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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探索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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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平面设计中的地域性表现。方法 首先，立足于地域文化元素的内涵及外延，分析其与

平面设计融合所带来的优势与不足，得出将两者进行融合发展是很有必要的。然后，从具体的应用方式

与方法进行分析，分别以直接应用、间接应用和时代化迎合为探究方向，论述地域文化元素的优势表现

以及所带来的深刻意义。最后，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就两者的融合与发展进行理性审视，并总结出

几点现实方向，进一步提炼可供选择的设计语言和设计手法。结论 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平面设计，不仅

让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在互相的碰撞中实现了融合性发展，还带来了更多新颖且富有文化意味的设计形

式，为更具艺术性、实用性和文化性的平面设计作品的创新发展铺就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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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Attempt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Graphic Design 

YANG Yu-yan 
(Weifang University, Shandong Weifang 26106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gion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graphic design.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brought by their integration 

with graphic design, and conclud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and develop them. Then from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analysis,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advantages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nd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brought about by direct application, indirect application and catering to the times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were rationally examined, and several practical direc-

tions were summarized to further refine the design language and design techniques available for selection.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to graphic design not only enable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collision, but also brings more novel and culturally meaningful design forms, paving the way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graphic design works with more artistic, pract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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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元素在当今时代的多种文化艺术形式

中一直有所渗透，越来越多的优秀案例恰恰说明了这

一点，其所具有的独特优点与特性使其成为相关领域

的重点研究方向[1]。但是，就其实际应用来看，尚处

在一个较浅的层面，内在的精华与内涵可能被忽视或

者错用，一度出现了诸多流于形式的应用案例，更有

甚者更是本末倒置，刻意增加不必要的内容。这在很

多领域都有所体现，平面设计领域也存在相关的问

题，如平面设计的主题不够突出，缺少整体的考量，

极大影响了平面设计作品的美观性与整体性特点，而

在创新上也明显存在滞后现象，设计内涵不足，也没

有固定的模式与方向，难以突破固化的形式与内容，

导致地域文化元素的生命力难以凸显[2]。凡此种种，

皆说明一点，那便是地域文化元素的应用仍有待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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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研究，有待设计者从形式到内涵进行深入剖析和解

读，从而将其精华进行合理应用与创新。本文所要探

讨的平面设计领域就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因为从整

体视角看，那些成功的平面设计作品大多有着形式与

内涵的统一、外在与内在的和谐，想要将地域文化巧

妙融入，实现更高层次的设计效果，设计者还应对这

一文化元素进行深耕，将其植入程度进一步深化，让

地域文化元素成为一种设计的辅助，实现更加鲜明的

个性展示[3]。有了深厚的文化根源作支撑，那么设计

工作才能有保障，才能真正将平面设计融于民族文化

土壤，增加其文化厚度。 

1  放大自身特点的直接应用 

平面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可以通过对地域性元

素的提取、提炼和再创造，依据实际的设计需求进行

直接应用，从而使地域文化元素在平面设计中实现良

好的传承[4]。这里所说的直接应用并不是盲目照搬，

而是对其进行一定的艺术提炼，可以适当改变位置或

者形式，但始终保留原本的形态和内涵，以便让受众

更加快速地认可这些地域文化元素。位置重构就是将

地域文化元素的空间位置和功能位置进行改变，重新

组合。置换拼贴是一种新的设计手法，旨在创造一种

全新的视觉体验，其主要通过对地域文化元素的经典

内容如形态、色彩、功能和结构进行适当的改变，保

留其中的一部分元素与其他元素进行拼贴。这些艺术

设计手法都是直接应用地域文化元素所能灵活选取

的，有利于快速引起受众的注意。在包装设计领域，

直接应用的方式十分普遍[5]。胶东半岛的花边织物图

案纹样很有地域特点，一般分为几何纹样素材、花鸟

素材、图腾素材等，是我国传统的吉祥纹样之一。在

花朵纹样中，多有梅花、牡丹等图案造型，还有龙凤

造型纹样；在几何纹样中多对方、圆等形式进行简化

概括，几何的视感很强。另外，还有一些很有代表性

的图腾纹样。这些纹样的整体造型十分独特，地域性

特点突出，是难得的可以借鉴到平面设计中的地域文

化符号（见图 1）。在当地的旅游纪念品的包装设计 
 

 
 

图 1  花鸟传统图案 
Fig.1 Traditional pattern of flowers and birds 

中，设计者就可以从这些独特的花边织物图案纹样中

找寻创作的灵感，将这种吉祥纹样融入包装设计中，

采用明暗的对比、位置的重构、置换与拼贴的艺术设

计创造，将旅游纪念品的包装与内在产品的特点进行

统一关照，让包装在独特而强烈的地域特征的视觉指

引下，得以实现在基本的保护产品的功能的基础上突

出个性化的艺术创作。这样的设计也许略显简单，但

其所透露出的淡雅与朴素、均衡与对比能够给旅游纪

念品市场增添亮点，以包装的个性化和内涵化实现一

种美的表达[6]，让旅游至此的人们被其浓郁的地域特

点所吸引，从而缓解旅途的疲劳，得到精神上的愉悦。 

2  重新组合重构的间接应用 

在平面设计中，设计师还可以结合自己的巧妙构

思，对地域文化元素进行一定的艺术改造，使其更加

贴合设计的目的和所追求的效果[7]。解构与重构是很

有代表性的一种设计手法，其所借助的是设计师的创

造性思维，是设计师从地域文化元素的基本结构和组

合入手，进行合理的拆解、分解，提炼出其中的精髓，

然后凭借艺术构思进行形状、材质、色彩等方面的重新

组合。象征转化的方式也有着十分突出的艺术效果[8]。

这一手法从地域文化元素的外在特征入手，结合实际

需求进行抽象处理，从而使原本较为复杂的地域文化

元素变得更加简单，能够更加突出地展现自身的特点

与魅力，快速与受众产生情感的共鸣。在标志设计中，

很多现实中的地域特产、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都被标

志设计所选取并进行了艺术化的创新应用。在某些电

视台的标志设计中，设计师就会对地域性的文化元素

优先选择，比如内蒙古电视台、河北电视台等的标志

设计就是这样的一种代表（见图 2），都是设计师结

合当地的地域文化特色进行的艺术化提炼和改造。但

是，在这样的标志设计中应进行细致的分析与取舍，

以便促就更加个性的标志作品[9]。比如，桂林的山水

十分有名，设计师若仅简单地将山水形式作为标志设

计的灵感来源，未免有些过于草率，因为很多地方的

特色同样是山水，必须有自身不一样的存在点，与其

他元素组合或重新解构，成为不一样的艺术表现形

式，即将地域特色文化进行展现，又有着独特而鲜明

的新意蕴。所以，设计师可以从地域特色突出的象鼻

山的外形中寻找灵感，对其进行艺术化的抽象处理，

与其他的山水元素进行重构，实现个性化的凸显。杭

州旅游标志的设计同样是这样的设计代表作（见图

3），其为了将杭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进行凸显，深深抓

住人的眼球，实现以意动人、以情感人的目标，设计

师选择综合多种地域文化元素，如园林、游船、拱桥

和城郭，然后将这些元素进行解构、重构，以象征转

化的方式组合成“杭”字的造型，从而为该标志深深

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带来了一定的刺激效应，对当地

旅游业的发展也形成了一定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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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河北电视台标志 
Fig.2 Hebei TV sign 
 

 
 

图 3  杭州旅游标志 
Fig.3 Hangzhou tourist sign 

 

3  与时代同步的创新应用 

我国的地域文化历经历史的变迁，即便在当今的时

代中，仍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其魅力仍闪耀着光芒[10]。

从这一层面看，继承和弘扬其中的精髓，并将其与时

代背景融合，与先进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手法融合，不

失为一种有效的传承发展途径。在平面设计中，设计

师既要保持地域文化原本的精髓不动摇，又要与世界

接轨、与时代发展同步，同时找到与时代并行的有力

元素，将之创新化、国际化。首先，从人文性出发，

平面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元素的一大应用原则是以

人为本，即人本理念[11]；也就是说，地域文化元素的

融入应与人本思想相统一和融合，不能产生冲突，以

此来提高平面设计作品的亲和力和吸引力，提升整体

的人文艺术性，让受众感受到其中的地域风情，从而

产生一种美好的审美体验，抑或是更高层面的归来之

感。然后，从品牌视角看，地域文化元素的合理应用，

还能给平面设计带来更多的可能，甚至打造品牌效

应；这一点可以在旅游纪念品的包装设计中进行进一

步的强化和发展[12]，尤其当前旅游纪念品的品牌建设

已十分迫切，设计师将旅游纪念品的包装与地域文化

元素紧密结合，彼此形成文化与艺术的强强联合，可

以地域文化的传播效应带来更大的艺术效果，实现品

牌的成功打造（见图 4）；故宫的旅游纪念品品牌就

是很好的例证，这一点值得我们肯定并对其进行科学

的借鉴。最后，从世界视角分析，地域文化元素融入

平面设计中还应进一步拓展眼界，与世界沟通与交

流，找到不同民族的文化的共通点，并进行有效的视

觉语言的创新与表达，从而使这样的符号具备国际化

特征，这也是一种情感沟通的工具，是交流与共促的

结晶。但是，无论怎样促就地域文化元素与时代的发

展同步，设计师都应始终坚持地方文化原则，从实际

出发，尊重地方文化，坚决杜绝与地区文化起冲突，

防止错误应用的出现，如此才能设计出合理的平面设

计作品，让整体的艺术效果提高一个档次。只有以更

加鲜明的导向性和更高的契合程度促就经典的设计

作品，让地域文化元素的精髓得以展示，才能在迎合

时代的前提下获得自身的丰富和充实，强化内在价

值。这对于平面设计作品而言，有着长远而深刻的现

实意义。 
 

 
 

图 4  包装创意案例 
Fig.4 Packaging creative case 

 

4  结语 

传统文化的长河中，地域文化元素的独特性总是

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水花，其设计应用价值可见一斑。

无论是尊重文化、传承文化，还是与时代同步、大胆

创新，都是地域文化元素的可塑之处和可爱之处，其

应用并没有一味追求突破性，而始终是在创新的前提

下牢牢把握住传统的精髓[13]。这些追求与目标的实现

必须建立在设计师的创新表现手法和思维方式上，只

有将民族、地域和创新进行深刻理解和有效沟通，设

计师才能更好更快地发现应用其中的有效方式，实现

更加理想的设计目标。在当前经济发展的当下，平面

设计领域对地域文化元素的借鉴和传播已经成为一

种热潮。想要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平面设计师必须在

追随时尚感和时代性的前提下，让这样的中国元素凭

借自身的精致工艺和丰富的内容，为当前的平面设计

助力，让平面设计作品能够在古典中透着灵动、在古

朴中不失时尚，实现良好的艺术碰撞，如此才能更好

地将中国元素打出圈去，让其各种优秀的艺术形式能

够以此为借鉴，突出一种丰富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从

而在碰撞中带来更加新颖且高效的艺术传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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