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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公共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李诗淼

（祥明大学，韩国 天安市 31066）

摘要：我国的传统文化发展了几千年，在其中有一以贯之的

艺术思路，随着当代人们开始逐渐重视传统文化的回归，很多公

共空间当中的艺术设计内容都开始与传统文化产生联系。可以说

作为中国人，传统文化一直是我们面向未来继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之源。无论是为了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在当今社会当中营

造好良好的文化氛围，提高大众的审美标准，传统文化都能够起

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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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发展必然要拥有自己的文化模式，所谓的民族传

统文化模式并不单单是指通过文字记载或通过其他方式流传下来

的有关过去发展的文化内容，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与民族历史相融

合，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对于大众来说，很

多时候虽然并不十分清晰的，对于传统文化有体系性的认知，但

是由于生活在中国土地上，常年受到中国文化氛围的熏陶，自然

形成了一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风格的理解习惯。而这种理解的习

惯，会让大众面对传统文化元素的时候产生一种审美上的乐趣。

因此在公共空间的设计当中，运用传统文化元素能够更好地营造

一种审美氛围，让大众在公共空间当中拥有更好的审美体验。

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公共艺术设计中的作用

（一）与大众的认知相协调

作为生长在中华传统文化背景当中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对

于传统文化的吸收，是通过方方面面的渠道来获取的。比如教育，

大众传媒、个人阅读，等等。因此作为中国人，即使在过往的经

历当中没有过系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但是面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元素，仍然会使自身的认知与环境当中的氛围相互协调。

这会使得人们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公共空间当中，感觉更

加舒适。

（二）加深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公共空间当中的艺术设计，属于公共环境的营造，同时也是

社会教育当中的一环。任何一种传统文化想要真正的流传下去，

被大众能够接受，都需要有相应的载体，让大众能够接触，理解，

最终接受它。而公共空间首先是服务于大众的一种功能性空间，

在这种功能性的空间当中，大众的准入门槛比较低，更容易接触

到其中的内容。可以说这种空间本身就在为大众营造一种了解传

统文化的氛围。当大众能够长期处于这样的空间当中时，相关的

文化元素就会潜移默化地进入到大众的意识当中，从而逐渐帮助

大众更深地去理解传统文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公共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一）在市政公共建设邻域的应用

想要推进大众，对于某一种文化有更加深刻的认知，最好的

主导方就是政府。政府拥有调动社会公共资源的能力。在城市建

设当中，政府必要的会建设很多公共市政工程，这些市政工程在

建设完毕之后，大多数是要直接对大众进行开放的，而这些空间

是承载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良好场所。

比如说在城市公园当中，可以在景观建设当中加入中国元素，

比如加入中国式的小亭子，在公园路边的展示牌上恰如其分地写

上中国古诗词。再比如不同的城市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内容，在

公园当中树立历史名人的塑像等等。其实除了城市公园以外，包

括城市公共交通，公共建筑外观以及其他多种的市政工程当中都

可以良好地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这些大众日常会接触到的

空间，都能够给予大众良好的信息传递。经过长期的这种文化渲染，

公众能够形成更好的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欣赏能力。

（二）在户外广告设计领域的应用

户外广告属于企业为了盈利而进行展示的信息，这些信息虽

然并不是公益性质的内容，但是这些信息的展示也要迎合大众的

需求。因此社会当中的企业在设计相关的广告内容时，也可以考

虑采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比如说在公交车站广告牌，高架广告牌，楼宇广告牌当中可

以利用水墨书法等元素进行宣传这些元素本身，就具有比较醒目

的特征，本身具有很好的传播性。同时利用这些元素进行宣传，

也能够提升企业在公众心中的文化形象。

（三）在建筑设计领域的应用

除了上述两种内容之外，还可以考虑在建筑设计施工的过程

当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这里所提到的建筑设计不是市

政工程当中的建筑设计，而是一些范围相对比较小，针对的人群

比较固定的建筑。比如说在居民社区当中的建筑内容。人们的选

择自己的生活环境时，往往会选择一些移居并且能够陶冶身心的

地方，开发商在居民社区当中进行环境设计，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的元素，不仅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审美体验，更能够提升公司

自身的层次和形象。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今天的城市建设当中，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进

行公共艺术设计时的良好素材。合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

设计，不仅能够提升公共空间的艺术水平，还能够让大众拥有更

好的审美体验，提升环境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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