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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下，如何使“国潮”更加有效对接大众情感需求并走出“符

号化”的局限，从而将国潮美学应用到现代设计中。方法 以《只此青绿》节目为例，运用实证分析的

方法，探寻国潮背后的动因，分析国潮美学的视觉传播机制，并基于实证分析结果进行国潮消费 APP

设计的案例研究。结果 在实证分析中发现，国潮美学中影响国潮表现效果的首先是色彩，其次是线条，

最后是构图，并且国潮创作过程的关键在于创造沉浸式的“神似”体验。国潮创作过程应立足于时代语

境，具备当代审美价值并着眼于现代表达。基于此结果设计了一款国潮消费 APP 并且表现出较好的可

用性和美度。结论 国潮美学的视觉传播机制为现代国潮产品的设计提供了参考建议，对国潮文化的传

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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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akes "Journey of a Legendary Landscape Painting" Successful:  
Research on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Design Application of China-chic Aesthetics 

WANG Wen-juan, WANG Hui-xuan, LIU Tian-yu, SUN Yuan-bo, LU Zhao-lin*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how to make "China-Chic" more effectively meet the emotional needs of the 

public and get out of the limitations of "symbolization" under the new era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context, and then apply 

China-Chic aesthetics in modern design. Taking the program "Journey of a Legendary Landscape Painting" as an example, 

the method of empirical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s behind the China-Chic and analyze the visual com-

munication mechanism of the China-Chic aesthetics. A case study was conducted on the China-Chic consumer App desig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first thing that affected the per-

formance of the China-Chic in the aesthetics of the China-Chic was the color, followed by the lines, and finally the com-

position. The key to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the China-Chic was to create an immersive "spiritual" experience. The crea-

tion process of the China-Chic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and possess contemporary aesthetic value and 

focus on modern expression. The China-Chic consumer APP designed based on this result also showed good usability and 

beauty.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of China-Chic aesthetics provides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the design of 

modern China-Chic product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a-Chic culture. 

KEY WORDS: China-Chic aesthetics;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ey of a Legendary Landscape Painting; visual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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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潮”顾名思义是“国”与“潮”的结合，即

以潮流的方式传承中国传统美学，国潮既是符合大众

当代生活和行为方式的新潮流，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和

美学精神的再体现。近年来国潮风尚迅速崛起，从服

饰、美妆、饮食领域逐步扩展到舞蹈、音乐等艺术领

域。作为新造的互联网热词，国潮代表了一种文化现

象，体现了中国观众对本土文艺作品，特别是富含中

国文化元素的本土文艺作品的认可程度正在上升[1]。

这背后动因主要是文化自信的提升，代表了个体对本

民族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与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生

命力持有坚定的信心[2-3]。在 2022 年虎年除夕的央视

春晚上，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成为整台节目的爆点。

它完美地再现了北宋画家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神

韵，使人们再次看到国潮美学的现象级“破壁”与“出

圈”[4]，极大地点燃了观众的热情。也正是基于该节

目，使得在当代国潮产品的设计中如何将创新精神和

文化传统集合于一体[5]、如何将中国文化基因与现代

社会中的功能需求相融合[6]、如何在设计实践方案中

凸显中国文化[7]等课题也逐渐成为设计师的关注点。

针对国潮文化元素的视觉传播机制如何、如何将国潮

美学更好地应用在国潮产品设计中等问题，本文将进

行探讨。 

1  基于实证的国潮美学视觉传播机制研究

方法    

本研究将通过实证方法对《只此青绿》的视觉表

现进行分析，获得事实与数据，并结合数理统计的方

法与技术手段，揭示观众对国潮元素的认知规律。具

体研究方法如下。 

1.1  实验材料处理   

《千里江山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创作

者为北宋王希孟。画卷中峰峦绵延不绝、江面烟波浩

渺，整个画面将祖国的锦绣河山表现得淋漓尽致。 

实验开始前，邀请七位专职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员

进行访谈，然后要求其用若干个词汇描述《千里江山

图》画作的美度，经过分析整理后，编制成七点 Likert 
 

量表，包括：“壮阔-玲珑”“韵律-平淡”“细腻-粗犷”

“独特-平常”“淡雅-浓艳”“富丽-简朴”六个评价

维度。  

同时，实验前对《只此青绿》画面进行提取，利

用图像处理软件进行再处理后形成三组实验材料，这

三组材料分别代表视觉呈现的三要素：色彩、线条、

构图[8]。其中，关于“色彩”的实验材料是将《千里

江山图》中的青绿色抽离出来，抽象成舞台上的女性

人物形象，但人物无明显舞蹈动作，相互关系保持

一定程度的错落并去除前后空间感，最终效果如图 1

所示。 
 

分辨率（像素/英寸）：
72 

尺寸： 
45 cm×20 cm 

1 276 像素× 

567 像素 

 

注：1 英寸=2.54 cm。 

 
图 1  实验材料一：色彩 

Fig.1 Experimental material 1: Color 
 

关于“线条”的实验材料是以舞蹈演员形体语言

为基础，选择《只此青绿》中“险峰”“卧石”“望月”

“垂思”“独步”这五个标志性动作，根据原舞蹈内

容提取人物动作的轮廓，并绘制服装、发髻的细节和

态势。舞者高耸的头饰，就像是画作中的山石；舞者

双袖下垂，像是山的纹理。将所有内容进行无构图的

排列，最终效果如图 2 所示。 

关于“构图”的实验材料是根据《千里江山图》

原画的内容，对人物大小做适当调整，表达山势高低

起伏，通过将渐变色转化为不同灰度的方法表达层峦

叠嶂的空间感，最终效果如图 3 所示。 

 
分辨率（像素\英寸）：72 尺寸：45 cm×10 cm 2 657 像素×591 像素 

 

注：1 英寸=2.54 cm。 

图 2  实验材料二：线条 
Fig.2 Experimental material 2: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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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像素¥英寸）：
72 

尺寸： 
45 cm×32 cm 

像素： 

1 276×907 

注：1 英寸=2.54 cm。 
 

图 3  实验材料三：构图 
Fig.3 Experimental material 3: composition 

  

1.2  被试招募 

在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招募参与实验

的被试，总数为 62 人，其中有艺术专业背景的 32 人，

非艺术专业背景的有 30 人。本科生有 14 人，占总被

试的 23%；研究生有 48 人，占总被试的 77%。被试

年龄在 18~30 岁。被试基本信息如图 4 所示。 
 

 
 

图 4  被试的基本信息 
Fig.4 Basic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1.3  实验流程 

整个实验在室内完成，被试进行现场实验。实验

过程为：（1）试验人员首先向被试介绍实验目的及流

程；（2）请被试在电视屏幕上观看 2022 年央视春晚

的舞蹈节目《只此青绿》片段；（3）请被试针对三组

实验材料，分别填写美度量表与神似度量表。 

2  基于实证分析的研究过程    

2.1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测   

信度检测采用克隆巴赫系数（α值）为 0.88，大

于 0.70，并且各题项的α值都介于 0.87～0.89，说明

该问卷的信度符合要求。  

效度检测采用 KMO 值，为 0.62，验证了研究数

据的合格性和结构的有效性，可用于进一步分析。 

2.2  视觉要素作用机理分析   

在美度评价方面，三种实验材料在六个维度的均

值与方差如表 1~2、图 5~6 所示。从表 1~2、图 5~6

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在“壮阔-小巧”评价维度上，“构

图”的分值最高（均值为 5.53）；在“秀丽-简朴”的

维度，“色彩”的分值最高（均值为 5.10）；在“韵律-

平淡”“细腻-粗犷”“独特-平常”“典雅-通俗”四个

维度上，“线条”的分值最高（均值分别为 5.82、5.44、

5.55、5.57）。方差表示的是数据的变异程度，从图 6

可以看出：“色彩”和“构图”在“壮阔-小巧”评价

维度上的方差最小，“线条”在“韵律-平淡”评价维

度上的方差最小。 
 

表 1  美度量表的平均值 
Tab.1 Mean value of aesthetic scale 

美度量表词对
实验材料一：

色彩 

实验材料二：

线条 

实验材料三：

构图 

壮阔-小巧 1.54 2.28 1.83 

韵律-平淡 2.68 1.03 2.35 

细腻-粗犷 1.79 1.99 2.51 

独特-平常 2.03 1.69 2.44 

典雅-通俗 1.78 1.23 2.20 

秀丽-简朴 2.29 2.00 2.32 

 

表 2  美度量表的方差 
Tab.2 Variance value of aesthetic scale 

美度量表词对
实验材料一：

色彩 

实验材料二：

线条 

实验材料三：

构图 

壮阔-小巧 4.26 4.82 5.53 

韵律-平淡 4.69 5.82 5.10 

细腻-粗犷 5.13 5.44 4.24 

独特-平常 5.15 5.55 5.08 

典雅-通俗 5.39 5.57 4.74 

秀丽-简朴 5.10 5.00 4.52 

 

 
 

图 5  美度量表平均值的比较 
Fig.5 Comparison of the mean value of aesthetic scale 



第 44 卷  第 24 期 王文娟，等：何以“只此青绿”——国潮美学的视觉传播机制及设计应用研究 61 

 

 
 

图 6  美度量表方差的比较 
Fig.6 Comparison of the variance value of aesthetic scale 

 
在神似度评价方面，结果显示与原画作《千里江

山图》神似度最高的为“线条”，达到了 4.87；其次

是“构图”，神似度为 4.71；“色彩”神似度为 4.53。

而综合了视觉全要素的《只此青绿》舞蹈诗剧原画

面神似度则达到了 5.60，并且方差也最小（如图 7~8

所示）。 
 

 
 

图 7  神似度均值比较 
Fig.7 Comparison of the mean value of similarity in spirit 

 

 
 

图 8  神似度方差比较 
Fig.8 Comparison of the variance value of similarity in spirit 

 

2.3  视觉要素与国潮意象的相关性分析   

在神似度评价方面，三种实验材料的 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相关系数从大到小依次

为：“色彩”（相关系数为 0.55）>“线条”（相关系数

为 0.50）>“构图”（相关系数为 0.42）。这一结果表

明：如果要在国潮的视觉表现上营造与原文化载体尽

可能神似的意象，首先要考虑提取其“色彩”元素，

其次是“线条”，最后是“构图”。究其原因，是因为

人类视网膜上的锥状细胞对光的感受最为敏感，人类

在观察物体时的第一感觉便来自于色彩，其是视觉表

现中最活跃的要素，带给观众的视觉感受也最直接。  

在美度的评价维度中，“线条”相关系数较高的

分别是“壮阔-小巧”（0.33）、“典雅-通俗”（0.39）、

“秀丽-简朴”（0.36）”。由于线条是从客观对象中主

观剥离和虚拟的造型语言，不仅体现出细节，也被认

为是再创作的有力工具。因此为了营造壮阔、典雅、

秀丽的意象，需要充分运用线条之间的联系与交错，

特别是镜头切换时线条差异所造成的跳跃。“色彩”

相关系数最高的是“细腻-粗犷”（0.29），表明在国潮

元素的视觉表现上，如果需要营造细腻的意象，首先

要考虑画面的色彩搭配。“构图”相关系数最高的维

度是“独特-平常”（0.35）。这一结果揭示了根据国潮

视觉表现的主题和内容，通过对象的形状、线条、明

暗、色彩等造型因素的有效表现形式，在画面中构建

一定的空间关系，从而激发独特的视觉体验。 

3  国潮美学视觉传播机制研究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总结出国潮美学的视觉传播机制

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3.1  国潮美学关键在于沉浸感的“神似”体验  

媒体画面提供给观众的图像是由电信号生产和

复制而成，并借助于摄影机和其所呈现的真实感，给

受众带来“沉浸式”观看体验。尤其是近年来新技术

的使用，使得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充分交融，打造具

有震撼力和美学魅力的视觉盛宴，极大地调动了人类

的整体感觉[9-10]。例如，《只此青绿》中全息扫描技术

和 8K 裸眼 3D 呈现技术，让《千里江山图》的美景

与身着宋制汉服的舞者结合到一起，为观众带来多层

次的立体影像观感体验，这与我国古典美学传统范畴

的最高境界相契合，达到所谓“主客两忘、情境互化”

的地步。 

本研究发现尽管国潮元素的形式创造特征是显

性的，但观众在面对作品的时候, 首先所感悟到的是

独特的艺术风格，以及意味、意趣、情感。因此，“形

似”并非国潮文化节目创作的首要追求，创作者首先

是理念创新，不仅是复现现实世界，也不是用艺术去

直接表现可见世界，而是要推陈出新，利用美的力量

达到动人心弦的“神似”。为了达到“神似”的效果，

创作时首先要考虑提取其色彩元素。在《只此青绿》

节目中，通过演员的青绿服装设计和科技舞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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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色彩效果上与《千里江山图》建立起映射，直

观地将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念传达给

观众。节目也通过标志性舞蹈动作传达创作理念，例

如“青绿腰”通过演员身姿和发髻造型使观众立即想

到陡峭的山峰，一动一静中使观众感受到自然的美和

强大的生命力。同时，节目中舞蹈队形的编排和光影

的配合，通过空间关系使观众感受到重峦叠嶂、宁静

梦幻的美。在国潮作品的设计中，创作者通过对中华

传统文化和经典审美意蕴的深层解读达到形与意的

高度统一，从而使观众获得“神与物游”的沉浸式

体验。 

3.2  国潮美学核心在于时代语境下的当代审美价值 

国潮本质上是基于传统文化的二次创作，以产品

等形式作为载体，让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融入现代生

活，文化传承是国潮的根本也是灵魂。同时，国潮是

西方潮流文化与中国传统观文化碰撞的产物，在国潮

发展初期因难以完全脱离西方文化，出现很多身披中

国传统文化外衣的“伪”国潮，与当代人生活方式和

审美价值取向不符，其并不是真正的国潮。真正的国

潮应当是当代审美与国家化表达的中国形式。中国拥

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国潮并不等于复古。复古是

指还原传统事物本来的面貌和形象，追求的是与传统

的无限接近。而国潮则更加着眼于传统元素与现代元

素的结合，最终成为集传统和现代于一体的文化产

品。国产运动品牌“李宁”的发展就是一个代表性的

案例[11]。只要结合当下社会语境与现代文化，“潮”也

能实现中国化并成为主流，从而得到更好的发展[12]。 

在本次研究中可以发现，传统文化需要汲取时代

精神，只有符合当代人民生活需求，才能重新焕发活

力。时代变迁，当代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审美需求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一味地复用传统审美和文化

元素，反而会适得其反，得不到大众的支持。只有将

传统文化和当代人民需求融合，将国潮美学置于时代

语境下，才能创作出具有感召力的作品，并体现其独

特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蕴。《只此青绿》充分体现了

创作者对当代美学价值的探索。在具体的表现手法

上，通过对色彩的把握、对人物线条的运用，实现了

原画作壮阔、典雅、秀丽的美感。通过演员位置关系

与舞台空间，构建山势的远近变化。传统文化和美学

的深度解读、运用，以及现代科技的赋能，使国潮设

计创作真正符合时代需求。 

4  案例研究    

将实证研究的结果应用到实际的设计案例中，进

行了一款国潮消费类 APP 的设计，进一步验证了国

潮美学传播机制应用在现代设计中的可行性及其对

国潮文化传播的重要性。 

4.1  国潮消费 APP 设计背景  

随着国潮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国潮产

品的认可程度逐步上升，展现出对国潮产品的购买热

情，包括服饰、电子产品、美妆、文创等多种产品，

也有越来越多的国潮爱好者参加国潮文化体验活动，

例如国潮风电影、话剧演出、汉服游园会、国潮音乐

节等。为了满足人们对国潮消费的需求，为消费者提

供更加方便、丰富的国潮消费体验，笔者设计了一款

国潮消费类 APP。这款 APP 遵循了国潮美学的设计

原则，利用网络和科技的力量，既满足国潮爱好者的

消费需求，又能对国潮文化起到传播和推广作用，扩

大国潮文化的影响力。 

4.2  国潮消费 APP 界面设计  

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将国潮美学的设计原

则应用在案例中，结合功能定位设计了这款国潮消费

APP。这款手机应用的信息架构如图 9 所示。APP 主

要有五个功能操作，包括：国潮消费、探索发现、发

布动态、心愿收藏、个人信息，具体如下。 

1）首页。展示 APP 的主要功能，包括主要国潮

消费类别和内容推荐，对目标明确的用户可直接选取

对应的类别或商品进行购买。 

2）发现。目标不明确的用户则可以在探索发现

页面浏览内容推荐，从而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3）发布动态。此 APP 也具有一定的社交功能，

用户可以通过上传文字、图片、视频将自己的动态发

布在平台上，并且可以在动态中关联相关的产品或活

动，这样有利于内容的分类和推荐。 

4）心愿单。用户可以随时将自己心仪的国潮产

品或活动加入心愿单，以便随时下单。 

5）“我的”。包括个人信息及订单信息。 

这款 APP 的主要界面高保真原型如图 10 所示。

界面整体运用了《千里江山图》的配色，以青绿色为

主色，赭黄为背景色，首先通过界面的色彩元素抓住

用户眼球，在视觉表现上营造与《千里江山图》原作

尽可能神似的意象，这一设计理念和实证研究的结果

相一致。其次，在首页利用了线性图标来表现该 APP

的主要消费分类，线性图标由直线、曲线、点等元素

组合而成，主要通过线来塑造轮廓，和原画作中的山

峦线条也形成了呼应。此处的线性图标设计既清晰简

约，又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并且叠加在背景色上也不

会对页面造成太多的视觉干扰。页面整体结构布局则

主要考虑信息优先级和视觉美感，做到布局的一致

性、清晰性、美观性。在界面的整体设计上，充分考

虑“色彩”“线条”“构图”这三种国潮设计美学要素，

运用一定的设计技法[13]，同时也考虑当今时代用户对

手机应用的使用习惯，保证用户既能有流畅的使用体

验，也能体会到设计中的国潮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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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信息架构 
Fig.9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图 10  主界面设计 
Fig.10 Design of main interface 

 
4.3  案例结果分析  

为证明此 APP 设计的合理性，对 APP 的三个主

要功能操作（商品购买、内容发现、动态发布）进行

可用性及美感测试。针对三个测试任务，进行了可交

互原型的制作，实验对象均可在测试手机上通过点击

操作完成测试任务。此次实验共招募 16 名具有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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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基础的国潮爱好者为实验对象，其中包括 8 名女

性和 8 名男性，年龄在 23~28 岁，包括在校学生和企

业员工。 

在此次实验中，每名被试需要完成三个测试任

务，任务总时长在 1 min 以内。被试在完成三个测试

任务之后，需要完成系统可用性测试量表（SUS）和

视觉美感量表（VisAWI）。系统可用性测试量表为 5

点量表，被试在使用产品之后进行填写，该量表一共

由 10 个题目组成，题目中包括正面陈述和反面陈述，

分别位于量表的奇数项和偶数项[14]。VisAWI 适用于

网站、原型、软件等产品，该量表基于经验定义和“网

站美学”功能的差异化进行构建，共包含 18 个题目，

从“简易性”“多样性”“色彩”“工艺”四个方面评

价产品的美感[15]。 

根据实验数据得出，国潮 APP 的可用性测试平

均得分为 79.53 分，根据 SUS 分数分级范围表（如

表  3 所示）可得，此国潮消费 APP 可用性评级为

“A–”，意味着产品有着较好的使用体验，达到推荐

使用范围。 
 

表 3  SUS 分数的分级范围 
Tab.3 Rating range of SUS scores 

SUS 分数等级 评级 百分等级 

84.1~100 A+ 96~100 

80.8~84 A 90~95 

78.9~80.7 A– 85~89 

77.2~78.8 B+ 80~84 

74.1~77.1 B 70~79 

72.6~74 B– 65~69 

71.1~72.5 C+ 60~64 

65~71 C 41~59 

62.7~64.9 C– 35~40 

51.7~62.6 D 15~34 

0~51.7 F 0~14 

 

根据 VisAWI 量表数据得知，界面美度的平均分

为 5.60 分，其中四个子量表的得分情况分别为：“简

易性”为 5.60 分；“多样性”为 5.13 分；“色彩”为

5.94 分；“工艺”为 5.75 分（如图 11 所示）。有研究

表明，用户对产品的整体评分高于 4.5 分便是相当积

极的[16]。因此在资源不足的原型设计中，为了最大限

度地提高美观性，则略高于 4.5 的评分所实现的价值

被视为可接受的情况。在本案例中，界面美度的总体

分值及四个子量表的分值均明显高于 4.5 分，可知界

面设计在美学意义上被用户广泛接受。尤其是“色彩”

的分值为 5.94，在所有分项中分值最高，说明该 APP

界面设计中的色彩要素很好地激发了用户的视觉体

验，通过对《千里江山图》原画作色彩的提取和再设

计，充分营造出产品的国潮意象。 

 
 

图 11  VisAWI 子量表得分 
Fig.11 Score of subscale of VisAWI 

 

5  结语 

本文以舞蹈《只此青绿》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实

证性研究方法，旨在探索和揭示国潮美学的视觉传播

机制。研究分析了“色彩”“线条”“构图”视觉三要

素对国潮神似度与美度的作用机制，以及与国潮意象

的相关性，进而发现国潮元素视觉表现应立足于当代

审美，并且首要追求应是“神似”等两条内在规律。

随后，通过国潮消费 APP 的案例研究，进一步验证

了国潮美学在当代设计中进行应用的可行性。当前

“国潮”方兴未艾，总体而言应充分研究消费群体对

这一现象的情感认知，获取审美机制与动因，围绕文

化的内核去做延展，提取原创性要素，从而实现国潮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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