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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图形语言与现代视觉设计的融合性研究
沈海龙　杭雯佳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411）

摘要：中国传统图形语言形式丰富，内涵深厚，每一个传统

图形语言都凝聚了极其厚重的文化内涵。在现代视觉设计中加入

传统图形语言，体现了现代设计的一种文化特质，同时也是对传

统文化、传统习俗的一种传承与弘扬。如何将传统图形语言与现

代视觉设计进行创新性融合，提取其中的关键性元素，并选择符

合现代人审美习惯的形式语言将其转变为现代视觉符号，是现代

设计承袭传统，兼容现代一个重要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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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图形也称之为图案、纹样。传统图案讲究装饰美，强调

保留基本的构成单元，在此基础上进行多种装饰变化，因此它的

功能大多用作器物上的装饰上。传统图形语言中最为重要的形式

就是吉祥图形，吉祥图案种类繁多，往往体现的是民风民俗、宗

教信仰等有强烈象征寓意的符号，凝聚了劳动人民美好在生活的

真实向往。中国的吉祥图形是一种精神内核，它凝聚了老百姓对

美好生活最朴实的向往和追求，同时也体现了传统文化从不同时

期逐渐演化和发展的过程。它给现代图形设计在形式和内涵上带

来了很多启发，也给现代设计提供了大量的设计素材。如何从传

统文化的角度对传统吉祥图形进行考察，并与现代设计的理念进

行结合，挖掘、变化与改造，寻找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点，将老百

姓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融入到设计中，对我们的设计将大有裨

益。本文尝试从对传统图形的基本考察到设计方法的分析，探讨

如何将地方传统吉祥图形语言与现代设计进行融合性创新设计，

从而寻找到一条将传统图形与现代设计进行融合再生的创新方法。

一、传统元素与现代图形设计的流程与步骤

（一）设计任务的提出

寻找传统图形元素与现代设计进行融合设计是这一项目的根

本任务，明确好设计目标及其基本要求等，就使得本次设计任务

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其次，需要对这项任务做深入的理解，规

划好任务完成的各个环节说要实现的目标。明确设计的主题和设

计目的，确定好图形设计的载体是宣传画和公益招贴画还是商业

海报或者文创设计等。有了明确的设计目的，我们在调研考察、

搜集素材时才能做到精准出击。

（二）明确主题思想

任何一个方案在设计前，都需要围绕任务确定好设计的主题

思想，这是基于设计的目的和要求做出的思想定位，主题思想关

系到作品的格调和内涵，是设计任务的核心所在。主要过程包含

（1）主题的提炼。主题是图形创意灵魂，是设计师价值观的体现。

因此，根据设计的目的和要求，必须对自己的设计界定好思想范围，

寻找主题表现的核心内容。在主题思想尚未找到合适的形象来表

现的时候，可以先通过文字来表达。在主题思想形成之初，有些

不确定性因素需要经过多次反复的分析、联想和推敲，在此基础

上，不断缩小范围，选择最具代表的语言或图形进行定位，下一

步的创意全部围绕这个核心词汇和图形进行展开。以苏州沧浪区

“印象沧浪”文化宣传海报为例，作者最终选择以“平安”“古韵”

作为主题词，进而开展下一步设计的。（2）主题的分析。寻找到

了主题思想的关键词后，就需要围绕关键词开展设计分析，寻找

外延和内涵能体现这一关键词的物象，并以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

并思考物象与物象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后续设计的延伸。（3）

主题的表现。就是将主题转换为形象素材加以组合的过程。在寻

找到特定物象用来表达主题思想的定概念之后，就需要对物象进

行图形处理，去粗取精、提炼变形，以最佳的形式来表现主题，

同时考虑物象在画面中呈现的形式，以满足画面形式美感。

（三）设计素材的选取

设计素材是我们事先在考察过程中有目的的搜集的，是为了

我们在后续表现主题思想事先准备的各类材料。能否精准的表现

图形是主题思想，选择最恰当的素材最为关键。上述分析，主题

思想最先由单个的文字概念组成的，在设计过程中如何用最好的

图形语言来诠释主题思想这个过程尤为重要。所以，通过考察积

累丰富的创作素材，便于我们在表现主题思想时大量筛选，就显

得意义重大。

1. 实体素材。是指直观真实的个体形象，是最为重要的一类

素材，主题思想的概念往往都是通过最为直观的图形来表达个性

的。

实体素材的第一类形象就是民间吉祥艺术品，这类图形是表

现主题思想的最为丰富素材库。如民间剪纸中的“红双喜”、木

版年画中的驱鬼的钟馗等。将年画中钟馗的形象与现代元素做了

一个结合，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其次是传统的戏曲、舞蹈、绘画、器乐中的吉祥元素等，也

是寓意丰富，造型各异、异彩纷呈，这些优秀的传统图案都可以

成为我们设计素材库里的创作资源。

2. 符号素材。这一素材我们在前面也介绍过了，这类图形最

早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岩画、和彩陶上，在后世的发展和演变

过程中，青铜器和瓦当中也可以经常见到符号化的图形，如青铜

器上的饕餮纹和瓦当上的吉语符号。符号的造型一般非常的抽象，

视觉形式简练单一，但是蕴含了深刻的文化含义。如插画将岩画

符号与佛教造像进行结合，体现出了一种文化的交融。这是将青

铜器上的饕餮符号与包装设计进行融合开发，很好的将古典符号

嫁接到了现代设计上。

3. 文字素材。文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符号，它和文字既

有区别也有共性，在形态上都是用点线造型的，另外，有些文字

和符号是可以混用的，很多时候符号就是由文字组成的。但在设

计当中，要想把文字作为设计的素材，必须建立在文字是图形的

主体的时候才可以。

（四）选择表现手法

现代图形创意的最终是要将构思用形象表现出来，并通过适

当的方式和制作最大程度地表现主题，最后加以传播。因此，选

择何种表现手段才能够被受众所接受就显得尤为重要。通常有如

下集中表现方法：（1）象征和比喻。用视觉的形象来代表某种特

定的意义，用特定的图形语言来象征和隐喻某种与主题思想相关

的文化内涵，如古代民间吉祥图像中的“万事如意”，往往选择

用“柿子”这一图形来隐喻这一主题思想。就是用月饼、祥云、

月亮来象征中秋佳节和团圆的美好；（2）夸张和幽默。把主题思

想的特点借助想象，加以扩大和强调，用来强化主题思想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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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效果往往比较震撼，容易引起关注。幽默这是采用影射、嘲

弄的手段，把画面中表现主题的物象设计成滑稽、搞怪的形象，

追求一种邪趣的艺术风格，让人在大笑中引发思考；（3）反常。

画面囧乎寻常，不在常理之内，打破惯例和逻辑，达到离奇古怪

的效果，让人初觉异想天开，但思考后又觉得是在情理之中。

二、融合性设计手法的选择

（一）提炼概括，想象再造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对传统吉祥图形的创新和再设

计，就需要在是对原始图形的深入解析之后，提取可继承的设计

元素为现代图形所用；而想象再造就打破原有图形的程式限制，

实现“形”和“意”的新突破，这一过程需要在传统图形的基础

之上增加新的创新点。要想实现新的创新，就需要对传统图形不

断个删繁就简、净化提炼。我们可以大胆抛弃原始素材中不必要

的细节，保留传统素材中最为精华的部分；想象再造就是对已提

炼和净化的元素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拓展，借助提炼净化后的素材，

充分挖掘原图形已有的文化底蕴和内涵，根据图形创意的要点和

法则，从外在形体、意象等角度进行全新的联想勾连主题，赋予

图形以新的创意形式和创意内涵。如对传统吉祥物十二生肖图形

进行现代抽象风格的提炼，使之更加符合现代设计语境，同时在

现代设计风格的基础上加以运用。

（二）打散转换，无中寻有

这种创意方法在现代图形创意中经常使用到，所以在对传统

图形进行再创造过程中经常使用这一手法。打散转换，其实就是

对原有图形的解构，通过拆解原图形中的单位元素，进行概括和

变形，再使用对称、均衡、渐变、相似等形态构成的法则，将单

位元素进行打散后重组，在重组的过程中寻求新的造型。因为传

统图形也是遵循了一定的造型规律的，只是我们运用打散置换的

方式改变其原先的形式结构，提炼出有意味的艺术形态，创造出

全新的意象。如原始彩陶中鱼纹、鸟纹在演化过程中就是有最初

具象的形态逐渐向抽象形态靠拢，鱼、鸟的身体逐渐向几何形态

演化，头部、身体、鱼鳞、鱼尾被凝练成更具概括性的三角形和

圆点，这一变化使得彩陶中的鱼纹变得更加简洁、抽象，甚至更

加接近现代设计语言。因此，打散转换就是把传统图形的具象形

态引向抽象，通过高度的提炼和概括，创设新的单位元素，并在

此基础之上进行形态的转换，打破传统形态的限制，将传统图形

引入现代设计状态。

无中寻有，其实就是在对传统图形的改造中，勇于打破常规，

创设新的图形形式。当然无中生有并非无缘无故地凭空捏造新图

形，而是在改造传统元素的基础之上“会意”的过程，逐步发现

图形内在的秩序和规律，以及与图形相关的文化内涵，并寻求以

新的意向来关联和替代原图的过程。因为图形的秩序和规律都是

在不断的动态变化当中，在设计的过程中逐渐用新的视觉美感或

形态秩序来重塑原有的图形秩序。比如用点、线、面等手段结构

传统图形，创造出独具个性的新图形；中国传统图形当中以民间

剪纸最为擅长使用无中生有的方法。艺术家会通过想象和联想，

经常会把一些不相关的物象整合到一个图形当中，如在蝴蝶的翅

膀上重叠了很多花朵，在牛的腹内将眼睛看不见的小牛也无中生

有出来。这种创作形式既增加了画面的艺术效果，又添加了极其

丰富的艺术内涵。

（三）拓展内涵，抽象变形

中国传统吉祥图形视觉形象和文化内涵往往不是在一个层面

并进的。图形仅仅是作为关联人们的视觉手段，而通过对图形的

联想，进而产生新的意向和内涵的才是终极目的。而这一手段往

往是借助谐音、象征、比喻、借喻来实现的。如金鱼谐音“金玉”，

院子里养几条金鱼，谓指“金玉满堂”，蝙蝠和铜钱，谐音“福”

和“前”，指福在眼前。猫和蝴蝶来谐音“耄耋”象征长寿；用

如意和祥云延长，来比喻祥瑞来临。这种方法都是借此物而言彼物，

前者是具体的实形，后者是通过联想产生的虚形。对传统图形进

行再设计时，古人赋予实在形体约定俗成的寓意我们必须要加以

借鉴，并能够通过联想赋予一些图形新的寓意，在图形的内涵上

下功夫就可以将原形的内涵和外延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抽象变形是对传统元素再设计的起点。对结构复杂、形式过

于陈旧毫无新意的传统图形，需要通过提炼、概括，进行抽象变

形，使之更加符合现代审美趣味。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抽象和变形

就直接沿用就会流于老套。在对传统图形语言进行改造的时候，

尽可能的用简洁的方法将最具典型意义的元素提取出来，然后对

提取的元素进行夸张、变形、装饰和重组，就可以达到“再设计”

的目的。此外，也可以使用前面所提到的几何抽象法进行转化，

赋予图形以现代简洁、凝练的形式美感。

（四）置换构成，异形同构

置换构成是现代图形创意中的一种表现方法。即选择一个普

通简洁的形态作为创意素材，同时将联想到的新图形或新元素，

以置换的方式植入到创意图形之内。在进行置换的过程中必须要

保持原有图形的形体不被破坏，如果对原形的变化过大，就会造

成识别上的误解。

异形同构就是将两个原本不相关的图形组合在一起，借以表

达主题思想。中国传统象征图形中的异形同构图形也很多。如民

间美术中的松树、仙鹤、梅花鹿、鲤鱼和荷花同构的案例不胜枚

举。异形同构组合方式仅仅是一种创意方式，但这种创意形式却

由来已久，是古人智慧在当下的一种延续。我们在借鉴传统的图

形组合方式时，应该因时因地制宜，及时将组合的元素进行创新，

形式不断变化，以促使新的图形产生。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组

合的方式：A. 将自然形和意象形进行重组；B. 文字图形和装饰图

形重组；C. 中西方图形重组。在对传统图形语言的再设计实践中，

使用这一方法的技巧关键在于将传统图形的变化和组合尽量编排

协调、自然得体，而不能给人硬行拼凑的感觉。将中国传统吉祥

年画与西方人物进行了同构，获得一种极佳的喜剧感。

传统图形元素与现代设计进行融合性研究，其切入点就是如

何寻找两者的结合点，并赋予传统元素以新的设计理念，这需要

我们不断挖掘传统元素的精华，提炼文化精髓探索创新手段，并

与时代紧密结合。最终才能潜移默化地将传统文化元素运用到现

代设计中去，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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