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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张雨琦  张玫玫

（山东农业大学  艺术学院  山东泰安  271018）

摘　要：中国画作为中华民族的传世瑰宝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也享有极高的赞誉。

中国画中的艺术价值和现代平面设计有着紧密联系。本文主要研究在当下数字艺术快速发展，现代平面设计多元化的情况下，

如何将中国画应用于现代平面设计之中，传承发扬中国画，使其更具国际化，更具影响力。设计师应该在理解中国画历史、理论、

特点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提炼、变异、重构，延展寓意，从而达到传达文化自信的目的。并对中国画进行分析，分别从点、线描、

枯笔飞白、墨色、构图的虚实疏密、造型、印章、书法、内涵等方面和现代平面设计的应用融合分析，从招贴设计、包装设计、

标志设计的应用方法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最后是对中国画在现代平面设计传承发展的未来展望，找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

设计出具有民族文化内涵和新时代艺术兼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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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现代平面设计概况

（一）、现代平面设计定义
平面设计是由英文“Graphic	Design”翻译而来，20 世

纪 70 年代设计艺术得到了充分发展，“平面设计”一词在
国际设计语言中成为通用术语。以“视觉”作为沟通和表现
的方式，将符号，文字与图片等有关内容传达给眼睛，从而
以多样的平面设计形式来传达想法或讯息的视觉表现。

（二）、现代平面设计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平面设计”一词在 20 世纪 80 年代流入中国大陆，

并且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随着商业的发展带动中国平面设
计的兴起，主要体现在了传单、包装、报纸、招贴、标志上。
以视觉传达的优势，迅速的让人对图形的印象深刻。从而起
到很好的宣传作用。虽此概念较晚传入中国，但这种表现形
式便自古有之，中国洞穴画和岩画可以说是最初的平面创作。
设计随时代的变化而体现出不同的风格，但是平面设计的基
本原理和根本目的没有本质变化。平面设计旨在在二维空间
之中对语言信息进行图像化表现，以视觉作为媒介和载体，
更美观地有效地传播信息。

数媒时代的到来，平面设计的研究领域不局限于平面
了，或许现在“视觉传达设计”这一术语更合理，更科学，
是对这一领域更好的诠释。由手绘纸绘变为电子数字绘图，
并且三维立体的设计在视觉传达领域中成为一大亮点。近些
年来，社会环境对视觉传达设计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在
开放的当下，视觉传达设计逐渐走向国际化，并始终保持着
中国特色的设计。将视觉传达设计本土化，民族化，精神化
是中国设计师要一以贯之的设计原则。

二、中国画的隐喻及视觉

中国画是中国民族精神美学的最大诠释，是中国哲学
思想的亲切表达。其发展随不同时代社会思想背景而进展，
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社会及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
德、文艺及自然的理解。

中国画将一些语言视觉化，代表着最抽象的象征性，
这种表达形式成为中国绘画表达的传统方式——“隐喻”。
受符号学的影响，人们对“隐喻”符号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挖掘绘画的功能表现，研究画面传达出的信息与作者的想法。
这就是中国画的视觉性，它的出现是文化、历史、精神的社
会性构建。现代中国画在传统文化基础上传承的同时，也不
断创新，打破常规枷锁，对中国画元素进行提炼，重组，改
创，与西方的设计原理及表现形式结合，呈现出多元化、综
合性，国际化的优秀作品。

中国画给我们沉静、淡泊的心境，潇洒、磅礴的力量，

将艺术美学融入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国画作为东方艺术代
表凭借其强大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力量往更高层次、更多元的
国际艺术领域发展。

三、中国画与现代平面设计的关系

二者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画赋予现代
平面设计新的寓意，新的表现形式和精神依托。现代平面设
计是中国画继续发展的一条突破口，是中国美学的体现与诠
释，是中国文化发扬的视觉表现途径。

中国画拥有宝贵的文化价值，将其与平面设计结合，
符合发展趋势。在设计中隐喻图形符号常常以意象的载体表
现在画面之中。中国画的传统美学与西方平面美学相比，注
重主观，意向，以感性思维看待人生。这将作品赋予了一层
柔美、典雅的滤镜。

设计作品的灵感来源于设计师的生活，三观，文化素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平面设计之中，汲取
中国画精华，大胆融合创新，在设计中进行突破，寻找文化
自信，以视觉呈现的方式传承发扬民族文化。基于历史文化
的设计，才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四、中国画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方法与体现

（一）、从中国画角度来看：
点：中国画中最难的是用点，点不可过多，要运用适宜，

恰到好处。点为一线一面之母。中国画中点有圆点、直点、
横点、斜点、散点之分。在现代平面设计中，人们追求以简
约来构成画面的特点，使画面的诉求集中于一个“点”，画
面中的元素极其简单，运用中国画点和渗化感的水墨效果，
给人以诗一样的意境，展现创作者在中国画方面的修养，显
示了高雅的文化品位和人文情怀。

线描：线描是中国画的造型基础，线的表现力在平面
设计中极为重要。设计师在平面设计中注重运用线描的疏密、
轻重、粗细、虚实来组织画面。墨丝千丝万缕，千变万化，
控制画面的节奏和韵律。注重不同表现形式之间的紧密对接，
尽量的避免线描的独立性，但也有意识的而进行留白，保障
整个作品拥有更广阔的表现空间，突出作品的主题。创造高
雅的意境。

枯笔飞白：亦称干笔、渴笔、焦笔，所谓枯、干、渴、
焦皆是形容笔中含水量少，这种手法表达出来的情绪意境给
人不同于线描手法的传达。现代平面设计中著名设计师靳埭
强先生就很好应用了中国画的各种技法，其中他创作出的一
系列：山、水、风、云的现代招贴设计，画面中运用不同的
枯笔、飞白以及用墨的浓淡、干湿的技法使得作品气韵生动。
这种表现笔画中丝丝露白转折处笔路毕显，枯笔写成，质感



104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 (4)2022,9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丰富。
墨色：墨分五色，中国画追求“质有而趋灵”的境界，

注重意境的探索。设计师可运用重彩绘画、飞白变化和轻烟
淡彩三种手法将设计作品在充分表现设计对象的基础上又增
加了形式上的笔墨情趣，内涵上的意境体现。

构图：中国画通过的强调感觉，强调虚实来达到空间
效果。将“情”“景”“形”“神”结合，将客观空间和主
观空间结合。将版面内空白部分为“虚”具体的形象，色彩，
文字等内容为“实”。在平面设计中区分出实空间与虚空间。
虚实对比，以实带虚，化实为虚，虚实结合。空白设计使作
品典雅，空灵，意象，独特。有利于突出设计重点，激发想象。

疏密也是国画结构中的一种主要手法 , 画面上布局时必
须做到“密”不透风,“疏”能跑马。要求设计者在布置画面时,
掌握好“凝”与”疏”对立和统一的关系。现代平面设计中
也非常重视疏密关系的处理 ,各种物体线条的疏密合理搭配 ,
才能打破平、齐、均 , 使原来刻板的画面变成有节奏的画面。

造型：中国画有山水，花鸟，人物画之分，运用现代
平面设计语言对国画造型进行提炼，加以应用。可以将造型
直接应用，也可以将造型提取元素加以变异、重构。

书法：书法是中国画中密不可分的部分，“书至画为
高度，画至书为极则”现代平面设计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
可以将书法元素与西方字体特点联系起来，比如对某一笔划
进行书法装饰，使字形赋予装饰美感和力量感。在设计中还
能以书法字体的造型为基础设计，如字体招贴展将字体的造
型拆分成笔划，将他们打散，公用，有序排序，呈现出新的
视觉体验。

印章：其在中国画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可分阳
文章和阴文章两类。首先它以红色居多，在大量墨白色中一
点朱红，且其造型多为方形，有稳重、协调、区分画面的作用。
现代平面设计在设计中利用印章篆刻的形式传达信息，更有
力量，沉稳。像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标志设计，就用了书
法印章和体育精神的结合，设计出来“中国印，舞动的北京”。

内涵：以形写神是国画艺术基本造型法则，现代平面
设计只有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探索画面如何与
“形”“意”构建结合，融合现代艺术设计，才能创造出具
有民族文化内涵和新时代艺术兼并的作品。传统中国画中有
许多寓意美好的元素，如牡丹象征富贵，菊花象征气节和傲
骨 ,	蝙蝠象征福气临门，富泰安康。与平面设计结合，使作
品意义得以完善体现，挖掘寻找作品背后的精神，使其更加
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产生文化共鸣。

（二）、从平面设计分类角度来看：
中国画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分为两种 :
第一种是直接被应用于书籍、报纸、杂志和包装的文

字标题。以其清雅、苍劲、古朴、灵动、典雅的艺术特点区
别开刻板的印刷字，使作品产生活跃、雅致的文化气息。

第二种是间接应用中国画元素再创作运用标志、招贴
设计等方面。使作品有动态感，现代感，国际化。

1、中国画在招贴设计上的体现：
招贴是视觉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式，招贴分为商业招贴、

宣传招贴，公益招贴等等。招贴对设计的视觉效果要求最高，
要求主题明显，形式简单。构成要素分为文字和图形两部分。
图形在效果直接且印象深刻，但简洁精辟的文字语言也很重
要。两者结合，保持画面的均衡统一。这与中国画中追求“画
中有诗”“诗中有画”的境界相同。图文结合点醒作品的主
题、意境，抒发作者的感受胸意，使作品达到情景交融。现
代设计的内涵与外延所体现的民族特征逐步减弱，因此设计
师也开始注重设计的民族特征，纷纷把带有中国民族特征和
国际性现代艺术的中国画元素经常被运用到现代招贴设计之

中，例如国漫电影，爱国题材电影的宣传招贴《哪吒》《八
佰》大多都有中国画元素。好创意的设计作品一定要做到能
引人入胜 , 激发出人深层次的情感思考 , 引发出人内心深处
的某种美好的愿望 , 体现出意境 , 必须巧用艺术手段 , 人们
也称为 " 意匠 "。从选材，剪裁，夸张，构图，表现五方面
充分考虑是我国招贴设计者构思时的主要阶段。平面设计大
师靳埭强，创作了大量文化招贴。他的作品充满水墨意趣，
他的作品化包涵着中国传统文儒家、道家或佛禅思想。中国
画“传神写意”的特点有效地被利用，平面的纸张上墨水挥
洒，强劲有力给人不仅有与题材相符合的美学设计，而且有
以中国画迸发出的文化力量，文化共鸣吸引观众观看电影。
在招贴中运用中国画元素，体现特定文化含义，有利于唤起
文化自信，更好的达到宣传的目的。

2、中国画在包装设计上的体现：
包装是商业领域美学的产物，如今，产品和包装已经

不可分割，合二为一。为了吸引消费者，包装在视觉形象上
丰富多样，在其基本功能之上更富有观赏性，提高产品附加
值。如今很多企业注重民族传统文化地域性发展，因此中国
画在包装设计上的融合应用比较普遍。带有中国特色的产品
包装（如茶包装、酒包装、特产包装）更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以年长的消费者来说，他们对具有传统文化元素的东西更加
偏爱。设计师先进行市场定位，了解产品文化背景，根据不
同的产品调性，选择运用中国画的哪些手法进行设计，提炼
中国画精华再创造，遵循编排之美运用解构、重组、夸张后
得到新的形式。用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新的工艺、新的材
料，进行新的尝试。且调查发现地域性文化表现得越细微出
色，越能引起消费者喜爱。

3、中国画在标志设计上的体现：
几千年丰厚的文化历史底蕴，符号从岩画到甲骨文到

汉字到现代标识设计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标志的设
计多与中国画中书法和印章两部分结合较多，往往给人感觉
简洁、典雅、稳重、易识别、寓意深刻。在标识设计之中融
入中国画，是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延续。像是2008北京奥运会，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世博会等等的大型国际活动，我们的
标志都来自于书法或印章，这种视觉形式展现出去，推动中
国与国际信息交流，树立历史文化大国的国际形象。

五、总结：中国画在平面设计中的展望

随着时代快速发展，中国的平面设计越来越走向国际
化，但是我们不能丢弃自己的文化。正如一句话“文化是民
族的，民族是世界的”。赋予设计民族文化内涵，这种有文
化底蕴的好作品是不会被时代，世界淘汰的。设计师应该深
入研究中国画元素与现代平面设计的关系，传统的手段结合
现代的设计，寻找文化根源，发扬传统。让带有中国传统文
化的设计走向世界。运用中国画元素时，我们要有取舍意识，
不能一概的大量照搬，要适当的与现代社会发展、开放程度
融合。明白是非古今，学会融古铸今，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
国画和现代平面设计。相信在未来发展中，中国的设计在国
际设计中一定会有更有力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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