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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文创产品设计中的水墨元素特点及应用策略。方法 以水墨元素的概念为中心，围绕其

中的突出特点展开多样化的分析。运用水墨元素从提升文创产品的设计质量，到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

化，总结水墨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应用方面的必要性。接着从四个方面，选取更加具体的水墨色彩、造

型、构图和意蕴，通过深入分析，总结各个方面所表现出的代表性设计思路与方向。并辅以部分有着极

强应用效果的设计案例，对论点展开更加深入的论证和探讨。结论 水墨色彩的简约、造型的写实与写

意兼具、构图的留白和特有的意蕴被不断重视并融入文创产品设计中，创作出了众多带有水墨色彩和风

格的佳作，既实现了设计质量的提升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又在当代文创设计中打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应用价值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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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hinese Ink Wash Element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FAN Rui-fang 
(Inner Mongolia Jining Normal University, Ulanqab 012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ink wash elements in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is paper develops diversified Analysis by the means of centring around the concept of 

ink wash element and its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summarizes the necessity of ink wash element application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k wash element for creating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design to 

its application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n selecting more specific ink wash 

color, modeling, composition and meaning from four aspects, summarizes the various aspects of representative design 

ideas and direction with in part design case that has a strong application effect of auxiliary, and discuss the argument for 

more in-depth in the end. The simple ink wash color, modelling of the realistic and freehand brushwork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the composition of white space and the unique connotation are valued continuously and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product design to create numerous excellent work with ink wash color and style, which already achieves the de-

sign quality of ascension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reates a beautiful scenery line in the contempo-

rary design. The ink wash element has extremely strong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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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元素泛指与水墨画相关的一切，既包含水

色、墨色、构图、造型等外在元素，也包含意境、气

韵、风格、情思等内在元素。其本身是十分丰富的，主

要借助水色、墨色的融合与变化表现客观物象，抒发

主体情感，堪称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颗奇珍。这样的

一种传统艺术形式能够传承至今，除了以上的诸多特

点外，还在于其在当前的时代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范

围和十分灵活的应用方式。这一点可以参考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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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对水墨元素的借鉴和应用[1]。作为一种独特的艺

术设计形式，文创产品设计需要传统元素的丰富和深

化，也需要现代理念的加持，而水墨元素有着文化内

涵与审美属性的双重优点，这恰恰给予了文创产品更

高的可能性。 

1  水墨元素应用于文创产品设计的必要性

分析 

1.1  提升文创产品设计质量 

与一般的产品设计不同，文创产品设计显然对文

化和创意有着更高的要求，如何使设计集审美、功能

和内涵于一身，既是设计者首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决

定作品效果的关键。就水墨元素来说，其不仅有着多

样的表现形式，更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正是提升作

品文化品位和审美旨趣的重要资源。特别是在国际化

的竞争中，水墨元素的运用可以以最直观的形表现出

作品的民族化风格，给世界观众以耳目一新之感[2]，

因此水墨元素的运用，可以给作品的形式和内容都带

来质的飞跃和提升。 

1.2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艺术工作

者的重要责任[3]。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如何将传

统文化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在当代人的面前，并获

得当代人的认可和喜爱。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是当代艺

术设计的新产物，具有贯通古今、沟通雅俗的特点，

代表着产品设计发展的新方向。将水墨元素融入到文

创产品设计中，可以从本质上拉近人与水墨之间的距

离，让观者不再认为传统文化是古老、遥不可及的，

也从客观上为水墨文化、传统文化开辟出了一条新的

传承路径。 

2  中国水墨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方式 

2.1  水墨色彩的运用 

色彩是人们感知外界事物的第一要素[4]。从表面

上看，水墨色彩似乎是十分单调的，只有黑白两色。然

而中国画艺术素有“墨粉五彩”的说法，水色和墨色搭

配及各种笔法的运用，都能使原本的黑与白呈现出无

穷无尽的变化。这对于当代产品设计来说无疑是重要

的启示和借鉴。在当下这个视觉图像时代，很多产品

为了在第一时间抓住观众的眼球，往往在色彩上大做

文章、大费周折，试图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殊不

知纷杂的色彩其实给观众带来了审美疲劳。水墨色彩

的运用，则更像一缕清风，还人们的视觉以一方净土。 

例如云南古树滇红茶的伴手礼设计，只运用了黑

白两色。白色既是产品的主色调，又是水墨画的留白。

在产品的左下方，则是多座起伏的群山。其创意之处

在于将整个设计当成了一幅水墨画，营造出了一种宁

静致远的韵味，不仅让人们联想到了古代隐士们在高

山云海中抚琴品茗，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

海的情境。美国派拉蒙影业公司曾专门针对中国市场

推出了一套水墨版的变形金刚的模型。电影中的变形

金刚人物众多，色彩各不相同，但是在这套模型中，

却全部采用了水墨色彩。以最著名擎天柱为例，在保

证造型精准的前提下，设计者将人物的肢体和装备采

用了墨色表现，并利用墨色的浓淡进行区分，与以往

的印象相比，水墨擎天柱少了几分钢铁的冰冷和坚

硬，多了几分水墨的温润和柔美，受到了中国爱好者

的普遍欢迎。可以看出，在当代文创产品设计中，通

过对水墨色彩的巧妙运用，往往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

的功效。由此也对设计者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

是要对水墨的色彩法则有全面的了解；二是要真正结

合设计实际，如果脱离实际、牵强附会，只会适得其

反[5]。黑白两色，既是色彩使用的限制，又是一片广

阔的创造空间，若运用得当，则必将获得简约而不简

单的理想效果。 

2.2  水墨造型的运用 

与西方绘画相比，中国水墨画的造型是独树一帜

的。元倪瓒有云：“逸笔草草，不求形似。”齐白石也

曾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

欺世。”这正是对水墨画造型特点的精准概括。在中

国水墨画中，创作者并不单纯追求对客观物象的精准

再现，而是注入了更多主体情感，即写实和写意。写

实可以保证对物象的基本描绘，写意则寄托了作者独

有的情趣与哲思[6]。两者之间的融合与平衡，给观众

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这种造型特点也得到了当代

文创设计者的充分重视，他们继承了这种写实和写意

相结合的传统，在保留基本造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一

系列灵活创新。 

例如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推出的一款办公用品。

创作者直接利用 3D 打印技术，将元代画家曹知白的

纸本水墨画作《群峰雪霁图》做成了一个山水画模型。

模型的主体是白色的，一座座小山有序地排列在一

起，山势起伏变化，山石纹理的表现也十分精准。在

此基础上，设计者将创意再次注入到山峰上的一棵棵

大树上，这些树木本是插入在山体上的，取下之后，

则分别隐藏着小刻刀、胶棒、LED 灯等，并且不同造

型的树木可以随意插在不同的山体上，每使用一次都

是一次艺术创造，都可以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让

人叹为观止。另一部作品《时间的山水》，灵感源自

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该产品是个可以

摆放的镜框，黑色铁丝勾勒出了富春山的基本轮廓，

并加入了大量磁粉。然后附带一个微小的磁铁模块，

可以双面胶粘贴在鼠标上。这样一来，磁粉就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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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使用者在操纵鼠标时，会让磁粉自由地汇集和

分散，让使用者可以随时感受到由水墨画创造出的乐

趣和快意。通过以上两部成功的作品可以看出，当代

设计者在设计中，并没有拘泥于对水墨画造型本身和

造型法则，而是真正领会了造型的精神追求，因此才

能设计出美感、内涵和功能兼具的佳作。 

2.3  水墨构图的运用 

在中国水墨画中，构图又被称为“置陈布势”和

“经营位置”，是指创作者对画面所有表现对象在位

置呈现、关系呼应等方面的处理与安排。在漫长的发

展历史上，水墨画也逐渐形成了丰富的构图技法体

系，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留白[7]。留白也被称为“计

白当黑”，是指在画面中留有大面积的空白，然而其

并非是真正的空白，而是通过与已有物象发生联系后

自然充当了其它物象。例如马远的《寒江独钓图》

中，除了右下方垂钓的老翁外，画面是一片空白的，

但正因有了孤舟和老翁，所以观众自然就会认为这

片空白是浩渺的江水，达到了以无衬有、以有衬无、

虚实相生的效果。这种构图方式和理念对当代文创

产品设计的启示也是十分深刻的，既有对方式的继

承，也有对理念的扩展，使作品呈现出特有的东方

美学气质。 

例如著名文具品牌得力推出的一款名为“古韵”

的水墨风格笔记本。其特色在于每一页的上下左右四

个角落，都配上了梅兰竹菊、山川风月等水墨意象，

页面的剩余部分自然成为了留白。使用者如果有兴

趣，就可以添上几笔组合为一幅新的水墨画。即使使

用者不会画画，仅仅是文字，也可以与原来的画面相

得益彰，古色古韵跃然纸上。国内的新兴设计团队三

生万物设计的一款系列花瓶，彻底颠覆了人们对花瓶

的认知。产品以水泥基座保持稳定，而瓶身则是用黑

铁丝组合而成的架子，人们将花束插入架子中，使整

束花得到最完整的呈现，避免了传统花瓶样式带给人

们的隔离感。除了这种技法的直接借鉴外，还有一些

设计者领悟到了留白背后的简约，形成了以简驭繁的

全新设计风格[8]。例如著名设计师吕永中，就将自己

的品牌命名为“半木”，一个“半”字，彰显出了其

对简约的追求。其代表作是一款名为《笛》的插香座，

整体造型十分简单，12 个圆孔依次排开，檀香会依

次从每一个孔中飘出青烟，而时间则是这支笛子的吹

奏者。通过一点留白，让使用者自己思考和感受，使

其获得了更好的接受效果[9]。可以看出，水墨中的留

白，蕴含着东方美学智慧的方法和理念，可以使当代

产品设计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得到有效提升，理应

得到当代设计者的充分重视和灵活运用，甚至成为毕

生的设计追求。 

2.4  水墨意蕴的应用 

意蕴是中国水墨画的灵魂，即透过表象阐发出的

韵味、情趣和哲思[10]。例如郑板桥笔下的墨竹，多是

扎根于一堆乱石之上，竹干挺拔，竹叶茂盛。然而郑

板桥之所以“举世爱栽花，老夫只栽竹”，则是因为

他赞赏竹子“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

品质和风骨，并将此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这便是其

笔下墨竹的意蕴。更不用说历朝历代的水墨山水名

作，简单的黑白两色，寥寥的几笔勾勒，表现出的却

是虚空净明的审美意趣和素朴恬淡的逸品追求[11]。 

在当代文创产品设计中对水墨意蕴的运用，主要

表现为对其固有意蕴的延展，使之满足当代人的审美

需要和精神追求。例如晨光文具推出的一款同学录，

其封面设计极具创意，并没有直接表明“同学录”的

字样，而是选用了中学语文教材中《送孟浩然之广陵》

一诗的水墨画插图，并配上了这首诗。画中的诗人李

白正站在黄鹤楼之上向着长江极目远眺。李白与孟浩

然之间的情谊，也正是同学们之间的情谊，都像长江

之水一样延绵不绝。一幅水墨画的运用，既给人以古

色古香之感，又将产品的主题予以了艺术化的深化，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如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

术学院学生设计的一款名为《烟雨江南》的花洒。一

提到江南，人们的脑海中都会冒出青瓦、白墙、油纸

伞等意象，像是有诉不尽的柔情氤氲在江南烟雨中。

这款花洒正是一幅立体、可动的江南水墨画。花洒的

淋浴头部分采用了纯黑色设计，共分三层，由大到小，

由上而下依次排列，打开开关后，水流带着水雾倾洒

而出，透明色的水瀑与黑色的淋浴头相互映衬，像极

了一幅水墨画，一种朦胧美感油然而生，更带给了人

们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感受，因此在当代设计中，

对于水墨意蕴的运用，要注意对其本意的转化和丰富
[12]。既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故弄玄虚，而是让人们

在愉悦状态下自然地接受，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的效果。 

3  结语 

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水墨文化是祖先给当代设

计者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通过水墨元素的运用，可

以使设计的形式和内容均得到有效的丰富和深化[13]。

对此水墨元素应该得到广大设计者的充分重视，也希

望看到有更多带有水墨色彩和风格的佳作问世，成为

当代文创设计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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