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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族传统文化与艺术设计的联系

1.1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

我们以这种方式定义了传统文化，即，人类社会文明在发

展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是每个民族从诞生到发展形成

的一种特殊概念和文化。而文化是指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

人类共同产生，并共同发展的一种现实形态，但在随着环境和

时期的变化，这种现实形态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文化”

一词出现在我国古代，但目前现代社会正在研究的文化则来自于

西方国家，与传统文化相去甚远。在我国古时候，原始的

“文”和“化”都有各自的含义。在西汉以后，才逐渐演变

成一个词语。

现阶段，关于文化的研究有两种类型。从宏观的角度上

讲，文化是以实现人类社会生存为目的，通过自身努力或智慧

不断对自然世界进行改变，而发明出的人类社会，且继续为实

现人类主观意识所创造的一种世界，并为此不断改变人类本身，

最终完成其想要取得的物质或精神。从微观的角度上讲，文化

也可称为小文化，在研究这种文化时，要将其中的物质层面予

以排除，单纯指的是精神层面的文化，即每形成一个社会后人们

所产生的思想观念。民族传统文化由民族祖先创造了数千年，再

由我国人民代代相传和发展，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1.2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

首先，民族传统文化汇集了我国各民族的风情特色，在一定

程度上突出了我国的历史进程，这是只有我们中国才具备的独特

文化内涵。其次，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悠长，上至华夏原始时代，下

至近代社会，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传承。最后，民族文化的精华不

仅存在于我们当前的生活中，而且起到了历史传承的重要作用，

是中华各民族独特的精神内涵。此外，民族传统文化既是客观存

在的实质，也具备主观意识的表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传统

文化元素。

1.3民族传统文化与艺术设计之间的关联

艺术设计受不同文化的熏陶，则会呈现不同的特征。因此，民

族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也会使艺术作品呈现特别的文

化内涵。文化是艺术设计的灵魂，缺少文化深入的艺术设计，也

就缺少了艺术的灵魂，失去了其该有的魅力。从设计理念的角度

上来看，“以人为本”是现代艺术的核心思想，而我国传统美学则

秉承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二者的设计理念殊途同归。此

外，现代艺术设计倾向于将文化与技术进行协调处理，从而达到

理论与实践的合理融合，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认同感，在这一点上

也与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定位有异曲同工之妙。

艺术来自于生活，民间传统文化也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劳

动与生产中。人们从社会实践的过程里汲取了精神文明与经验技

术，从而形成了艺术理念，也形成了民间文化。因此，二者的创

作源泉是相同的。在此基础上，民间传统文化还为现代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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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创新的方向。很多现代艺术设计在创作过程中，都借鉴了

民间传统文化，并对其进行精细化处理，从而提升了设计作品的

格调与张力。如，建筑设计、城市布局以及各种空间的设计等，很

多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我国民间传统文化中结构的工整与对称。

从以上的分析可看出，艺术设计与民间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

是相同的。而民间传统文化又为艺术设计提供了灵感和理论基础，

艺术设计在创新与发展的过程中，也为民间传统文化起到了传承

与推广的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2　民族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现如今，民族传统是中国特有且仍在传承与发扬的。中国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最为悠久，文化底蕴也最为深

厚，因此，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一直在国际上饱受赞誉。作为

艺术传承的介质，民族传统文化对艺术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力。将民间传统文化合理融入艺术设计的创作中，有利于提高

艺术设计的审美价值与市场价值，也有助于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

可持续发展。

2.1在服装设计中应用民族传统文化

在服装设计方面，人们要求既要穿着舒适，还要美观大方，并

能够展示自己的个性。就外形、图案以及颜色而言，现代服饰的

设计理念往往更趋于大众化与流行化。这些设计理念受西方文化

的熏染居多。而事实上，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俨然已经渗透在人们

生活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中，在服装设计上有着丰富的

文化内涵。很多中国著名服装品牌，通常会将中国古老的刺绣文

化融入其中。例如，“龙”与“凤”的形象是我国古老传说中代表

着威严与吉祥的神兽，往往被用于旗袍、唐装的设计中；青花瓷

是我国主流瓷器品种之一，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特色，往往被用

于汉服、裙子的设计中；我国运动员的着装，常以红白搭配为主

色调，其设计理念则是融入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即“中国红”。

2.2在城市建筑设计中应用民族传统文化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自己所生活的环境要求也越来

越高。因此，城市设计不仅要保证市民的居住安全，还要美观大

方，给予人们精神上的享受。民族传统文化是数千年来我国人民

大众的文化结晶与积累，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合理融入城

市建设中，能够升华建筑物的文化内涵，有助于提升市民的幸福

感与归属感。

例如，在很多的街道上都能看到那种古建筑，上边雕刻着祥

云等图案，彰显了一种我国的古典美。在江南地区的苏州园林，院

内的绿植表面看起来仿佛是漫无章法，但其实都是设计人员根据

我国古代的传统习惯而专门设计的方案，从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

才是如此诗情画意的秀丽风光。

除此之外，现代建筑设计通过沿用传统形制实现了对于我国

民族传统文化的借鉴与扬弃。其一，通过改变城市建筑物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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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将“情悠悠”运用混杂型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在运

用异化策略的同时保留源语文化的语序格式，使得译文在体现源

语文化的同时，更能让目的语文化读者了解中国民俗歌曲，以

及语言文化。

5　结论

陕北民歌作为陕北地区传统歌曲，中国地方性民俗文化的代

表，是传达地方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倾诉情感的有效方式，反

映了中华民族的地方性文化习俗和地域风貌。但因其特有的文化

特色，也使其在传播中国文化，吸引文化读者的同时，在翻译

传播方面增加难度。因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仅仅是会涉及到的

一部分。本研究在后殖民翻译论指导下，通过对《西北回响》

中陕北民歌文化负载词英译的分析，了解译者翻译风格，为陕

北民歌翻译研究做出一定指导借鉴，使读者从全新的角度深化对

陕北民歌的认识，并进一步推动中国地方特色文化走出中国。

对于陕北民歌的研究，有利于提高中国文化自信，从而提高中

国国际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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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对传统建筑的“形”进行结构再重组。如，“重庆世

界博览会展示中心”便是巧妙地借助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筷子以

及传统建筑的“斗拱”式建筑框架，进行形态结构，然后再

予以重塑，给重庆世界博览会展示中心这一现代建筑赋予新的文

化内涵，重新定义了现代城市建筑。

与此同时，也让“斗拱式”这一传统建筑标致得以在现代

建筑中得以重现，富有现代化气息的同时兼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其二，“神”的妙用，如果说“形”态是一个建筑物

的建筑核心要义之所在，那么“神”形则代表着该建筑物的建

造灵魂。形态的重新结构与拼接、重组带来的是现代城市建筑

外在形态的改变，而“神”的妙用则是现代城市建筑的精神内

核。比如说，南方人民的建筑展现出了木之细腻；北方人民的

建筑，体现土之敦厚，南北方建筑的“神”于“形”各有

千秋，两者相互搭配、相互成就形成了属于自己地域文化特色

的建筑。

这就要求现代城市建筑设计在沿用民族传统形制的时候不仅

仅要关注建筑物的外在形态，而且要注意将当代文明特色、人

文景观、社会风俗等予以表达，将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神”态

进行表达继承与发扬。使得现代城市建筑物既能将“形”态进

行完整表达，又可以将“神”态的精髓进行诠释。国内的许

多建筑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中“神、形”的完

整表达与完美契合。

2.3在室内设计中应用民族传统文化

在当今社会，室内设计风格种类繁多。大多数人会根据自

己的个人喜好来选择设计风格，其中，现代“中式风”在近

些年广受人们的喜爱。现代“中式风”格调典雅、文化内涵

丰富，给人一种东方美学的视觉冲击。在现代中式风格室内设

计中，家具材料多以木材为主，上面雕刻着龙、凤、狮子等

民族传统元素的图案；墙上装饰多以中国画或笔墨书法为主；

橱柜中的茶具、酒具也大多以中国瓷器为主，这些生活日常用

品都带有浓厚的民族传统色彩，突显了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悠久

历史。此外，在我国的春节或嫁娶这种重要又喜庆的日子里，

人们会在窗子、门等位置贴上手工剪纸作品，如“囍”字、

“福”字等，都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这种室内设计风

格，将现代艺术设计与民族传统文化和谐交融在一起，既为人

们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空间，又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提高了

人们的生活质量。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艺术设计也迎

来了全新的挑战。在当今社会，艺术作品要达到既美观又实用

的效果已经成为衡量艺术水平的核心因素。因此，如何在艺术

设计中合理应用民族传统文化，从而充分展示出具有我国特色的

设计理念与风格，已经成为艺术设计行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通过着手于民族传统文化与艺术设计的联系进行分析，提出

了几点应用策略。如，在服装设计中应用民族传统文化、在城

市设计中应用民族传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应用民族传统文化

等，以期能够为相关人士提供参考，从而推动艺术设计的发展

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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