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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与思考
张金荣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0）

摘要：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仅承载了我国

几千年来继承并弘扬法的瑰宝，同时也是先人智慧的结晶。中华

传统文化对民族发展影响深远，从古至今，传统文化一直处于我

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传统文化的精神是值得探究的。传统

文化一直影响我们的生活，在各个角落都渗透了传统文化，比如

传统习俗、传统节日等等。此外，中华传统文化也根植于艺术设

计的方方面面，本文主要针对中华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实践

应用展开探究，并提出两者融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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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达和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发展，现代社会

很多服务行业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化，把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到了

设计领域，进行现代服装的本土创新型发展，不仅仅是对传统文

化的发扬和传承，更是对现代化设计美学价值的提高。为了提高

产品设计中的先进性和时尚性，在进行产品设计时，不但要重视

对现代时尚元素和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更要重视对我国传统文

化的借鉴和运用，必须深深意识到经过千年的继承和发扬，我国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审美和价值观最主要的表现。所以，研究传

统文化在产品设计中的创造性运用，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

现实价值。

一、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民族文化内涵思考的维度

我国有着连续持续的数千年的民族文明史，其历史演变过程

中融入了不少外国的文化因素。悠久而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不

仅塑造了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文化，对全球的尤其是在我国周围

的许多国家和民族文明的历史演变过程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因

此，在探讨怎样吸收美术设计专业中的民族文化因素问题上，要

先从这样的一个层面进行分析。固本立新，根深叶茂虽然美术设

计专业的艺术特色在功能与价值方面都和传统美术样式有着较大

的差别，但美术设计专业的实质上也是一个艺术形态，其特色的

具体表现还取决于艺术的个性特征，以及其价值内涵的主要内容

与特征。艺术设计固然会受现实环境和各种工艺技术要求的制约，

但任何杰出的艺术无不是一定时期、某个地区及艺术家自身审美

能力的反映。

我国传统艺术设计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的中华民族文化底

蕴特点，而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另一种最根本的特征便是在寻求

自身的中华文化根源，所以我们相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我国美术

之所以获得了成功，也正是由于“固本”，根深者方能枝繁叶茂

和日益壮大。在中国美术史上许多我国古老的现代绘画精品，之

所以获得了西方人的普遍青睐和欢迎，就是因为有它技术上的全

球领先和在形体、图案、设计等方面的具有我国民间古老美术特

色的创作与制作。同样，中国的现代美术设计创作如果要形成自

己的特点，也需要结合传统与现实的创作经验，把优秀的现代美

术设计方法与中国美术的创新紧密联系起来，真正找到美术设计

学科发展中的思想根基。

二、现代艺术设计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中国的建筑元素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应用很多，主要有如下几

个方面：第一，艺术设计中包含的传统纹样元素。纹样指的是在

各种器物中装饰的统称，我国主要的纹样元素有回纹纹样、龙凤

图案、万字图案、山东如意头图案等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纹样元素和文化发展之间呈现一定的联系，

并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展现出不同阶段中华民族发展的特性，

也代表了不同时期人们的审美理念。比如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设

计，就是从传统纹样元素衍生而来。“盘长”也可称之为吉祥结，

是我国传统佛教文化中的重要表现因素。盘长中的绳结代表了连

绵不断、周而复始的理念，既没有开始也不会终止，同时也展示

出中华民族佛教文化的人物合一、永恒不灭的理念。正是因为“盘

长”这一因素的连绵不绝，使得人们将这一内容视为富贵吉祥、

世代相传的美好象征，同时也是对传统纹饰图案的传承。联通企

业的标志也是汲取了纹样元素的美好寓意，来回弯折的曲线表示

企业想要在通信领域长久的理念，通过对中华传统纹样元素的传

承，也使艺术设计的传统商务文化色彩逐渐弱化，但同时增强了

其历史内涵和人文情感。

第二，在设计中选用汉字元素。虽然汉字作为世界最古老文

字之一，但是当前的汉字已然成为一种文明元素，不再单纯的作

为人类通讯和传递信息的主要途径，也是人们丰富艺术形式的源

泉。我国举办夏季奥运会的时候，其会标就是加入了汉字的元素。

标志由中国印、汉语普通话“Beijing”“2008”、奥运五环三个

部分组成，主体部分为中国印。这一近乎椭圆形的传统中国印章

图案，选择了代表吉祥的红色作为背景色，上面用篆书刻有“京”

字，这一“京”字又和“文”字形有所相似，寓意着源远流长的

中华古老文明。另外，“京”字像一位不断往前跑的运动员。这

一图形不仅展示着运动员们不断奔向终点的力量，还代表了我国

民众对世界朋友们的欢迎。同时徽章的设计理念中，还含有了“天

圆地方”的基本思想，展现出了中国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

思想，并充分融入了我国的传统人文因素，向世界朋友巧妙地展

示了中华民族深厚的人文传统内涵。

中国文化元素作为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

仅反映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风情，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时

代性弘扬。而由于传统历史文化与艺术设计专业之间的联系很紧

密，所以传统文化内涵与艺术设计专业之间的相互融合也有着漫

长的时间历程，因此很多文化内涵比较丰富的现代艺术设计专业

也都是对传统艺术文化的延续与创新。在艺术设计专业当中，人

们也需要全面发掘传统历史文化中的各种设计元素，在提升人们

自我创新观念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对传统艺术文化的创新转化，

把传统历史文化中深刻的设计理念渗透到现代美术设计专业当中，

继续给我们的传统中华文化带来崭新的光彩。

三、我国现代的艺术设计理念所受到的文化影响

现代艺术中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就是古希腊哲学强调的“人

本主义”，更是源于中国古典哲学—老庄的“天人合一”“以人为贵”

的思想。而在现代希腊的建筑对人文和艺术中唯美、求实、创新

思想的主要表现就是理论艺术和科学的融合，以及实际艺术和思

想的结合。我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绘画、书法、音乐、舞剧、戏曲、

园林、建筑、雕塑等，都是经过了我国人民几千年的艺术创新和

积累，都蕴涵着非常丰厚的文化历史底蕴。而因为我国的传统艺

术出自中华，也出自传统，并有着纯朴的艺术风格，包含了漆画、

彩陶、泥人张彩塑艺术、蜡膜、色纸画等等，所以无论是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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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纯净的色调，还是表现民族风情、人们生活的画面抑或是运

用了娴熟的艺术手段，无不反映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丰厚

内容。所以，我国的传统绘画形成也是我国现代文化与美术设计

艺术创作源泉的主要源头，特别是在视觉传达设计领域中更被广

泛运用。但我国的文化艺术上的另一个特色，便是对自然形象的“删

繁就简”。在我国民间的传统画纸，形状上多是较简洁规整的形状，

而纹饰造型则更着重于表现对象的形体特征，造型上也更趋向平

面化。而在中国的传统纹样图案中，则出现了化圆为方、变曲为

直、使自然图案规则化、几何化的做法。这一艺术特征，与我国

近现代的造型思维相一致，强调“少既是多”，“纯化形态”正

好与中国传统装饰上的这一特征相符合。传统装饰美术在造型上

特别讲究“形式感”，即既讲究处理点、线、面以及不同形式要

素间的互相联系，又讲究形体布置的秩序性。在平面设计中，人

物的图案、走兽的斑纹、鸟兽羽毛等皆借鉴于此。另外，中国现

代室内装饰中对抽象造型艺术的要求，是二十世纪初现代艺术的

主要潮流，而且在我国传统美学中，由于前人就已经善于使用抽

象的艺术语言，来表现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感受，如中国京剧的人

物面具纹样，还有中国早期的山岩壁画上抽象的人物艺术形象等，

是中国现代设计的主要灵感源泉。

四、中国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教育中的运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在美术设计教育中的运用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因为中国人在古代喜欢寄情山水，放

浪于形骸，吟诗作赋，寓情于景。所以我们的灵魂都是高尚的、

是纯洁的、是放荡不羁、片飘飘欲仙的。所以，中国传统古诗词

在描写山水景物方面也是十分优秀的，作家、诗人往往都是可以

把景色刻画得栩栩如生，使人们犹如既置身于诗中、又置身于景中。

王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便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这也是我们现代美术设计教育中常常提及的案例，我们在学习美

术绘画的时候要能够描绘出自己想要的意境，能够表达出自己想

表达的心境。比如王维有句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

们闭上眼睛，心里便会浮现出一叶扁舟，随意的在水面上飘摇欲坠，

而在不知不觉中小舟竟然到达了水面的尽头。而既然没有路可走

了，那还不如就去欣赏那云卷云舒罢了 ! 看到文字时我们心里便

必然会出现美丽的风景，而在实际生活中当我们泛舟在湖边，抬

头望云时，便必然会想到的这句话就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在美术设计教学中就是这样，在美术专业课堂中，老师便必须要

告诉大家什么是意境，什么是美感，而这些美术设计理论又就是

从在我们自己的美术实践中发展而来。

我们通常便都知道“字如其人”，如果某个人的字写的整洁

秀丽，那么人们通常便都觉得此人也是如此，清新脱俗，生活也

洁净整齐，而如果某个人的字写的歪三扭四，乱七八糟，那么学

我们通常便都觉得这个人，办事不靠谱，为人也不利索了。但其实，

在我国的艺术美术教学中也是如此。因为我国古代文人大都喜欢

泼墨的山水美术，特别喜欢有禅意昂然的绘画，也因为他们大多

都心胸豁达，想要抛开凡尘俗世的羁绊，归隐在那山水画之中。

也因此，在艺术美工设计教育中，影响着泼墨山水美术的因子也

便无处不在了，同时它也在影响着每一位学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再说，在中国的传统艺术美学中的对称艺术就是。在我国，虽然

人们总是以对为美，也认为以成双成对为佳，但不管在建筑领域

抑或是绘画领域，在我们的传统中国美术文化就是，对称艺术。

环顾着人们现在生活的四星期，到处都可见在中国绘画艺术设计

领域中的传统对称艺术，但不管是在包装封皮、建筑墙体广告，

还是在其他的建筑平面设计中，都存在着中国传统的对称元素。

在我国古代，虽然人们也喜欢对称的东西，也喜欢成双成对的东西，

尤其是在皇帝间，甚至皇亲权贵间，不过，一直到现在，每一个

我国的传统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中，仍然保持着把传统对称艺术

看作是一种最重要的艺术方式和最高雅的艺术方式。

（二）在色彩、搭配、图案等方面的设计应用

1. 色彩构成方面

颜色自古以来便是美术造型和艺术创作最为直接的表现方式，

纵观整个中华民族的演变历史，镀金技术、纺织技艺等构成了富

有中华民族文化韵味的颜色结构，特别是现代服装设计中“中国红”

的运用，更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颜色结构，成为现代

艺术中较为直接的视觉表现。

2. 搭配选择方面

内敛和对称等特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在多个领域也展

示出丰富的民族文化色彩。现代设计和传统内容的交汇融合，是

彰显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现代化和传统内容相融合，是中华文

化的具体体现，可以最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华文化的内涵和神韵，

对于现代设计师借鉴中华元素内涵进行全面展示。

3. 图案方面

传统图案作为人类精神传播的主要媒介，因为图案的数量庞

大、内涵十分丰富，并能够通过自己独特的形象表达古老艺术的

精神含义，使得传统图案越来越成为现代艺术和古老文明结合的

主要载体。在进行产品设计中，应在充分考虑图案设计总体格调

的基础上，创造性的进一步发掘图案设计的内涵精神意义，提高

产品设计的总体风格和境界。

4. 意境表达方面

传统文化实质上是对人类自我的展示，是各个历史发展阶段

中人类自我生存的心灵体验和价值表达，所以在进行现代设计过

程中，应紧紧抓住传统文化的内在核心思想，避免强制性的融入

传统历史要素，以防止出现表面化、图解化和错误式的传统历史

要素的概念。在设计上要从人类精神深层认识和把控艺术精神，

进行设计美学内涵方面的新改造。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人们对现代艺术设计中的文化元素关注度越

来越高，中华文化在艺术设计领域应用的范围也愈加宽广，逐渐

成为艺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国文化的准确掌握及其与现代流行元素的有机结合，不

但能够迎合人们对现代艺术设计的文化追求和美学需求，实现出

其不意的发展目标，更能够通过探索中国民族文化与现代艺术的

共同点，进行先进人类精神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促进现代设计行

业得以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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