体，赋予公共艺术更多的文化传承和艺术创新，努

力实现公共艺术更多的艺术价值，让公共艺术更好地

传播文化、提高审美和增强可读性，以更加完美的形

式和更加丰富的内涵创造现代城市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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