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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传统民族文化符号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运用
尹伊蓉　王　梅

（河北科技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视觉传达设计

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递方式还处于不断创新发展的阶段中，旨

在满足艺术审美需求的同时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另外传统

民族文化符号背后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和多样的区域色彩，也是

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习俗、文化的直观表现形式，具有丰

富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的不断融合发

展下，视觉传达设计的各个领域中都能发现传统民族文化符号的

身影，而如何在视觉传达中体现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审美价值

一直属于重点研究问题之一。本文围绕传统民族文化符号展开讨

论，简要剖析传统民族文化符号应用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重要性

分析，着重阐述传统民族文化符号的研究背景与基本内涵，并深

入解读民族文化符号的运用现状，最后提出具体的运用路径，以

期为视觉传达设计提供有效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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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民族文化符号应用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重要性分析

（一）时代意义

在当代艺术领域中传统民族文化符号具有不同意义。当代民

族传统文化符号不断赋予新时代的意义，在当代艺术文化中可以

借鉴和创新。从全球语境看，当代民族文化艺术体现了时代精神

和当代艺术语言。民族历史和传统语境从精神和意识上影响着艺

术家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使用传统民族符号也有当下的思维

方式。如何创新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是当代艺术家创作自律以

及自觉向前发展的动力，借鉴传统民族文化符号，创新发展当代

文化，对于文化战略建设和艺术创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二）审美意义

民族符号文化蕴涵着民族心理和民间审美，是中华民族交织

在生活中特有的文化，也是世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

包括在民族符号的格局中交织、积淀、融合、创新的审美情趣以

及色彩心理，与其他的民族文化观念、民族文化风俗、民族文化

语言、民族文化审美以及宗教信仰等，反映了各民族文化形态的

相互渗透和影响，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特色文化，特别是在当

代艺术中，它吸收和融合了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形成了一个

整体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命力，体

现了中华文化的审美意义。

（三）文化价值

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符号的视觉元素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

构成了中国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文化传播与

发展、艺术创作与设计的动力和源泉。要着眼于传统文化的继承

和发展，创新旧文化，提炼传统文化精髓，为创新注入源源不断

地活力和时代精神，使之适应当代时代发展的需要。要深入挖掘

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中国符号元素和创造新观念，吸收全球化文化语境下的积极因素，

发展创新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文化生命力和凝聚力，使

传统的民族文化符号及其丰富的艺术文化精神，为当代艺术提供

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

二、传统民族文化符号的研究背景与基本内涵

历经几千年的沉淀和积攒后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和历史厚重

感的传统文化。纵观整个民族发展史，民族的创新发展与文明进

步都离不开文化的推动，而文化素养又是艺术价值的基础。其中

民族文化符号凝聚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和精神内涵，是民族文化的

核心标志。具有中国民族传统特色的文化符号，都是中国古代人

民劳动、智慧和勤劳的集中体现。

（一）图腾与宗教

在原始古代社会中，创造符号一般是基于人们的生存需要。

古人通过不断的劳动积累经验、增长认识、增强智慧，最后将其

刻成符号记录的形式，完成符号传递的过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过

程。自然崇拜和祭祀是原始社会的宗教习俗，在古代，祖先为了

健康、和平和天气来进行一系列的宗教活动。同时，他们还进行

歌舞、绘画、唱歌等艺术活动，也是最早使用符号记载活动的。

其中人们最为熟知的图腾元素便是原始人类氏族的象征符号，认

为不同的氏族都有与之相关联的物体或动植物，而仰韶文化堆中

出土的画有鱼蛙的陶器便是图腾符号的一种体现方式。古籍有记，

“天命神鸟下凡生商”。神鸟是商朝的图腾符号，不同的图腾文

化符号区分着不同的氏族群体。

（二）民间传说

民间传说的本质是口头叙事文学。这些题材大多与历史事件、

人物和当地风俗有关。他们是中华儿女智慧的结晶，是民间文化

的结晶比如塞翁失马、守株待兔、孟姜女哭长城等许多具有生活

气息的广为人知的故事。这些传说现实性比较强，具有一定的教

育意义以及代表当时人们社会发展的心理特征。

（三）民族语言文字

民族语言文字，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语言类型包括汉藏

语系、泰语语系、通古斯语系等。除汉语外，还有蒙古语、藏语、

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库尔兹语、朝鲜族、彝族、傣族、拉姑族、

景颇族、锡伯族和俄语各有特点，历史悠久。值得一提的是，蒙

古语是世界上唯一的竖直书写的语音文字，新疆的托尔蒙古语是

在普通蒙古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适合韦拉特方言的语音文字。

（四）民族工艺

一种民族工艺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和智慧。各族民间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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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艺人长期从事的艺术实践生活所形成的技术当然也是艺术。例

如印花工艺（扎染、蜡染、剪贴）、陶瓷、雕刻、泥塑等。

（五）民族建筑

民族建筑是一门凝固的艺术，是石头上的艺术，故宫、徽州

建筑、苏州园林、北京庭院等作为中国建筑的代表，受不同环境、

地域、风俗文化、历史因素等因素的影响。陕甘回族清真寺的建

筑就很独特，以阿拉伯的伊斯兰文化为主体，与明清时期的建筑

特点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伊斯兰清真寺。另一个例子

是蒙古的蒙古包，“塔拉”（草原）作为蒙古族生存的基础，经

常进行自由放牧、斗马等草原活动，最适合游牧民族的就是蒙古包。

作为一座独特的游牧建筑，与游牧人民一起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直

到今天。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艰难的发展过程。中华民

族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的积淀，是人民勤劳

勇敢智慧的体现，是民族文化精神和价值的象征。从大到小，从

外到内，从具体到抽象，从枯燥到简单，正逐渐成为人们所熟知

的定义或标志。

三、解读民族文化符号的运用

现代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中民族文化符号不仅仅是简单的

挪用和抄袭，或者是盲目地将现代视觉传达设计元素与民族文化

符号与放在一起。在进行视觉传达设计时，民族文化符号能够成

为设计的主旨出现，也能够作为创作的陪衬来出现。因为对设计

的适度需求原则，一部优秀的设计作品要求设计师掌握正确运用

民族文化符号的方法。

在进行传统历史文化为主题的视觉传达设计中，设计的主体

应该以民族文化元素来出现，而现代元素则要成为点缀来融入到

设计中，要以主次分明、把握适度的原则来提高设计质量。

现阶段，处于民族文化符号运用自由的环境中，民族文化符

号元素的具体应用路径需要结合视觉设计索要传达的思想和主题

来进行选择。其中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能与之相对应的模

式有太多。例如，中国传统建筑有不同的风格、年代、形状、材料、

背景和用途，当我们面对地域风格迥异的情况时该如何选择？

四、传统民族文化符号在视觉传达设计中运用路径

（一）对元素的提炼与加工

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可以通过拆开、分裂给设计的应用创新

带来很大的启示。被拆开了识别民族文化符号比划分民族文化符

号更困难，不光要对文化符号的表面进行简单地观察，还要对文

化元素背后蕴藏的价值涵义进行深刻认知。这样，不仅能够帮助

理解民族文化符号的内在美，还能为创新设计提供新思路。经历

分裂后，需要要根据设计需要来对设计元素进行提炼和加工，从

而形成再创造的目的。比如上世纪器物上的图案是根据当时的认

识和设计需要，把握它们的特点来进行变换和变形的，由此给设

计带来不同的视觉效果。

（二）对符号的解读演变

通过对传统民族符号进行细化分解，能够细致了解文化结构，

以便于后续民族文化元素挖掘工作和民族符号的再创作。将分解

后的民族文化元素进行移动和排列后能够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

并结合设计所需进行取舍。除此之外，还可以将原有的文化结构

进行分割组合，使之变成单个元素，依据设计所需来进行有效转

化和适当变异，或者还可以进行翻转使用，进而为视觉设计作品

注入新的活力。

此外，多样化的纹饰纹样背后藏有有着丰富的表达内容和精

神内涵。例如，可以画上鱼纹来体现田间耕种农民对大丰收的期盼；

描绘中国结图案能够表达人们祈望平安的愿望。由此可知，在视

觉传达设计中融入图案绘饰，承载着人民对生活的向往与期冀。

（三）对元素的替换重构

替代民族文化符号分解元素也是现代图形创作的现实。在原

有的图形符号形式下，根据设计需要和创意，保持图形意义的基

本特征不变，新元素被替换和组合，形成新的图形。这种方法的

应用需要典型的符号元素，它可以代表民族文化的本质。

（四）对元素的表达合成

根据设计要求，将两组或两组以上的元素图形组合起来，实

现海报设计中常见的表达思想的应用方法。这种综合方法能够让

民族文化图形产生新的图形，以满足设计需要。这些元素的合成

会因风格的不同而改变形态或特征，也可能保持原有的形态特征。

因此，元素综合的方法必须恰当，保留本质，达到协调自然的效果，

不能僵化，否则会适得其反。

五、结语

历经全球化冲击后，国内视觉传达设计方向更加偏向于西方，

多数设计作品缺乏民族传统文化个性，并且在盗用问题泛滥的背

景下，作品严重缺乏创新性。身为设计师，既要意识到现阶段国

内视觉传达设计领域面临的诸多问题，还应认识到传统民族文化

符号应用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现实意义，从而积极投入到民族文

化元素挖掘、民族文化资源整合中。处于现代化发展背景下，设

计人员应大胆突破传统思维的禁锢、积极参与到现代创新活动中，

进而在通过深刻认知、逐步研究和勇敢实践来探索出传统民族文

化符合新颖有效的应用途径。

总体来讲，传统民族文化符号不仅属于文化中的一部分，还

是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对视觉传达设计的影响也是深远和深刻

的。为实现文化符号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有效应用，应以现有的

建设水准为切入点，探索出独立自主的设计方向，构建极具民族

特色的设计体系，使得国内视觉传达设计能够突破创新瓶颈，在

国际上能够崭露头角，提升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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