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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传统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
马小媚

（韩国又石大学，韩国 全州 55338）

摘要：众所周知，精神生活的追求是建立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在满足温饱之后，开始追求

更高的精神生活。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笔者注重从视觉传达的角度进行此部分内容的讲解，真正以中国传统元素为切入点开

展相应的视觉传达方面的介绍，构建出集传统性与时代性相兼容的作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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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是指设计者通过不同的媒介，将设计者的思想以一

定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展现，让受众者在赏析中获得思想、情感

方面美好体验的一种形式。在具体的视觉传达过程中，设计者借

助多种具象元素，比如造型、色彩、文字，或是图像等，让受众

者更为直观地了解设计者的思想，促进审美能力的提升，让受众

者赏心悦目。在本文的论述中，笔者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切入点，

讲授中国特有的视觉传达艺术，旨在推动视觉设计艺术的良性发

展。

一、中国传统元素在视觉设计中的分类

（一）传统元素之服装

服装的变化一方面展示民族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展现各个

民族的认知水平及文化。中国文化具有源远流长的特点，而中华

文化中的服装也存在此种特征。不同时期的服装展现每个时代和

民族的特有风貌，更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这些均是艺

术传达中的重要展示。比如，旗袍在展示女性曲线美的同时，也

展现着国人学习外国文化的心理。

（二）传统元素之建筑

建筑的特色既是时代的特色，又展现着不同的时代内涵，让

观赏者欣赏建筑意境的同时，还能使他们了解时代下的政治、文

化等因素。最为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古代的“亭、台、楼、阁”。

这些建筑在展示人们对于人文、自然以及天地认知的同时，也为

视觉传达艺术的设计提供了宝贵的设计思路。

（三）传统元素之动植物

在中国的古诗文中常用的写作方法为托物言志，即通过表象

地描绘动植物的特征展现个人相应的情感及思想。在中国文人的

作品中，有很多的动植物融入其中，起到展现作者思想的作用。

比如，梅花预彰显高洁、傲骨的品格；竹子具有谦虚、向上的品

质等。通过绘画各种动植物，古代文人可让动植物达到良好的视

觉传达效果，这也为现代化的视觉设计提供了新可能。

二、中国传统元素在视觉设计中的渊源

（一）图腾崇拜

在古代由于人们的生产力水平不高，对于自然界的认知较浅，

他们为了解释相应的生活、自然现象，往往选取某种生物，以此

作为精神寄托，或是解释各种现象的依据，由此产生相应的图腾

崇拜。比如，在蒙古，人们将狼作为图腾的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

图腾崇拜被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也成为视觉传达的重要方式之

一。

（二）使用功能

使用功能基于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需要。在中国传统元素中，

某些传统元素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运用在保护某种物件，或

是制造生产中。在原始社会，有些部落将纹饰涂抹在身上，起到

装饰的作用；有些部落将甲骨文刻在龟壳上，起到记录的作用。

这些外在的实用性传统元素是一种视觉传达的方式。

（三）装饰点缀

装饰点缀的目的是为了彰显某种精神品格，比如勇敢、智慧

等。装饰点缀主要是图腾中的纹饰、图画。随着人们生产力的提

升，人们对自然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自然的认知由原来的盲

目想象转变为正确认知和把握规律，并开始摆脱原有的图腾认识，

逐渐将图腾中的纹饰当做一种必要的装饰，美化人们的外在形象，

或是生活场所，满足人们更高的精神追求。

三、中国传统元素在视觉设计中的运用

（一）花纹元素传达多种寓意

古典花纹具有较强的文化特色以及继承性，一方面反应各个

时代的变迁，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各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场景、精神

世界以及风土人情。我国花纹元素在各个时代具有不同的特色，

原始社会的纹样相对简单，奴隶社会的纹样较为粗狂、简洁，封

建社会的纹样较为多样，且具有精巧之美。

在古代有些纹样可以从视觉的角度给人以多种感受，比如优

雅之感、沉静之美等。以花纹为例，花纹艺术可展现生活中的各

个场景，也能运用在各个物品之上，彰显出不同的寓意。如代表

瑞兽的麒麟、龙凤等。与此同时，不同的花纹也彰显着不同的内

涵。比如方格花纹代智慧；黑色花纹寓意着执着、稳重以及深层；

斜条花纹代表着洒脱；红色花纹代表着关怀、热爱。花纹的形式

以及寓意的多样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深刻的精

神内涵。

（二）家具图案彰显生活情趣

家具是古人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展现各个时代社会

发展、人们生活方式及思想情感，凸显出人们的生活情趣。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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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介绍中，笔者主要从具有显著性朝代的明清家具入手。

明朝家具的装饰手法多种多样，且具有不同的寓意。笔者从

设计的思路、表现的技法以及内容三个角度论述。在明朝家具的

设计思路上，工匠更为从整体的角度入手设计局部的家具设计，

形成浑然一体的设计效果。在表现手法上，明朝的装饰以木雕为

主，以五金装饰、镶嵌以及绘画为辅助，让整个家具从视觉上给

与欣赏者大气之感。在表现内容上，明朝家具具有较强的统一性、

和谐型，家具的设计内容多种多样，比如从图案设计而言，明朝

图案有器物纹样、动物纹样、几何纹样、人物纹样以及植物纹样等。

在纹样的选择上，设计者往往需要结合当地的习俗、政治、艺术

等多种因素。总之，明朝家具不重视曲意雕饰，注重兼顾整体的

前提下对局部进行重点设计，展现明朝独有的统一、和谐的生活

情趣。

与明朝家具相比，清朝家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在家具

装饰的内容，以及装饰的主题上。在装饰的主题上，清朝家具主

要表现在龙纹、云纹家具的刻画上。在龙纹家具上，龙的头顶上

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七个大包，其中间的大包较为明显。龙的爪子

并拢，眉毛朝下。整体的身姿较为优美，且呈现出苍劲有力的视

觉之美。在云纹家具上，玉如意成为云纹家具的主要特征，并在

玉如意云纹之下添加几个小漩涡。通过观察发现在清朝前期的云

纹家具中并未出现云尾。在清朝中后期，云如意中发生明显变化，

出现云纹的有序排列，增强图案在视觉上的立体感。在家具内容

上，设计者开始运用多种形式的花纹，除了较为常见的龙纹、云

如意花纹外，开始使用牡丹纹、花草纹、昆虫纹、飞鸟纹等。此外，

在清朝后期，家具上开始展现出传统的图案，比如，菊花、梅花、

竹子以及兰花等等。总之，明清时期的皇家家具在展现当时艺术

水平的同时，也展示着当时皇家的生活情趣。

与明清家具相比，现代家具具有简洁明快、实用大方的特点。

在保证家具质量的前提下，现代的家具更为注重外观的设计、色

彩的选取以及图案的搭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加深，中国家具

设计者开始吸收外国家具的设计理念，注重简约化和层次化。比如，

有些家具使用镂空技术，给与欣赏者以精致视觉之感。笔者认为

我国家具需要深入汲取传统文化元素，并从新的时代出发，构建

出集传统文化与时代性于一体的家具形式，让传统文化赋予现代

生命力，在彰显古人智慧的同时，展现现代设计的简洁大气之美。

（三）剪纸艺术美化家居环境

剪纸又称为剪画和刻纸。在纸的出现后，剪纸艺术随之产生。

从时间而言，我国的剪纸主要运用在大型节庆上。比如，在正月

十五的彩灯、戏曲中主人公的扇面以及新娘子的刺绣上。从空间

而言，我国的剪纸运用在装饰家居中。设计者为了装饰门窗、房

间等，剪纸剪出棚顶花、柜花、喜花等，给人以视觉上的精致之感。

在我国，不同地区的剪纸，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南京剪纸已

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剪纸兼顾视觉和空间的美，让人

感受到镂空的精致。扬州是中国最早流行剪纸的区域，扬州剪纸

主要运用在迎春风俗。在立春之处，设计者剪出多种景物，比如

春钱、花、春蝶等。在中国的扬州剪纸手艺人中，较为出名的是

道光年间的包钧。他剪出的蝶、鱼、虫、鸟形神具备，被称为“剪

神”。在扬州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百蝶恋花图》《百菊图》以

及《百花齐放》。从上述代表作中，我们可以发现扬州剪纸以四

时花卉见长。陇东剪纸主要是指平凉以及庆阳两个地区的剪纸，

具有历史时间长和风格粗犷的特点。不同的区域呈现不同的剪纸

风格，比如，一些地区的剪纸较为古朴拙雅，一些地区的剪纸具

有工整秀丽的特色，还有一些地区的剪纸具有简洁明快的特点。

剪纸的题材多为花卉、戏曲人物、飞禽走兽。这些内容的剪纸多

用于装饰家居，比如吊帘花、箱柜花、炕窑花以及门花等。

（四）水墨画作传达作者情趣

水墨画作兼顾朴素之美与传情达意之用的特性。在画作的创

作过程中，设计者注重从个人的情感和思想的角度设计相应的画

作，采用多种形式，比如留白等，让欣赏者获得视觉以及心灵的

双重美感，真正体现出古代书法深度内敛、藏而不漏的特性。与

之相反的是，在现代的水墨画创作过程中，部分作家吸取水墨画

中的优势，又结合个人的绘画特色以及时代的特点，构建出具有

磅礴性、时代性的水墨画作品。

以《金色长城耀华夏》为例，这幅作品不仅沉雄、丰厚，而

且具有较强的律动感，注重从结构布局以及风水元素角度绘画。

在这个画面中绵延的长城像是一条巨龙，代表根基永固；冉冉升

起的红日预示着视野如日中天；古树松柏具有万古长青以及招财

挡灾之意；山脉则象征着家兴业旺。整个画作使用金黄暖色更为

彰显中国梦由此开展，并有生生不息之意。现代化的水墨画在继

承传统画作优点的基础上，又彰显出现代特色，为水墨画赋予新

的生命。

总而言之，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新时代设计者一方面需要

汲取传统文化元素中的优势，有一方面需要适应现代的发展趋势，

在传统文化元素中汲取灵感的来源，从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寻找创

作的目标，创作出反应时代特色，满足人们精神追求的艺术作品，

让人们感受艺术在视觉以及心理双向的美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

的继承与发扬。

参考文献：

[1] 苗玮 . 探讨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J]. 戏

剧之家，2019（10）.

[2]雷雨甜.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分析[J].

传播力研究，2019（06）.

[3] 柏乐 . 浅析中国传统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 [J]. 山

东工业技术，2019（11）.

[4] 王白石 .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的应用 [J].

艺术科技，201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