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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美术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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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艺术设计领域对中国民间美术的创造性吸收及应用。方法 以民间美术的特点为基点，

分析其与艺术设计之间的密切联系，就二者的关系进行总结与论证，并向更深层次的应用进行探寻。以

民间美术的色彩、造型、内蕴作为各个关键的突破口，就包装设计、标志设计、服装设计等方面的应用

思路展开分析，深入挖掘彼此的契合点及科学的应用方法，并找出相关的代表性实例。结论 民间美术

与现代艺术设计之间有诸多相通之处及共融性特点，两者的结合开创性地发展了现代艺术设计的思维能

力，帮助艺术设计实现了更加独特的视觉形象的构建和更加丰富的内涵的积淀，最大化地放大了艺术设

计作品的审美特点和精神内蕴，有着极大的应用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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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hinese Folk Art in Art Design 

CHEN Jing-chuan 
(Beijing Ope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creative absorp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folk art in the field of art desig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lk art, by analyzing its present between art design and links, and carries on the summary and the 

demonstration, two relations and then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deeper, seize the colour, modelling and connotations of 

folk art as the key breakthrough, packaging design, logo design, clothing design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train of 

thought, dig deeper into each other's suit a poin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 and find out the related repre-

sentative instance as a point of view of demonstration. Between folk art and modern art design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and communion sexual characteristics, pione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art design thinking ability, help art de-

sign to realize the more unique visual image of the building and the connotation of more rich accumulation, maximize the 

magnified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 of work of art design and spiritual implication,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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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美术一直被人们奉为中华民族文化艺

术的母体，其不仅有着很强的实用性，还具备一定的

观赏性，其囊括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

极高的艺术价值，尤其在不同地域受各种因素影响而

表现出的不同的艺术形式，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文化、

理念的延续和反思。发展至今，民间美术开始在更加

宽广的领域进行着融合与强化，不断创造着属于自己

的闪光点。正因如此，民间美术逐渐与各个艺术领域

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并凭借自身的艺术魅力与活力，

从视觉和审美 2 个方面不断刷新着艺术设计的固有

模式与作品样式，实现了与艺术设计的有效契合与共

生，有效改变了艺术设计一直以来存在的模仿和照搬

西方的做法，也带来了更加个性化、更具内涵的艺术

作品，有利于艺术设计的不断发展。这样的意义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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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正是人们需要深入探索和挖掘的。 

1  民间美术色彩的融入 

现代艺术设计对民间美术元素的吸收与借鉴得

益于民间美术色彩背后的深刻内涵和文化底蕴[1]。由

于民间的艺术创作常常要表现劳动人民的社会生活

实践，所以民间美术的色彩深受这一因素的影响，总

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季节的转换及事物的空间变

化等进行着改变，并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从而使

民间美术的色彩不仅十分细腻，更突显了很强的灵活

性，能够与艺术设计作品产生更加灵动的艺术效果，

更好地展现创作者的艺术思想[2]。例如，红色代表太

阳、青色代表生长等，这些鲜活的生活场景饱含着劳

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实际情况来看，在艺术

设计领域，民间美术的融入会使艺术设计作品的应用范

围变广，这些设计大多经过设计者的深刻理解和再创

造，而不是生搬硬套，因此整体呈现的效果较为理想。 

在包装设计中，民间美术的色彩应用十分多样，

且有着很强的表现力和说服力。最具代表性的“中国

红”是中国人心中最喜爱和看重的颜色，它不仅有着

喜庆的意味，还包含着中国人积极向上的精神，有着

深厚的情感基础[3]。以知名饮料王老吉系列包装设计

为例，其包装整体选用的色彩就是红色，紧紧抓住了

国人的视觉喜好和情感共通点，将“中国红”发挥到

了极致，并深深地刻在了消费者的脑海中。在全新的

王老吉臻饮系列的包装设计上，设计师更是将“中国

红”的色彩进行了全新的处理，并配以插画形式的龙

纹图案，龙的周围还绘有云雨图案，不仅进一步与

“吉”相呼应，还表现出产品清凉、滋润的效果，使

图案与色彩形成了完美的配合，展现出独具特色的一

面，成功将自身与其他品牌区分开来，更进一步增强

了整体的视觉张力和艺术效果[4]。另外，在特色商品包

装设计中也会优先考虑“中国红”，以强化商品文化与

色彩的碰撞，促成更高层次的情感共鸣。例如，故宫博

物院文创产品的包装设计就选用了朱红色，配合明黄

色、月白色等，更加凸显了自身的特色，让人一看就明

白这是故宫产品，同时也让产品的文化内涵得以深化。 

2  民间美术造型的创造 

在艺术设计领域，设计者多会选择与自身立意和

想要表达的思想紧密相关的民间美术造型元素，同时

配合一定的提炼与加工，在遵从原有精髓的基础上进

行升华和创新，这既丰富了自己的艺术设计作品，又

让民间美术拥有了时代的特征[5]。这一点在包装设计

和标志设计中均有着突出的表现，也在不知不觉间造

就了许多经典的设计案例，值得人们深入思考与探索。 

包装设计中的民间美术造型多选自水墨画、年画

和剪纸艺术，并将其与自身的立意结合，实现了形式

与内容的丰富[6]。水墨元素多应用于与传统节日相关

的产品包装设计上，如月饼的包装就可以将嫦娥奔月

等传说故事借助水墨的造型特点进行展现，这样不仅

十分符合节日气氛，还能在延续传统精髓的同时带来

新鲜的视觉体验，给消费者带来久违的熟悉感和亲切

感，利于进一步提升其情感体验。另外，在茶叶包装

设计中也会以水墨的造型特点去创造画面，或者借

助水墨创造山水背景，以提高视觉效果，增添艺术魅

力[7]。年画是包装设计中采用较多的民间美术元素，

在榨菜、瓜子等食品的包装设计中就可以适时采用年

画的造型特点进行艺术化创作，同时配合富于变化的

结构、色彩、线条，让年画的风格得以保持，同时更具

年轻化、时尚化的特点，给食品包装带来不一样的艺术

效果。剪纸的造型元素也在包装设计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金六福酒的包装设计就采用了剪纸元素，将地方特

色和浓郁的氛围进行了良好的结合，深受消费者喜爱。 

另外，标志设计中的民间美术造型十分具有代

表性，其选用的多是剪纸或吉祥图案。剪纸在造型上

讲究的是夸张，不追求真实，这与标志设计有很多共

通点，于是在各种标志设计中都出现了剪纸元素的影

子[8]。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标志设计实例为中国银行的

标志设计，其将剪纸艺术中的“意念先行，以形取神”

这一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也将“天圆地方”这一文化

内涵进行了完美的表达。不止于此，其中还设计了穿

有红绳的古钱，更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特色。服装设计

中的民间美术造型元素同样出彩。一般而言，服装设

计师会结合自身的设计需求对民间美术的整体造型进

行改造，以达到理想的设计效果。在应用过程中，设

计师可以借助变形的手法将民间美术图案的外形和结

构进行简化，删掉繁复的地方，更讲究保留精髓和细节，

从而使服装在整体上透露出简洁的装饰美感。也可以将

花卉、人物、动物等的剪纸造型进行分解、组合，或

将其中的精髓进行加工设计，以此实现混搭的艺术效

果，这样不仅不会凌乱，反而增强了艺术表现力。还

可以将拥有不同气质和品格的民间美术图案进行组

合，对民间美术加以正确应用，以丰富服装的形式[9]。 

3  民间美术内涵的升华 

民间美术的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艺术

的发展过程有着共同的特点，都具备一定的人文观念

和人文思想，彼此都重视对生命价值、宗教信仰等的

表达，乐于展现人们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及美好的生

活追求[10]。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现代艺术受到了更

多商业因素的影响，渐渐淡化了人文观念和思想，更

加重视夸张，追求不符合实际的元素。针对这一情况，

艺术设计师开始反思，他们逐渐找到了突破和改变的

方法，逐渐将目光锁定在民间美术元素上，力图借助

艺术化地应用这一民族元素的内涵特点来升华作品

的内涵，凸显作品的艺术价值，重新找到合适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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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11]。在具体的应用中，设计师一般坚持 2 种原则。

一是人文思想的共通性原则。为了追求人文观念和人

文思想的统一，设计师在艺术设计中常会将与设计作

品相近或统一的民间美术元素进行艺术化的应用，借

助民间美术元素所富含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义来强

化自身的设计，将传统的形与意融入现代观念，以实

现全新的表达。例如，中国联通的标志设计就对这一

方面进行了应用和拓展，设计师将佛教“八吉祥”的

形式进行了艺术化的改造，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

息”的审美内涵和文化寓意，成功减弱了标志的商业

气息，多了几分文化的亲和力，使通信行业有序、畅

通的诉求得到了完美的呈现与表达。二是视觉艺术的

相似性。民间美术有着鲜明的装饰特点和表现力，它

们并不会借助怪异的形式来吸引人，而是看重浓厚、

纯朴的感情，希望借助简约、质朴的视觉形式走入人

们的内心，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因此其造型常常具

有极深的艺术内涵和美好寓意，使人们一看到某种艺

术形象，便知道其所要表现的寓意[12]。这一点与标志

设计也有着很多共通点，于是便出现了从视觉艺术的

相似性角度寻找灵感的设计实例。凤凰卫视电视台的

标志设计就从视觉艺术的相似性出发，从民间美术中

“凤”的图形着手，借助民间美术的表达形式和深刻

内涵来展现自己的特点，实现了文化内涵的艺术化表

达。民间美术之所以拥有广阔的使用范围与其创造特

点是分不开的，民间美术的创作多借助抽象思维，在

创作过程中被赋予了美化的寓意，尤其这种寓意是人

们普遍认可的，这就给现代的艺术设计创作提供了极

大的便利，不仅能够拓展创作者的思维，还能有效深

化作品的寓意和内涵，最终创作出具备中国特色的具

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设计作品[13]。 

4  结语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和传播都与其产生的

独特环境密切相关。我国历史悠久，各种文化形式绚丽

夺目，给民族文化带来了更加多样、丰富的元素与内容，

民间美术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民间美术贴近人民的生

活实际，拥有多样化的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寓意，并在当

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各个艺术领域相融合，实

现了自身的升级和生命力的延续。在未来的艺术设计

中，人们应对此予以正视，将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深

刻文化寓意的民间美术元素与艺术设计相结合，突破

时空的限制，为艺术设计注入更加丰富的营养，使现

代艺术设计领域真正得以拓展，让艺术设计作品在当

前的时代中不断发展，并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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