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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符号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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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平面设计对传统符号元素的多方面尝试。方法 传统符号元素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一

直与各个艺术领域进行着各种艺术化的融合与共促。从平面设计的视角出发，对传统符号元素的现实特

点与价值意义进行分析，并总结不同平面设计形式的实践创新，深入挖掘传统符号元素在平面设计领域

的发展潜力和综合价值，以及两者渗透发展过程中的有效碰撞与融合，从而探索未来传统与现代的和谐

发展关系及路径。结论 随着当前人们审美的变化，对传统符号元素的喜爱与日俱增。经典的传统符号

元素与平面设计相结合，是时代与历史的融合创新，是艺术形式之间的和谐共促，能够有效促进传统文

化的现代化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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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Symbol Elements in Graphic Design 

ZENG Jun-hua, ZHOU Li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various attempts of graphic design on traditional symbol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symbol elements have been integrated and promoted with various artistic aspects in various 

artistic fields. In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angle of the plane design, is the traditional symbol element analysis, the re-

alit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and summarize the practice of different forms of graphic design innovation, in-depth 

excavation of the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symbols in the field of graphic design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compre-

hensive value, and the permeabi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collision and fusion, and explore the future of tradi-

tional and modern relations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path. As the change of the current people aesthetic, increased 

the be fond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symbol, combines the classic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symbols and the plane design, is 

the fusion of era and the historical innovation, is the harmonious mutual between art form,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ublimation of art effect and cultural value at the 

same time also ha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n value-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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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沿革，传统文化逐渐拥

有了更加清晰的自身特点和总体特征，并在自己的领

域不断发展，以独特的思想、文化、审美和情感进行

着蜕变。最精华的符号元素凭借自身强大的可塑性，

在当前各个艺术文化领域继续发展，让我国的文化艺

术领域得以长盛不衰，让传统文化得以拥有现代意

义，实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平面设计领域中的传统

符号元素表现得十分突出，其所造就的活力与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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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情感给平面设计带来了品质与内蕴的升级。尤

其在中国风盛行、国人审美普遍提高的当下，传统符

号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有利于凸显中国元素的

灵动之美，从而造就古朴中不失时尚风韵、不同于世

界其他国家的平面艺术设计作品。 

1  传统符号元素与平面设计的融合价值分析 

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文化符号是一种文化识别符

号。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元素：剪纸工

艺产品，曲艺等非物质产品艺术元素，具有美好寓意

的祥瑞灵兽、植物元素[1]，石榴、桃子、云纹、方胜

纹等图案符号，以及各地方独特的生活习惯和风俗文

化等。这些传统符号元素从外在表现看，是一种具有

文化识别价值的符号形式[2]，其对各个艺术领域具有

很强的应用价值，能够促进艺术创新，并更好地传达

信息；从内在看，这样的文化符号与大众的联系极为

亲密，能够促成更高层面的文化共鸣和情感交流。 

从传统符号元素与平面设计融合的现实意义出发

进行整体分析，可以发现，传统符号元素的作用大致

如下。第一，艺术价值的升华。传统符号元素造就了

突出的艺术价值[3]。例如，平面设计对传统符号元素

的借鉴，促成了艺术设计效果和价值的升华。平面设

计师的思维和想法是不同的，其关注点也不同，结合

实际的设计需求和效果，设计师可以灵活地进行艺术

创造与组合，并获得源源不断的灵感，在打破了传统

设计限制的基础上，有效提升了整体的艺术效果和水

平。第二，社会价值的增强。传统符号元素是我国人

民的智慧结晶，在当今仍然具有极大的传承价值和意

义[4]。在平面设计领域，设计师需要将自己投身于传

统文化海洋中，来发现和探索与自己的设计相适应的

元素符号。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让传统文化得

以持续传承的一大关键路径，即在平面设计中进行科

学、有效的应用。第三，人文价值的渗透。在平面设

计领域，设计师逐渐开始从剪纸、吉祥图案等元素符

号中寻找合适的图形与寓意，希望以此与大众在情感

层面相契合，给自己的设计作品带来一些新意和深

意。从这一层面来看，传统符号元素还具有很强的人

文价值。传统符号元素经过千年的发展与演变，其艺

术价值和文化内涵能够丰富作品文化内涵、突出民族

风格和审美情趣、树立品牌良好形象、提升作品市场

竞争力[5]。 

2  平面设计中的传统符号元素表现与应用 

在我国历史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并没

有出现断层或割裂，一直以顽强的生命力不断延续、

创新，不仅有着各种外在的形式与色彩，还有着属于自

身的独特个性，闪耀着璀璨夺目的艺术光彩[6]。更值得

一提的是，传统文化与其他艺术领域的不断融合，实

现了繁荣与共促的和谐发展。如今，优秀的平面设计

师应看到这一点，看到我国自身的文化优势，从中汲

取优秀的文化符号为自己所用，以传统文化的强大力

量助力艺术设计创作，从而创造出具备综合价值的艺

术形式。 

2.1  标志设计中的传统符号元素  

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标志设计已不再局限于对

外在视觉感受的强调，对功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甚至包含信息的传递和情感的升华[7]。印章元素就是

这样一种值得艺术化应用的传统符号元素，其篆刻过

程中独特的排列分布、穿插与处理，拥有良好的美学

价值，是标志设计的灵感源泉。第一，对称均衡，体

现东方美。标志设计师在进行标志设计时，为了体现

文化价值、展现属于中国的东方美，可以将视角聚焦

在印章符号上，对文字元素进行艺术化的创造。例如，

将汉字的主体根据印章的造型进行设计，并通过二等

分割手法进行创造处理，将汉字造型融入标志设计，

再配合巧妙的色彩设计，从而体现出高端的定位和深

厚的文化内涵，能够让原本单调的标志瞬间提升档

次、质感，在文化情感的作用下，实现更具东方韵味

的艺术之美。第二，整体协调，造就古典韵味。想要

设计出独一无二的标志设计作品，设计师还可以从整

体协调性上入手，将标志设计得古色古香，从而体现

出文化特质[8]。例如，以印章中常用的文字字形为参

考，保留文字整体的方形，将文字与书法结合得更加

紧密，以凸显浓厚的历史感。当然，也可以结合实际

需要，对标志中的文字字形进行改变，椭圆、不规则、

圆形等都是可以借鉴和应用的方式，只要把握好整体

的协调性，就可以与古字、古韵形成统一的艺术形式，

从而提升标志设计的韵味之美。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印章元素进行艺术化借鉴和

使用时，设计师不能盲目为之，要懂得汲取其中的精

髓，懂得取舍，明确自身的实际需求，从而实现更加

理想的艺术效果和审美追求。如此，标志设计与印章

传统符号元素的融合才是科学的、成功的。 

2.2  书籍封面设计中的传统符号元素 

书籍封面设计中涉及的文化符号多种多样，这些

符号对书籍封面设计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或几个元

素，更是一种文化载体、一种与书籍内容和思想完美

契合的符号，能够为书籍的整体形式带来不一样的视

觉感官体验。尤其在当前传统回归的大潮中，书籍封

面设计师开始理性地看待西方设计体系，逐渐对传统

符号元素进行了更多借鉴[9]。 

在传统色彩符号的应用上，书籍封面设计追求的

是如何将设计师的思想更加直接地表达出来，从而提

升并强化书籍自身文化价值和视觉效果。具体可以从

水墨元素、传统服饰、传统建筑等方面进行色彩效果

的挖掘。例如，在进行中国乡村文化图书封面设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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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乡村的整体形象进行抽象处理，通过传统水墨

画的形式和色调进行明暗、轻重的搭配，营造出乡村

特有的祥和、宁静的氛围，使封面与书籍内页的文字

内容相契合，并与书名相呼应，在视觉上给读者带来

刺激感，进而引发情感的互通与升华，从而达到良好

的共鸣效果[10]。另外，在图形的选择上，设计师还可

以从传统戏剧中选取经典的元素符号。将戏曲脸谱作

为设计对象，对其基本的图形构成进行打破和重构，

加入一些现代审美元素，并与漫画形式相结合，不仅将

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元素进行了呈现，而且为书籍的封面

创造了不同的艺术形式，使书籍的整体效果得以升华。 

需要强调的是，面对西方设计理念的渗透和影

响，我国设计师在进行图书封面设计时，应科学地对

待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和人们审美与情感方面的不同，

选择适合自己、适合书籍封面的形式，不盲目追随西

方，也不一味强调传统，并努力找到最佳结合点，为书

籍装帧艺术的发展开拓新的文化探索空间和设计空间。 

2.3  包装设计中的传统符号元素 

茶叶包装与传统符号元素关系密切，茶叶的清香

馥郁、淡泊高雅都可以在传统符号元素中找到共通点 

[11]。以水墨色彩为例，其能够与茶叶包装中的文字元

素形成互补、共促之势，在淡泊中见高远，在简单中

见情感，实现“少即是多”的艺术效果。另外，将水

墨造型元素（如树、石、山等意象）融入茶叶包装，

可以在似与不似之间深化包装主体，赋予茶叶更加深

厚的文化底蕴，并不断增强茶叶包装的艺术化效果[12]。

利用水墨营造虚实相生的意境，让茶叶包装有了进一

步的艺术升华，在方寸之间完美地诠释了中国人对茶

的热爱与情结。 

3  结语 

在平面设计实践中，设计师应在宏观与微观、整

体与细节、传承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点，对传统文化

进行深入分析，大胆舍弃不足，发现其中的精华，并

巧妙地应用这些元素符号，最大化地实现时代特点与

传统文化的平衡，让整体的平面设计能够实现文化性

与时代性的结合，探索出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设计发

展之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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