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3 卷  第 14 期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7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403 

                            

收稿日期：2022–02–06 

作者简介：张洪亮（1974—），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水彩画创作、专业基础教学。 

水墨元素在当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张洪亮 
（赤峰学院 美术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要：目的 探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水墨元素在当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继而使平面设计作品的形式得

到扩展，内涵得到升华，获得更多中国观众的认可。方法 对水墨元素的特点进行总结，分析其对当代

平面设计的价值和意义。从水墨形态、水墨意蕴、水墨色彩等多个方面，探讨水墨元素在招贴、广告、

标志等多类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结论 水墨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特有的视觉元素，集中代表着中华民族审

美志趣、文化追求和精神风貌，可以给当代平面设计以素材、理念和技法等多方面的启示和借鉴，在使

作品质量得到本质提升的同时，彰显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并为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开辟出一条新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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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k Elements in Contemporary Graphic Design 

ZHANG Hong-liang 
(School of Arts, Chifeng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Chifeng 0240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ink elemen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 in contemporary 

graphic design, expand the form,  deepen the connotation of graphic design works, and gain more recognition from Chi-

nese. First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k and wash elements were summarized, and its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

rary graphic design were analyzed. Then, the application in poster, advertisement, logo and other graphic design is dis-

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ink form, ink implication and ink color. Ink and wash is a unique visual elemen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 which represents the unique aesthetic interest, cultural pursuit and spiritual outlook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graphic design in terms of materials, concepts and tech-

niques. While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reation, it can highlight the distinctive national style and open up a new path for 

the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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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后，伴随着文化多元化发展，民族

文化的重要性和价值得到了凸显和重视，“越是民族

的，越 是世 界的” 已经 成为了 普遍 的共识 。因 此

在当代 艺术 设计中 ，很 多民族 文化 元素得 到了 前

所未有的挖掘和运用，作品也呈现出鲜明的民族风

格，继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水墨作为中国

传统绘画特有的视觉元素，在提升平面设计功能作

用和文化内涵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水

墨元素运用的探索，是当代平面设计发展的重要方向

之一。 

1  水墨元素的特点与内涵  

中国传统绘画作为东方艺术的代表，最重要的标

志就是对水墨的运用[1]。传统中国画家通过对水与墨

不同比例的调和，在画面中营造出万千变化，又通过

积墨、泼墨、罩染、平涂等技法，使画面呈现出独有

的特色和风格。水与墨是最简单的绘画材料，却代表

着中国传统审美精神，“展示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天人

合一、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等审美追求”，对水墨的偏

爱根治在中国人的审美基因中，形成了一种审美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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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墨元素在当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价值  

将水墨元素应用于当代平面设计，并不是突发奇

想，而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一是提升设计作品质量的

需要。“21 世纪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视觉图像时

代，每天都被各类视觉信息所包围，并形成了麻木和

无视的接受心理”[3]。只有在形式和内容上创新且有

特色的作品，才能引起受众的兴趣，愿意亲近作品，

了解作品。水墨元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不仅

有着多样化的外在形式，还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将

它运用于作品中，可以有效提升作品的视觉效果和审

美内涵，展示民族风格，彰显民族精神，并在竞争中

脱颖而出，给作品质量带来质的飞跃。二是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的需要。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和

血脉。近年来，受多方面的影响，很多优秀传统文化

在当代传承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而造成这种现

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没有全面融入当代人的

生活中。“平面设计作为与人们生活、工作息息相关

的视觉传达艺术，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最佳载体”[4]。

因此在当代平面设计中运用水墨元素，从客观上为优

秀传统文化开辟新的传承渠道，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

当代的普及和发展，使作品彰显中国魅力，获得更多

观众的认可。 

3  水墨元素在当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方式  

3.1  水墨色彩的运用  

色彩是观众感知平面设计作品的第一要素，这是 

由人类的心理特点所决定的。水墨从表面上看，似乎

只有黑白二色，但是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却有着“墨分

五彩”的说法。通过水和墨的有机搭配，可以呈现出

浓、淡、重、清、焦 5 种色彩效果，在色彩表现方面

是十分丰富的。另一方面，“在当今这个视觉图像时

代下，各种缤纷的色彩早已让观众应接不暇，甚至产

生了压迫感和厌倦感 [5]”，而水墨却通过黑白二色呈

现出了简约而不简单的色彩效果，可谓是当代平面设计

中色彩表现的一股清流，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共鸣。 

如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宣传海报，见图 1。在

这部作品中，包含北京城市建设、冬奥会比赛项目、

比赛场地的周边环境，全部采用水墨画的形式进行展

现。在以往的宣传中，多数宣传海报都是从全面、震

撼的角度入手，观众早已习以为常。而当最简单的黑

白二色呈现在观众面前时，反而激发了观众的兴趣。

如在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中心的宣传海报中，延庆赛

区的小海坨山南麓，虽然是大雪过后，但并非一片苍

茫，漫山遍野的白桦树依然挺拔，那 7 条雪道依次排

开，蜿蜒静卧其中。整个画面没有缤纷的色彩，却给

人以动静相宜之感，可谓是“色不周而意周”。又如

雪佛兰汽车品牌的一则广告设计中，画面同样是黑白

二色。画面的左上方恰有一辆汽车驶来，除此之外全

部是空白。这种设计理念和风格与当下纷杂炫目的汽

车广告设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水墨中“计白

当黑”手法的运用，引发了观众对有和无、虚与实

的思考。作品强调的不是车辆的外观与性能，而是

强调这部车给人们心境、眼界方面带来的变化。这

就是黑白二色呈现出了简约而不简单的效果，设计

者若能够恰如其分地运用，一定可以给作品带来质

的提升。  
 

 
 

图 1  北京冬奥会的宣传海报 
Fig.1 Poster of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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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墨形态的运用  

水墨形态包含点、线、墨 3 种，它们以大小、长

短、浓淡、疏密、虚实、粗细、干湿、枯润等视觉呈

现效果，作用于人们的视觉感知。“当观众看惯了横

平竖直的点、线、面之后，水墨形成各种丰富的视觉

形象，则给人们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6]。 

如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为香港舞蹈大赛设计

的一则海报，把舞者与蝴蝶相结合，见图 2。“给人

的第一感觉是一幅水墨画，仔细观看后可以分辨出其

主体是一只振翅欲飞的蝴蝶，同时又像是一位翩翩起

舞的舞者”[7]，显然是使用了“化茧成蝶舞翩翩”的

寓意。这种亦蝶亦人的表现手法，正是作者刻意追求

的效果。同样是靳埭强的作品，在《汉字》系列中 
 

更是将水墨形态变化运用到了极致。众所周知，中国

汉字具有象形性特点，通过对汉字的观察，能够对汉

字的语义进行复现。而靳埭强为了使这种象形和寓意

色彩更加鲜明，全部采用了水墨形态进行刻画。在对

“山”字的表现中，为了表现出山势的高低起伏，采

用了泼墨中的“注水”效果，利用水墨在宣纸上的自

然晕染以达到浑然天成的视觉效果，见图 3。在对“云”

字的表现中，为了表现出云朵的变化万千，则采用了

泼墨中的“引墨”效果，将云彩的灵动和飘逸体现得

淋漓尽致，见图 4。可见通过对水墨形态的变化运用，

可以让画面中的造型呈现出全新的效果。先抓住观众

的眼球，然后再引导观众体味和思考，这种效果显然

是普通的造型手法所难以企及的。 

   
 

图 2  香港舞蹈大赛设计海报 
Fig.2 Design poster of Hong Kong  

Dance Competition 

 

图 3 《汉字》系列“山” 
Fig.3 "Chinese character"  

series "mountain" 

 

图 4 《汉字》系列“云” 
Fig.4 "Chinese character"  

series "cloud" 
 

3.3  水墨构图的运用  

构图即“经营位置”，是创作者对画面诸多物象

的有机安排，是视觉传达艺术的要素之一。“古往今

来，在中西方的各类绘画、设计艺术中，都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构图方法”[8]。而在中国传统水墨画中，最

具特色的当属留白，即创作者在画面中有意留出一部

分空白，但是它并非真的空白，而是代表着天空、水

面、云雾等。这种处理方法要比用色彩表现更加含蓄，

并营造出唯美的意境。在当代平面设计中，也有很多

创作者对这种留白构图手法进行了有机借鉴。 

以 2012 年中国最美的书《坐观》为例，该书的

封面设计便是十分独特的，画面中只有一把用水墨线

条勾勒出的椅子，其余部分都是空白，且椅子上也空

无一人，见图 5。这就不禁激发起了人们的想象。这

本书叫作“坐观”，那么这把椅子是由谁来坐呢，是

作者还是“我”，又要坐下来观看什么呢。换言之，

就是画面中大面积的留白，能启发并引导人们对书中 

内容的想象，使人们迫不及待地想了解该书，这正是

封面设计应起到的作用和效果。又如中国著名体育品

牌“李宁”，曾专门推出过名为《墨球篇》的系列广

告设计。“与以往的设计不同，这个系列都是以单个

墨球、墨块为主体的”[9]。其中的一幅作品，画面正

中间是一个墨块，从墨色向四周的流淌痕迹可以看

出，这个墨块是作者采用了泼墨技法形成。以该墨块

为中心，墨色向上下左右延展，大小、长短、粗细不

一。正当观众对创作者意图感到不解时，右下角则展

示出了“李宁”品牌的广告词——“一切皆有可能”。

创作者通过泼墨技法先形成墨块，然后让墨色不规则

地向四周蔓延，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造型和视觉效果，

这大面积的留白代表着未来，正是对“一切皆有可能”

最形象和生动的诠释，等待着李宁品牌的使用者去探

索。可见，通过对留白的巧妙运用，不仅可以引导视

线，突出主题，更能充分激发起观众的想象，带给观

众美妙的意境美感体验。 



406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7 月 

 
 

图 5 《坐观》 
Fig.5 "Sit By and Watch" 

  

3.4  水墨意蕴的运用  

“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

于中国绘画有着独特的意蕴美感”[10]。作为萦绕或隐

藏在画面中的哲思、情致和韵味，能够让观众沉浸其

中，回味无穷。水墨正是营造意蕴的最佳形式之一。

“简单的黑白二色，草草的几笔勾勒，却能够表现出

素朴恬淡和虚实相生的审美追求”[11]。这是西方绘画

难以呈现的审美效果，也是当代平面设计重要的借鉴

形式。 

以著名文具品牌“得力”推出的一款同学录为例。

这款同学录的封面设计十分有创意。画面上并没有标

注“同学录”的字样，而是借用了中学语文教材中古

诗《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课中的插图。画面中诗仙李

白站在长江岸边的高山上极目远眺，望着远去的朋

友，心中思绪万千，两边是起伏的群山，中间是浩浩

汤汤的长江水。作为中学语文的必学内容，人们对这

幅插图有着或浅或深的印象，因此设计者的用意不难

理解。同学们之间的情谊，就如李白和孟浩然之间的

情谊，都像这长江水一样滔滔不绝。面对同学情谊这

个丰富的主题，千言万语都难以描述清楚，但是此处

仅用一幅水墨画，就获得了一句顶万句的效果。使用

者很有可能从这幅画中联想到自己的某一位同学或

一段过往，并获得与作品之间的情感共鸣，给使用者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著名系列电影《变形金刚

3》在中国上映时，中国的影院宣传方曾推出了水墨

版变形金刚海报”[12]。众所周知，电影中的变形金刚

都是金属制作的，联想到擎天柱、大黄蜂等多数观众

都会产生一种冰冷的感觉。但是水墨版的变形金刚则

不同，以擎天柱为例，创作者先用精细的线条勾出了

轮廓，表明了对象的身份，然后又用淡墨进行了罩染，

使画面呈现出了一种朦胧感。而擎天柱背后则是郁郁

葱葱和高低起伏的群山。这不仅是一种成功的中西合

璧，更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认识和体验，获得了良好的

宣传效果，见图 6。 

  
 

图 6  水墨版变形金刚海报 
Fig.6 Ink version of Transformers poster 

 

4  结语  

近年来，伴随着时代发展，平面设计已经成为了

当代人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是各类广告、招贴、海报设计的丰富，也客观上形成

了一个视觉图像世界，给人们带来了一定的视觉审美

疲劳”[13]。在这种状况下，只有通过平面设计本体的

创新，才能获得人们的关注，继而接受作品中传递的

信息。水墨作为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元素，不仅有着

独特的外在形式，更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正是当代

平面设计重要的素材、技法和风格借鉴，理应得到广

大设计者的充分重视，这不仅是设计质量提升的需

要，更是当代中国设计者的责任和义务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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