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 装 工 程 第 42 卷  第 6 期 

352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1 年 3 月 

                            

收稿日期：2020-12-09 

作者简介：赵利娜（1981—），女，内蒙古人，硕士，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

计和蒙古族工艺美术。 

通信作者：王锋（1980—），男，内蒙古人，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广告设计。 

平面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渗透 

赵利娜，王锋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包头 014109） 

摘要：目的 探究传统文化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有效渗透及发展方向。方法 以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为缘

起，分析其在当前的社会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然后将落脚点放在平面设计领域，思索传统文化元素在

丰富设计创意和形式、促进传承与发展以及提高作品审美情感等方面的良好作用，接着选取了海报设计、

标志设计和包装设计这三个十分有代表性的设计方面，就其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合理借鉴与应用展开探

讨，并分别聚焦于文字、图形和色彩等元素进行了诸多的设计方向与方法的论证与实践。结论 传统文

化元素历经千百年的磨练，已经形成了不可估量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其在平面设计中的渗透是可行

的，只要应用得当，必定增强作品的观赏性，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进而更好地对民族传统文化实现继

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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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ilt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Graphic Design 

ZHAO Li-na, WANG Fe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aotou 014109,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penetr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

ments in graphic design. Based onChina's long-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origin, this paper analyzesthe rol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the current social changes, and then puts itsfoothold in the field of graphic design, thinking 

aboutthe good role of rich traditional culture elements in the design ideas and forms, promoting the heritage and devel-

opment, and improving the emotional aspects of aesthetic works of good effect.Thenthe poster design, logo design and 

packaging design are selected as three very representative design aspects, and the reasonable reference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re discussed, and the demonstration and practice of many design directions and methods are 

respectively focused on text, graphics and color elements.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train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

ments have formed inestimable aesthetic value and artistic value, its penetration in graphic design is feasible, as long as 

the appropriate application, will enhance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work, arouse the audience’s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better to achiev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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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明史源远流长，其中最绚烂的浪花当属

传统文化，无论是宗教、哲学和美学还是风俗、礼仪

和文学，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悠久的历史，代

表着民族精神与中国文化的高度凝结，既有着很强的

亲近感，又有一定的神秘性。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形

式，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渗透到平面设计的各个

领域，让当下正在不断探索设计路线和过多地模仿借

鉴西方的设计方式开始了全新的尝试，不再墨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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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在追求与时俱进的同时，开始了在传统文化领域

的深入探索，并大胆地将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元素艺术

化地融进了设计中[1]。事实证明，借助这样一种有着

深厚群众基础的代表性文化元素，可以更好地表达情

感诉求，瞬间拉近与受众的距离，从而走出一条传统

形式和内蕴与现代理念和手法科学融合的创新之路。 

1  传统文化元素渗透于平面设计的可行性

分析 

在 5000 年的民族文化发展中，水墨、陶瓷、图

腾和文字等都已经成为标志性的符号，展示着古老的

文明和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时彰显着独特的艺术魅

力 [2]。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佼佼者至今仍然有着众多的

受众，并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努力地实现着自身的

价值。在平面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是可行的，也

是意义重大的。 

1.1  突破思维界限，拓展作品深度 

设计师是平面设计的主要执行者，其思维的局限

与否对平面设计作品的艺术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3]。

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形式和意蕴总是有着耀

眼的光芒，这恰恰给平面设计师提供了灵感的来源，

帮助他们进一步地拓展思维的广度，而那些融合了传

统文化元素的平面设计作品也变得不再空洞和单调，

开始赋予其内涵，其艺术魅力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4]。 

1.2  传承传统精髓，追赶时代步伐 

在时代的发展大潮中，传统文化一直凭着自身鲜

明的形式与深刻的内涵传达着人们的文化精神和道

德观念，从而衍生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形式[5]。将这样

的艺术精髓置于平面设计的载体中，可以使作品不再

空洞，拥有自己的灵魂，而融合了传统文化精髓和民

族精神的平面设计作品也因此成为了独特的存在，其

传统之中孕育时尚，时代之下注重内涵的发展方向也

得到了越来越多受众的认可。 

1.3  借助美学力量，凸显审美意境 

无论是书法还是水墨，无论是图形还是色彩，都

在历史的发展中对美有着永恒的追求，这就体现了人

们的一种美学追求，讲求和谐、对称均衡等，皆有之

强大的生命力，并在传承的过程中对平面设计领域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6]。这就给了现阶段的平面设计以更

大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将传统文化元

素中所蕴含的美学精华进行放大和应用，不仅弥补了平

面设计作品的缺陷，还成功营造出一种审美意境，有效

地增强了自身的艺术效果，给受众以良好的审美体验。 

2  平面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渗透路径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发现传统文化元素的确有着

丰富的形式与深刻的内涵，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并在

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形象。但

是，在漫长而悠久的发展历史中，传统文化同样需要

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发展，借助生存载体的创新与变

化，实现自身的质的飞跃。本文主要选取了文字、图

形和色彩等具体的元素，就其在海报设计、标志设计

和包装设计三大领域的具体实践展开探索。 

2.1  文字元素与海报设计的碰撞 

在当前社会，各种新技术和新手段不断出现，在

满足着人们的现实需求的同时，也不自觉地促进了人

们需求的多样化，尤其在平面设计领域更是因此对设

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有着专业的素养，还

应以灵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去提升设计作品的文化

价值和艺术魅力，以更好地设计出符合大众审美的艺

术作品[7]。在大量的设计实践和经验积累方面，文字

作为平面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引起了设计师的更

多关注。这是因为文字元素有着丰富的形式和灵活的

可塑性，通过对其明暗和字体的改变，或者与其他元

素的充分融合，可以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视觉形象，并

以更为强大的审美张力对平面设计作品进行辅助。从

当前的海报设计来看，文字元素在其中的渗透已经十

分深入且发挥出强大的感召力，在满足受众视觉体验

的同时，对其思想和认知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影响[8]。 

第一，对文字笔画进行科学处理。对于文字元素

而言，笔画是其十分重要的存在形式之一，也是其基

础所在。设计师在应用文字元素辅助海报设计时，可

以从文字的笔画着手，不断地深入挖掘其内涵，结合

具体的设计要求进行大胆的变化，或者与其他的视觉

元素相结合，充分发挥文字元素的艺术感染力，打造

一种理想的艺术境界，让受众更好地体会其中的中心

思想和设计意图。在“本草纲目”系列海报设计中，设

计师就将石门铭风格字体进行了艺术化处理，整体的

字体均呈上扬趋势，让字形更加舒展，并在寻求视觉

平衡的过程中将“捺”简化成点，以展现一种相互支撑

的状态。在此基础上，设计师还配合几何和线形图案

进行辅助设计，将背景底色选择为浅灰色，搭配树叶

线性剪影，另有进行药用价值介绍的小字进行辅助，

创造出了清新和幽静的感觉。 

第二，对文字的字形进行艺术处理。文字的构成

离不开笔画和笔形，所以海报设计中除了对笔画进行

改变外，还可以对字形进行艺术化处理，以更好地打

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字图像。例如，电影《大圣归来》

的海报设计就将“大圣归来”4 个字进行了一种字形的

灵活处理，传递出一种力量感，而这恰与齐天大圣解

除封印，与恶势力正面交锋的故事情节相契合，展现

出强大的斗争精神。另外，在一些悬疑犯罪电影的海

报设计上也常会选择书法字形的改变去强化整体的

紧张氛围，增强电影的视觉吸引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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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图形元素在标志设计中的渗透 

图形元素是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的常见符号，也

是一种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其基本由点、线和面

三个要素组成，通过合理的艺术化配合成为了真正有

意义的存在。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一种视觉符号形式，

艺术设计领域的发展便具备了强大的资源宝库，也造

就了无数的经典设计作品[10]。在标志设计中，图形元

素的应用同样精彩且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具体来

看，图形元素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大致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具象图形的适当借鉴。具象图形有着突出

的真实性和直接性特点，多是将事物真实自然地呈现

在大众的面前。这样的图形在标志设计中的有着广泛

的应用范围[11]。比如，内蒙古博物院的一款标志设计

就对当地的具象图形有着充分的借鉴。设计师在进行

这一标志的设计时，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蒙古族传统

“勒勒车”车轮的形象上，将这一具象的图形进行了艺

术化的创造，使其形象更加抢眼，内涵更加丰富，那

似流水又似飘带的形象既有着鲜活的灵动性，又有着

深刻的文化性。在看到这一标志的瞬间，人们的耳畔

似乎响起了勒勒车车轮转动的声音，不禁心驰神往。 

第二，抽象图像的艺术处理。抽象图像与具象图

形相比，更富有多样化的表现方式。在利用抽象图形

进行标志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应与实际的设计目的

相结合，并对自己的设计思想进行高度概括，在动态

与静态、艺术与现实的碰撞中，造就更高的艺术价值

和文化魅力，让作品的审美特征得以完美呈现。比如，

内蒙古成吉思汗酒业的标志设计就以被蒙古人奉为

神物的“苏勒德”为原型，借鉴的正是传说中成吉思汗

征战时长生天赐予他的神矛，这也是蒙古民族精神力

量的载体。经过设计师的艺术化处理后，该标志将成

吉思汗酒业倡导的积极进取和勇攀高峰的精神进行了

展现，也代表着该酒业集团的战无不胜和无坚不摧。 

2.3  色彩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融合 

研究发现，色彩元素在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上有着

突出的优势，由此可见色彩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平面

设计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这里主要选取包装设计

领域对传统色彩元素的借鉴与融合为基础视角，进行

深入的分析与探索[12]。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

中，红色和黄色等色彩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渐渐地被

人们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寓意和情感内涵，并不断地与

各个领域相融合，其在包装设计中的艺术化应用就十

分突出[13]。比如，在故宫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包装设计

上，朱红色、明黄色与白色等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很多工艺美术作品的包装都以这些元素为主色，很好

地突出了自己的文化特色，还深化了作品的内涵，使

整个包装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化意味，大大地激发了受

众的购买欲望。另外，在一些土特产品的包装设计上，

传统色彩元素也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其要求设计师

对土特产品的产地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尤其在色彩的

应用上应以其代表性色彩为根本，结合其他的色彩元

素进行灵活处理，以包装去融合文化，以文化去展现

产品，从而实现色彩与包装甚至内在产品的文化的共

鸣，让消费者在见到包装的第一眼就被强大的视觉张

力所吸引。 

3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不容回避的

现实，尤其在当前这个国外文化不断渗入的背景下，

将自己文化中的精髓元素进行艺术化的改造，并不断

地与各个领域进行合理的融合，是十分正确且极具现

实意义和社会意义的行为。平面设计作为融合传统文

化元素的一大关键，必须对此进行客观地认知和科学

地实践，深入地分析文字、图形和色彩等文化元素在

海报设计、标志设计和包装设计等领域的可行性方向

和策略，在具体的落实上不断地进行尝试和挑战，促

进设计思想的更新和作品的升华，真正推进平面艺术

设计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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