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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现代广告设计中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借鉴与应用方式。方法 以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为出

发点，结合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引出艺术设计领域的本土化设计思潮。并以广告设计领域为落脚点，

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在资源提供、增加内涵、促进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和作用。接着从传统的图形、文

字和色彩等方面逐一探讨应用方向，并结合水墨、剪纸、书法等文化形式的特点与技法进行具体的应用

探索，并提出相关的应用策略，以及列举相关的代表性应用案例。结论 传统文化元素根植于我国深厚

的文化土壤，其自身有着独特的个性与内涵，能够给现代广告设计带来更多的灵感和创意，使广告设计

作品在回归传统的基础上彰显时代感，以中国特色的广告设计精品融入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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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Advertising Design 

LI Juan, WEI Na 
(Sichuan Changjiang Vocational College, Chengdu 610106,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ference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modern advertising design, this 

paper, with the big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s a starting point, combining with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ulture, brings out the localization design thought in the field of art and design, and, with the advertising design field as 

the foothold, analyzes the significant value and rol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spects such as providing resources, 

increasing connotation,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 and then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direc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ra-

ditional graphics, text and color, an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k, paper cutting, calligraphy and other 

cultural forms and techniques for specific application, puts forward the relevant application strategy and lists related typ-

ical application case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re rooted in the deep cultural soil of China, 

which has its own unique personality and connotation, and can bring more inspiration and creativity to modern advertising 

design and allow advertising design works to highlight the sense of the times on the basis of returning to the tradition, and 

integrate into the trend of the world as a fine advertising desig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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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丰

厚土壤，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传承逐渐壮大，

并凭着自身独特的个性、多元的形式和深刻的内涵得

以广泛传播，成为其他艺术形式难以企及的文化精

髓。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促使各种国外的文化和思

潮涌入，各个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与创新，

广告设计领域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性文化领域。受社会

大环境和大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外资广告公司开

始在中国市场占据份额，而这也对我国的本土广告业

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加之我国的广告设计行业缺乏完

整的本土化设计理念，整体的发展时间较短。如何将

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将代表中国特色的文化特质与审

美情感渗透到广告设计作品中，促使其艺术效果的升

华，成为摆在设计者面前的重要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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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文化元素在广告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传统文化既有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节日和民

俗，又有文学、审美、哲学等文化符号，这些元素综

合起来构成了庞大而丰富的文化体系，并且各自在不

同的领域有着突出的个性化特征和文化内涵[1]。这些

文化元素与现代广告设计的融合并不是盲目的，而是

有着科学依据的，能够在很多方面助力广告设计的长

远发展。 

1.1  丰富广告设计的灵感来源 

传统文化元素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并不是毫无

根据的。在文化形式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其大多经

历了时间和审美的多重考验，才得以融入民族文化的

长河，以一种代表性的文化形式和独特的审美原则成

为个性化的存在[2]。直到今天，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

元素依然拥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能够在各个艺术文化

领域发挥自身的价值。传统文化元素在广告设计中的

渗透，无疑给众多设计师带来了福音，无论是水墨、

书法，还是剪纸、秦俑，亦或是其中的图形、色彩，

都承载着优秀的文化元素与民族情感，是设计师取之

不尽的灵感来源。 

1.2  展现回归传统的设计思路 

在文化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进程中，人们的思想已经不再禁锢，不管是思想情感

还是价值观念，抑或是审美情感都有了很大的转变[3]。

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双向的。一方面，拜金主义、

道德滑坡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平静、单纯的生活成

为更多人的向往和追求。于是，回归传统的设计思想

开始出现在各个文化领域，广告设计领域对此表现更

加突出。两者的结合很好地迎合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

结，同时大大提升了广告设计作品的艺术效果，与国

人的民族情感实现了有效的共鸣[4]。 

1.3  迎合时代发展的审美需求 

在当前这个文化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和深入的

当下，广告宣传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和途径。然而

想要将广告宣传的效果最大化，必须借助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的力量[5]。诚然，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使得广

告设计的本土化特点十分凸显，但这并不是落后消极

的，相反是独具特色的，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将传

统文化元素应用其中，既可以凸显传统特质，又可以

与各种设计思想融合，使平面广告设计更具多元化，

更具时代风格，进而获得世界性的效益。 

2  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广告设计中的应用

策略 

近年来，各种文化思潮的涌入对人们的思想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促使设计领域逐渐偏离传统，开

始迎合国际潮流。事实上，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优秀

的形式与内容，以及深刻的文化内涵[6]。以时代的发

展为脉络，以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合与创新为思路，是

当前广告设计的一大现实路径，其价值和生命力都是

值得肯定的。下面主要从图形、文字和色彩三大视角，

分析传统文化元素在广告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2.1  传统图形的融入 

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广告设计中的融入当属图

形的应用最具代表性。无论是龙、凤、祥云等基本图

形，还是剪纸等更大范围的文化图形，都有着各自独

特的外在形式和丰富的内涵表达，能传达出吉祥的寓

意和美好的愿望[7]。值得强调的是，这种独特的形式

与寓意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很强的应用价值，其连通

了古人与今人，沟通了情感，是当前艺术设计领域应

用不竭的灵感来源。现代广告设计中就对这样的传统

文化元素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借鉴和应用，只是并非

简单的照搬，而是保留其精髓之处，同时与现代设计

思想和手段相结合，实现了更高层面的形的借鉴和意

的传达[8]。 

剪纸艺术在广告设计中就有着很好的应用价值。

其与公益广告相结合，不断与各种现代文化因素和手

法相互促进，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巧妙组合，既可以

有效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又可以更好地促

进广告作品艺术效果的升华[9]。比如，在一则宣传勤

俭节约理念的公益广告设计中，设计者就从传统文化

元素的丰富形式中寻找到灵感，最终将视角定在了传

统剪纸艺术上。设计师借助对剪纸中产生的小碎片

的重新利用，以及“剪纸”即“俭”和“值”的谐音

效果，升华了广告的主题内容，很好地展现了自己的

观点，同时引发了人们的深入思考。这种含蓄的情感

表达也让整个广告作品的艺术效果得到了更大化的

实现。 

传统图形的形式还有很多，商业广告的设计应

用也十分多样。这就要求设计师必须深入分析传统

文化图形，灵活借鉴其形式与寓意，在保留其传统文

化艺术审美精髓的基础上，进行更大范围的创新与设

计[10]。 

2.2  传统文字的创新 

广告设计与文字的结合至关重要。无论是书法这

一小范围的文字，还是成语、俗语和对联等大范围的

文字化表达，都是传统文字元素的个性化表现。这些

文字元素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对广告设计造成了影响，

为广告注入了灵魂，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值得

深入探讨。 

第一，书法元素的应用。书法的字体有着多样的

虚实、强弱、轻重等变化，是我国各种表现艺术和造

型艺术的灵魂，尤其是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更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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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称为“有意味的形式”[11]。将这一文化元素应用于

现代广告设计中，既可以更好地展示书法艺术的魅

力，又可以为广告设计作品增添一种文化意蕴。在一

则公益广告的设计中，设计师将想要传达的主题思想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以文字的形式进行表达，

展示了“人正则笔正”的设计精髓，道出了深厚的文

化内涵。 

第二，成语元素的融入。广告设计作品中并不是

仅有外在的图形和色彩，还需要有精彩的文案搭配。

成语和对联中的文字蕴含的深意，值得在广告设计过

程中进一步推敲和沿用[12]。以成语的应用为例，设计

者在一则以防盗门为表现对象的广告设计中，可以借

助成语中的凝练和设喻的语言，以言简意赅、形象深

入的特点深刻在观者的脑海。如“一夫当关”这一广

告语，并没有对防盗门进行过多的解释和宣传，却引

发了人们对“万夫莫开”的应和，从而形成了情感层

面的有效共鸣，轻松将言外之意传达出来，反而比直

接介绍防盗门的功能要理想得多。另外，与成语的效

果相当的，还有成语、俗语等，这些看似轻松、随意

的文字内容，往往能够将广告的艺术效果进一步提

升，将文案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2.3  传统色彩的升华 

传统文化中的色彩体系也十分值得一提。传统色

彩是我国历史文化传承的结晶，其一直深深影响着人

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感，并借助各种媒介转化为与

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如陶瓷、剪纸、中国结等

传统艺术 [13-14]。将这些代表性色彩应用于广告设计

中，能够更好地表达设计者的情感和个性，从而引起

观者的广泛关注。青、黄、赤（红）、白、黑是中国

的传统色彩，其中更以红色、白色和黑色为应用重点。 

就红色而言，是我国人民最喜爱的色彩，这与人

们的日常习惯和文化传统有关。正因如此，我国广告

设计的各个种类和各个方面都乐于更多地应用红色，

彰显民族艺术的特色。希望以此加深作品的文化底

蕴，更好地展现吉祥、喜庆的情感。 

在传统艺术形式水墨中，黑色和白色应用得最

多。水墨借助黑白的深浅灵动打造出了一个诗意的世

界，而这也给广告设计带来了无穷的艺术表现力。一

则耐克运动系列的商业广告设计就是应用水墨艺术

色彩的代表。设计者将人物强烈的运动感与水墨的黑

白色彩融合在一起，展现出了一种灵动与轻盈的设计

美感。同时配合水墨的空白构图，更加凸显了人物形

体动作，那恰到好处的浓淡、晕染，既表达了该品牌

的特征和精神，又增加了作品的内涵和意蕴，呈现出

了“看不尽、思无穷”的艺术魅力。 

3  结语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与广告设计深入结合，

能够实现民族精神与时代发展的融合，这对传承优秀

的传统文化，创造更高层次的广告作品有着重要的促

进作用。尤其在当前这个经济全球化的社会环境下，

这样的广告设计作品更有利于宣传中国文化，强调民

族特色，最终创作出更加高端的广告精品。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元素是广告设计者不竭的灵感来源，必须得

到广泛的认同与发扬。因此，广告设计者应从我国五

千年传统文化的长河中，深入挖掘与提炼文化的精髓

和代表性艺术元素，借助优秀的传统文化符号，与现

代化的设计技术展开更加多样化的广告设计思路尝

试。在保留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实现更加多元的

组合与表达，使作品更好地表达神秘而古老的东方底

蕴，以更具特色的广告设计作品，与国际社会沟通、

交流。并在此过程中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和先进设计思

想，在传承中发展，在借鉴中创新，进而实现更高层

面的长远发展，成功跻身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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