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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艺术设计领域对传统的回归与创新，总结民族传统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及应用。方法 从

艺术设计的创作背景出发，探索艺术设计的重要价值，并结合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元素在艺术设计中

所展现出来的文化内涵的丰富与提升上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总结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及价值，最后从民族

传统文化在未来艺术设计发展路径的角度把握方向与方法，探索其在服装设计、工艺品设计、包装设计、

动漫设计等领域的运用。结论 将民族传统文化与艺术设计进行结合，充分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

元素，可以为艺术设计提供宝贵的创作资源，丰富其内容，创新其形式，增加其内涵，促进艺术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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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r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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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regression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s in the field of art design, and summa-
rize the role and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Starting from the creation background of art design, the im-
portant value of art design was explored, and the elements and values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were further summa-
riz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representative elements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enrich-
ment and promotion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displayed in art design. Finally, the direction and method were grasp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in future art desig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lothing design, handicraft design, packaging design, animation design and other fields was ex-
plored. The full excavation of national element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mbined with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rt design can provide valuable creation resources for art design, enrich its content, innovate its form, enhance its 
connotation and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the ar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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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的创作过程总是依附于一定的文化背

景，是文化的衍生品。纵观那些成功的艺术设计作品，

丰富绚丽的形式并不足以撑起整个作品，民族的文化

内涵或人文精神才是其精髓，起着引发受众情感共鸣

的重要作用[1]。可以说，艺术设计主要借助自身特殊

的艺术形式，将文化内涵、美学精神、个人情感等进

行表现，同时传达给受众，使其获得更高层次的享受。

正因如此，我国的艺术设计逐渐获得了重视并开始发

展壮大起来[2]。但是，从借鉴国外的技术与经验到自

主设计，虽然我国的艺术设计领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

发展，却整体步伐缓慢，这其中的突出问题就是对民

族传统文化的忽视或者应用不到位，稍有疏忽就会使

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趋于空洞乏味，失去吸引力和影  
响力。因此，我国艺术设计作品的成功离不开传统  
民族元素的滋养，这恰是艺术设计赖以生存的思想  
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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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族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重要性 

民族传统文化中包含许多优秀的成分，是劳动人

民在生产生活中凝结精炼而成的，并在长久的发展过

程中，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形成了优良的文

化传统和艺术思想[3]。在神话传说上，“神农尝百草”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等对人类的产生与发展

进行了铺展和延伸；在文化层面，儒家“仁义礼智信”、

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等与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和

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体系；在艺术品方

面，原始彩陶、殷商青铜器、汉代漆器、唐三彩等直

观、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思想。这一民族文

化内核给了艺术设计以更加广阔的四维空间和更加

多元的素材来源[4]。 
具体到艺术设计中，民族传统文化元素无论是在

文化与内涵的提升上，还是在感染力的增强上，都表

现出了很强的参考价值[5]。从艺术设计作品的文化与

内涵的提升看，鉴于当前文化交流频繁、外来思想涌

入的影响，欧美及日韩艺术文化的渗透十分广泛，使

得我国的艺术设计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在模

仿和照搬国外的经验与方式，不仅降低了自身的文化

识别性，有的更背离传统文化，甚至出现了发展方向

迷失的危险[6]。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合理应用，丰

富艺术设计的表现手法和文化内涵，可以赋予作品独

特的审美气质和文化韵味，提升作品的文化内涵。从

提升艺术作品的感染力看，艺术设计作品必须达到

“情”的境界，才会形成内在的灵魂与生命力，从而

大大拓展设计的创作空间。那些融入了民族传统文化

的艺术设计作品，总是能够赋予作品独特的艺术特色

和文化内涵，尤其传统文化元素的象征性和隐喻性 
所带来的独特艺术形式与艺术体验，都能够深深吸引

受众，引发情感共鸣，从而真正拓展艺术设计的创作

空间。 

2  民族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明确了传统文化元素在艺术设计中的重要性，越

来越多的艺术设计者开始了民族传统文化与艺术设

计融合之路的探索。无论是服装设计、包装设计、工

艺品设计或是动漫设计、标志设计，都对民族传统文

化元素有着丰富而多变的应用。 

2.1  服装设计中的适当借鉴 

服装设计有各自独特的文化特质与价值功能[7]。

为了进一步凸显民族文化内涵，服装设计者将目光放

在了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的借鉴与应用上，创作出了许

多优秀的服装设计作品[8]。从整体来看，在服装类产

品设计上，丝绸元素就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

形式，其所赋予服装的是更加丰富的内涵与更加新颖

的形式。比如，低调、内敛的宋锦就是传统文化形式

的突出代表，有着“锦绣之冠”的美誉。将这一元素

进行广泛应用的服装设计是 2014 年 11 月 APEC 峰会

上各国领导人的主要着装，这些融合了宋锦元素的

“新中装”充分将东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进行了参考

与表达，塑造出一张匠心独具的“名片”，既让人们

从中感受到了民族自豪感，也大力推广了宋锦文化、

丝绸文化，让世界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魅力。 

2.2  包装设计中的深入挖掘 

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当下，人们普遍对慢生活

有着深刻的向往，对民族情感有着强烈的追求[9]。受

此影响，包装设计也应该借助各种有效元素进行合理

的创造，去迎合人们的这一追求，增加他们对商品的

购买欲望。以酒品包装设计为例，设计者在设计过程

中将传统图形纹样、文字艺术和材料进行了合理的应

用，给人们带来丰富的想象的空间[10]。比如，酒鬼酒

在包装设计中十分重视民族文化元素的融入，无论是

用麻布口袋的质地转变而成的瓶身还是在菱形红纸

书写的“酒鬼”二字，都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呈现，其

所展示的恰恰是一种自由与洒脱、天然与浓烈的文化

特质，这种强烈的民族气息带给了酒鬼酒更加广泛的

消费群体，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2.3  工艺品设计中的完美融合 

在工艺品类产品设计上，彩绘泥塑类产品将民族

传统文化风格发挥到极致。具体来看，华夏民族古老

的五色观已经悄然融入其中，赋予了泥塑工艺品不一

样的风格特征。尤其在陕西凤翔泥塑艺术品设计中，

所有的色块和纹样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寓意，如绿色代

表着万年长寿，红色寓意红红火火，艾草代表驱毒辟

邪、石榴象征多子多福等。由这些元素进行组合搭配

设计的凤翔泥塑工艺品展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

朴实无华又乐观向上的浪漫情怀，有利于民族情怀的

把握和民族情感的深化。 

2.4  动漫设计中的灵活应用 

一直以来，我国的动漫设计就深受国外尤其是日

本动漫设计的影响，在角色塑造、色彩运用和场景设

计中经常有日本动漫的影子，有的甚至直接照搬。这

样的现象导致我国的动漫作品普遍民族内涵不足，缺

乏吸引力和特色。在民族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之后，动

漫设计的这一现象才逐渐得到改善。尤其是古代神话

故事、民间传说、成语故事以及文艺作品等，这些传

统文化的精髓有着独特的文化特质，无论是人物形

象、故事内容还是文化内涵都给当前的艺术设计提供

了全新的视角，有利于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风韵

的艺术作品。以《大闹天宫》为例，其选材就是对传

统神话故事和文化典籍的萃取。场景的营造既有现实

中的东西，又有夸张的手法，突出表现在我国神话传

说中对天宫的想象与描绘。除了场景的取材，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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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性方面，也包含了中国画、年画、皮影、剪纸、

祥云图案、如意、瓷器等诸多元素。精心的选材丰富

了作品的整体架构，不仅创作出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

的艺术作品，也在细节上升华了民族文化，使其精髓

得以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2.5  标志设计中的组合重构 

民族的即是世界的。在标志设计中，民族性和传

统性的体现已经成为当前提高设计能量、增加文化内

涵的主要手段[11]。设计师希望能够借助民族传统文化

元素迎合人们的情感归宿和精神寄托，找到可以引发

共鸣的基本点，从而在表达基本内涵的同时迅速拉近

与大众的距离，带来良好的视觉与审美体验。但是，

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并不是简单

的复制和延续，而是结合实际需求和情感诉求进行发

挥和引申，是对其文化内核的理解和消化[12]。这就要

求设计师必须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对民族传统文化元

素进行深入的挖掘与发现，从中找到与标志设计的共

同点，再辅以现代化的设计思想对其进行组合重构，

使民族文化的灵魂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得以延伸与承

传。比如，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标志设计以商代青铜器

司母戊大方鼎原型，但并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灵活地

构成了英文字母“H”（History 的缩写），从而将中国

历史博物馆“承秉历史，构筑未来”的理念进行了完

美的表达；中国联通的标志设计同样具有代表性，其

对中国结的灵活改造，将“四通八达、处处顺畅、圆

圆满满”等美好寓意进行了充分的展现，体现了人们

追求“真、善、美”的愿望，而这也是联通公司所追

求的目标。 

3  民族传统文化置于艺术设计的发展路径 

要想促进我国的传统文化与艺术设计作品的融

合与发展，必须进一步强化彼此之间的合作与创新，

以最大的诚意与最新的思维，结合时代的要求与艺术

发展的需求，努力创作出新颖且富于民族文化特质的

艺术作品[13-14]。 
1）注重原创，创造真正的中国艺术设计作品。

诚然，目前我国的艺术设计领域一直都处于发展期，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要继续适当借鉴这些国家的艺

术创作经验，但借鉴不等于抄袭，一味地模仿并不能

带来进步，只有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进步，形成中国

艺术自身的特色，才是正确的发展之路。这就要求艺

术设计者摆正思想，从原创开始起步，借助民族传统

文化的经典元素，进行中国风格的表达，以浓厚的民

族文化气息形成个性化的表达，以真正具有中国文化

特色的艺术设计作品去吸引中国以及世界的目光，去

印证和实践“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2）创新手法，结合现代制作技术。单纯应用民

族传统文化元素是无法追赶时代步伐的，还需要进一

步结合现代技术使艺术设计作品的细节更加到位、审

美效果更佳理想，如此才能给艺术设计创作提供广阔

的想象和利用空间，提高我国整体的艺术设计水平。 

4  结语 

中国艺术设计作品的创作离不开民族传统文化

元素的加持，离不开文化生长的深厚土壤，这些文化

特质对于艺术设计者来说是取之不尽的丰富宝藏。只

有认识到这一点，并深入总结当前的艺术设计缺陷，

从发展的角度进行审视，积极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其

中，并结合现代化的手段进行新时代艺术设计形式的

创新，才能有效弘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进一

步开发中国的艺术设计作品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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