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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民间美术对视觉传达设计的多方面影响以及二者在融合方面所表现出的可能性与路径。

方法 从视觉传达设计的发展需求开始，引出其对传统文化的渴求，接着从民间美术这一传统文化的精

髓处进行挖掘，分析民间美术对视觉传达设计所表现出的多方面影响，总结民间美术在设计资源、突出

特色和提升内涵等方面对视觉传达设计的积极意义，然后从整体性的视角对视觉传达设计的民间美术元

素融合方法展开探索，重点分析了包装设计、标志设计和广告设计三大领域的具体应用路径。结论 民

间美术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融合与创新应用，能够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艺术化的创新展现，展示中华

民族独特的审美标准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同时反映出现代人的精神追求，最终使设计出的作品更加受大

众喜爱，十分利于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实现，是视觉传达设计可以借鉴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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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Folk Art o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nd Their Combination 

ZHAO Yuan 
(Inner Mongolia Arts University, Hohhot 01001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folk art o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nd the possibility and 

path of the fusion of the two. Conclude from the dem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that tradi-

tional culture is required, have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essence of the folk art to analyze its manifold influences o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conclude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the folk art on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in elements,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 and explore the methods of integrating the elements in folk art into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by taking a holistic approach. The application of folk art elements in the design of packages, logos, and advertise-

ments are analyzed.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the folk art element in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can demonstrate the ess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n artistic and innovative manner, and reflect Chinese people’s 

unique aesthetic standard, China’s profound culture, and the spiritual pursuit of modern people. It can increase the popularity, 

and realize cultural values and commercial values, enabling it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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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是借助视觉元素如图形、色彩等，

从人的视觉生理和心理出发，结合二维、三维和多维

等形态进行的一种视觉化设计，其目的是借助设计理

念和形象引导人们去接受设计事物，从而实现自我价

值。事实上，这种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否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视觉传达设计的生命长短，更影响着其是否能

够成为经典。在不断的探索与尝试中，设计师发现传

统文化中有很多能够借鉴与利用的闪光点，只要对其

中的经典元素进行合理地利用与表达，不仅能够让受

众感到赏心悦目，还能深化作品的意蕴，实现更大意

义上的艺术价值[1]。那么，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元素能

够为人们所用呢？答案并不唯一，颇具代表性的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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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便是其中之一。民间美术从其出现至今，在发展

过程中总是作为文化和情感的载体，能够帮助人们强

烈地感受到独特的文化氛围和深刻的社会认知，尤其

在当代，民间美术非但没有被历史的大潮淹没，反而

凭借自身浓郁的民族特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青

睐，并不断与各种艺术设计领域互相融合，实现了自

我的发展和创新，也给视觉传达设计领域带来了很深

的影响和更多的可能性。 

1  民间美术对视觉传达设计的影响 

民间美术的图形、色彩和内涵给视觉传达设计带

来了极大的视觉冲击，并从各个方面不断对视觉传达

进行着影响，但无论是哪种影响，都对视觉传达设计

作品的艺术效果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值得人们深入

分析和探讨。 

1.1  提供参考，丰富资源 

民间美术是一个艺术的宝库，其不仅分布广泛，

更凭借着多样化的形式与内容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同时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2]。在民间美术

的造型中多讲究虚拟和真实造型的结合，以呈现出一

种空间图像，而这给视觉传达设计带来了更多的灵

感。加入了民间美术元素的视觉传达设计作品凭借其

随机性和创造性的特点更显独特，而这也给受众带来

了强烈的视觉体验。另外，民间美术的色彩也给视觉

传达设计创造了可能性，提升了视觉设计的空间感。 

1.2  传承文化，彰显内涵 

视觉传达设计并不是空洞的，除了视觉上的吸引

力，还需要一定的内涵作为支撑[3]。为了将作品的内

涵深化，设计师从民间美术中不断汲取营养，成功给

设计作品找到了灵魂，使作品变得更具吸引力。以中

国书画为例，其中饱含民族文化的精髓，一直指引着

人们的生活和精神追求，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度，其

融入视觉传达设计中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作品的内

涵，无形中提高了作品的社会影响力[4]。 

1.3  突出特色，扩大影响 

一个作品如果失去了特色，那无疑也会脱离人们

的视线，并难以达到预期的艺术设计目的和效果。将

民间美术元素进行合理的应用是一个勇敢的尝试，也

是一个成功的转变[5]。民间美术的精髓被深入挖掘并

应用于视觉传达设计，能够引发受众对作品背后文化

的思考，使人印象深刻，这一点也恰恰给视觉传达设

计作品以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强化了内涵，更突出了

特色，更大范围地实现了艺术影响力。 

2  民间美术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融合路径 

民间美术和视觉传达设计的造型与手法有着很

多的共通点，彼此的融合更像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联

姻，不仅在表现特征上一脉相承，还能够碰撞出更加

耀眼而独特的火花，实现形式与内容、表面与内涵的

辅助与升华，是视觉传达设计快速实现价值的有效

方式[6]。 

2.1  包装设计中的民间美术元素 

包装设计对民间美术图案、色彩等都有着广泛的

应用，因为在视觉传达方面这些元素总是能够第一眼

就抓人眼球，是丰富设计形式、传递文化信息的直接

载体。民间美术作为历经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经

典，总是在特定的图形和色彩上赋予更加深刻的含

义，“言必有意，意必吉祥”是一直坚持的创作初衷，

因此其独特的图形与色彩配合美好吉祥的寓意正与

包装设计中的视觉冲击和深刻内涵的追求相契合，成

为有效融合的代表性元素。 

其一，剪纸元素的应用。在很多月饼礼盒的包装

设计中，设计师对剪纸的造型元素进行了有效的借

鉴，将当年的生肖形象以剪纸的形式创作出来，再配

合牡丹、中式房屋的形象进行了多种元素的搭配和渲

染，之后选用中国红作为底色，让整体的设计变得喜

庆而独特，避免了单一的形式[7]。另外，在一些传统

美食的包装设计上也会优先考虑剪纸造型，但并不是

盲目使用，而是结合自身需求进行了一种艺术化的创

新，使整体的包装设计在视觉上拥有了一种亲切感和

民族性，在宣传民族文化、展示自身魅力的同时提高

了商业价值。 

其二，年画元素的应用。木版年画是我国民间美

术的佼佼者，其在包装设计中的有效应用可以结合地

域文化进一步打造本土特色品牌，让消费者对产品包

装产生深刻的印象，从而获得视觉效果的最大化和商

业价值的最优化 [8]。木版年画十分讲究对比色的运

用，这一点便可以融合到包装设计中，如设计师巧妙

地将传统“五色”与对比色进行应用，红配黄的搭配

就很出彩，十分巧妙地将人们对收获、幸福、安康的

期盼进行了展示，也让产品的包装提升了一个档次。

河南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礼品包装设计就从年画图案

中进行借鉴，并将红与黄的对比进行了实践应用，造

就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也让整个包装呈现出了欢快

祥和的热闹氛围。 

2.2  标志设计中的民间美术 

视觉传达体系中的标志设计对民间美术的应用

也应得到肯定和推广。这是因为人们看到标志时会先

注意其视觉元素，并自然地引发某种联想，此时若能

够紧紧抓住这一关键点，便能够成功建立品牌形象，

使人们不自觉地形成一种认同感，而民间美术元素的

融入恰恰实现了这一目的[9]。民间美术为标志设计提

供了大量的有用素材，能够帮助设计者进一步深化设

计内涵，从而使标志设计更加个性化和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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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直接应用。民间美术大多有着吉祥的寓意，

因此许多视觉传达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总是直接应

用，标志设计中也有着很多直接应用的例子，意在借

助更加直观的形式增添标志的艺术效果，强化视觉冲

击力[10]。例如，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就有一个给人们

留下深刻印象的背景标志，其正是借鉴了传统的民间

美术图形“盘长”，从而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

了完美的展示，而应用这一元素设计的奥运会标志同

样有着同等的艺术设计效果，既抓住了人们的视觉注

意力，又让世界人们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了好奇，加深

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 

第二，整合重构。将民间美术元素与现代艺术设

计手法进行搭配，不盲从、不反对，大胆地结合自己

的设计需求对其进行整合重构[11]。陈幼坚在设计香港

远东广场酒店香宫的酒店标志时就在借鉴了传统书

法形象和“锣”之外，将祥云的传统文化模式进行了

应用，让这些元素经过艺术化的改造和组合成功营造

出一种清新优雅的氛围，真正实现了创新和创造的结

合效果。 

2.3  广告设计中的民间美术 

广告设计发展至今，其速度和数量一直以惊人的

速度增长，但实际的艺术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虽然越

来越多的设计师意识到丰富多彩的民间美术能够使

稍显空洞的设计变得充实，也开始了一定的推广和应

用，但真正具备创新精神的作品较少，整体的使用范

围相对单一，有的甚至存在随意堆砌与滥用，这不仅

不会提高广告的效应，反而还会将民间美术置于不利

的地位，必须引以为戒[12]。这就要求设计师在进行广

告设计时必须进行关联性研究，分析民间美术元素与

自身设计的关联度和可行性，进而以更加科学、合理

的形式出现在大众的面前。首先，公益类广告。民间

美术在创作之初总是会被民间艺术家不自觉地融入

一些积极的文化符号，以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这一点恰恰给了公益类广告设计以更多的设计灵感，

只要能够从中挖掘到与自身的宣传内容相符合的元

素便可以拿来进行爱国、诚信、勤俭节约、环境保护

等主题的制作和宣传。例如，公益广告《大爱无疆》

就是应用民间美术文化元素进行设计的典型代表，其

以水墨画为背景，展示出传统民宅、长城、蝴蝶、花

朵和人物的生动场景，各个画面的自如转换配合主体

的水墨色调以及悠扬的背景音乐共同完成了对主题

“无偿献血，大爱洒人间”这一主旨的表达。其次，

商业广告。商业广告应用民间美术元素的情况更加多

见，如将水墨元素呈现在月饼的宣传广告上，将水墨

形式绽放的牡丹与圆月进行搭配，映衬出美好的景

象，迎合人们期盼中秋团聚的心情和对家的思念。这

样的形式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强化了商业宣传

价值。由此可见，民间美术在广告设计中有着极强的

应用价值，人们必须从设计本身出发，从实际需求出

发，找到科学的共通点，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广告的

宣传效果[13]。 

3  结语 

视觉传达设计与民间美术的结合不仅是艺术之

间的良好交流，还是对艺术进行的一种负责的再创

作，让设计师有了用之不尽的资源宝藏，实现了更大

意义上的艺术效果的升华。民间美术对视觉传达设计

的积极影响值得人们深思和重视，研究者也必须在实

际的应用中结合自身的需求和民间美术的精髓进行

艺术化的改造和创新，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让作品焕

发出全新的光彩，助力视觉传达设计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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