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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美的构成要素 
——以中国民间传统艺术元素为例 

宁泽坤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250300） 

摘要：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中处处都离不开设计，而艺术设计美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艺术设计创作和纯艺术的物质形态不同，
艺术创作是经过了物态化的形式美。本文以中国民间传统元素为例探索艺术设计美的构成要求，首先概述了艺术设计美的原则，进
而对民间传统元素的概念、分类、艺术特征进行概述；最后探索了中国民间传统元素在艺术设计美中价值的体现，进行总结并得出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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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社会发展，艺术设计的审美层次也随之提高，设计

作为综合性的学科，艺术设计美也涉及到了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

面，在市场、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设计美

的构成要素也囊括了设计中的多个方面。 

一、艺术设计美的原则 
（一）功能原则  

设计往往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存在，其根本是实现设计

合理性物化的基础。在现代设计的多元化技术元素中，对设计精髓

的把握尤为重要。因此，和设计的材料、结构等因素相比较，功能

性原则是设计的核心。设计者在进行设计的时候，需要首先明确其

作品的功能性，才能更好的确定设计方向，达到真正科学合理的艺

术设计美。 

（二）经济原则  

设计需要投放市场，因此，需要综合评判市场也就是消费者的

需求，满足其实用性和审美性，体现出产品附加值的经济原则。适

合市场适销对路，符合经济原则的设计产品才是符合艺术设计美原

则的优秀设计。 

（三）创新原则  

创新原则也是艺术设计美的重要原则，在新的时代，创新不仅

指设计理念，还有对设计思维的创新，结合各种新技术和材料，设

计师需要适应社会的变化，更新设计语言，达到设计作品的多样化

和丰富性。达到新时代所要求的艺术设计美。 

二、中国民间传统艺术元素 
中国民间传统元素是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艺术，根植于中国独

有的民间文化且与民间生活密切相关，能够满足人们思想和物质上

的双重需要，因此可将其定义为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土壤中，劳

动人民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和审美需求而创造的艺术，它包括四

类民间传统元素：第一类绘画，涵盖农民画、绘刻年画等元素；第

二类雕塑，涵盖泥塑、木雕等元素；第三类剪纸；第四类演具，涵

盖木偶、皮影等元素。 

（一）中国民间传统艺术元素的概念及其分类 

1.农民画 

农民画代表着我国传统的农民群众创作的艺术作品，其画作的

内容与农民的生活和劳作息息相关，反映出最真实的农民现况。农

民画的创作风格更贴近于生活，而且因为农民没有接受过系列的美

术培训学习，所以其画作表现风格比较独特，能够大胆地展现自己

的心理向往和思想感情，属于感性画作。农民画最能体现农民的生

活景象和乡村情调，并且区别于西方传统画作展示出更加夸张和感

性的含义，用最淳朴的画作风格来流露内心情感。 

2.剪纸 

剪纸是中国最具吸引力和独特魅力的民间传统艺术形式之一，

它有超过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大多数作品是通过用剪刀或雕刻刀在

纸上切割图案或雕刻来完成的。剪纸作品主要由民间艺术家进行创

作，并且图案生动色彩丰富，它主要反映了民间艺术家的日常生活

以及他们对日常生活的看法。因此剪纸的大部分纹样是动物、植物、

人物和生活场景，将纹样进行融合以及重组，用以驱邪纳福，具有

强烈的民俗特色。 

3.泥塑 

泥塑，俗称“彩塑”是中国天津市、江苏省无锡市、陕西省凤

翔县、河南省浚县的传统民间艺术。它具有广泛的创作主题，或反

映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或基于民间故事，舞台戏剧，或直接取材

于著名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图像，例如《水浒传》、《红楼梦》等。它

使用泥浆塑造角色的总体形状和表情，然后仔细刻画角色的着装，

最后使用传统的中国工笔画手法为作品上色。所以，泥塑的艺术体

现有“三分塑七分彩”的说法，泥塑本身只是一个没有神色的作品，

只有通过上色涂彩才能将艺术特征表现得更加形象生动。也要经得

起历史的考验，不能因为时间长而出现色彩淡化或者泥塑干裂等问

题。泥塑作品表现出的是一种传统的艺术元素，众多作品都非常有

端庄厚重的艺术特色，特别是上色的方式和体现出来的色彩都具有

可传承性，用鲜明独特的色彩来展现真人面貌，固有“一如真人, 强

似真人”的美誉，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 

（二）艺术特征 

1.传承之美 

所谓传承，是指事物出现后不断的创新和发展，而且这样的创

新和发展不会受到空间领域的限制。中国民间传统元素跟传统文化

一样，在历史的演变中非常注重传承性，从古代民间元素的起源到

现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宋、元、明清数千年的岁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那些多种多样、

题材广泛、惟妙惟肖的装饰纹样就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代表着不

同民族的生活及文化特点，有着极强象征力和生命力。但是在传承

过程中会受到朝代的社会文化形态而出现一定的创新和演变，因此

反映在民间传统元素上的时代精神也不同。不同朝代时期具有不同

的民间传统元素，而同一民间传统元素在不同时期都可以包含不同

的内容。 

2.生活之美 

中国民间传统元素来源于民间，是广大劳动人民通过对日常生

活的积累感悟创造的艺术形式。其艺术题材反映了最普通的民间生

活，并且与人们的衣着、饮食、生活和交通密切相关，代表人们追

求和向往美好的生活。例如，普通人民运用剪纸或农民画再现劳动

的场景、节日活动，从而表达出丰收的愿望和期许以及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 

3.形态之美 

惟妙惟肖的泥人，生动逼真的剪纸，涉笔成趣的农民画，民间

工匠利用高超的技巧创造出传神真切的的艺术形态，并呈现出丰富

的生活感受，这也寄托了工匠们的内在情感。各种形式的民间传统

元素强调对美好生活和自由的渴望，而创作民间传统艺术时，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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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搭配和使用色彩，因为赋予人第一直观感受的

就是它的视觉冲击力。这不单体现了工匠对艺术的追求，也体现了

匠人淳朴、直爽的的审美，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三、中国民间传统元素在艺术设计美中价值的体现 
“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是中国民间传统元素的主要特征之一。

中国民间传统元素代表着我国传统文化的遗产财富，也是代表着中

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文化传承的证据。它的文化精髓创造了一个拥有

精美装饰和形状的吉祥环境，消除了各种民间禁忌，以此祈祷生活

吉祥安康顺遂。 

（一）美好的象征意义 

中国民间传统元素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其在历史长河中沉

淀，有着广泛的题材、深奥的内在、多种多样的形式以及深厚的文

化底蕴，悠久传承至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他的

艺术元素都难以替代。而在其灿烂的艺术形式下埋藏着的是中华民

族渊博的文化底蕴以及思想情感，是中国民族文化所独有的风格特

点，如剪纸中的石榴就象征着多子；泥塑中的灯笼象征着吉祥平安

等，独具特色的东方传统民间元素魅力在世界艺术之林中正闪闪发

光。 

（二）吉祥的祈福寓意 

“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无论是装饰图案还是

装饰画，“吉祥”都是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的恒久不变的主题，表达

人们拥有理想色彩，对未来的希望和祝福。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喜

庆、重视吉祥、讲求幸福愉快的国家这一现象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

面。而且从传统的吉祥寓意图案来看，其在色彩上有很独特的体现，

通常是鲜艳且精彩纷呈，体现出当时的审美风格，也展现祈福的文

化寓意，中华民族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

现。 

四、中国民间传统元素在艺术设计中的运用启示 
（一）固本培元 

“本”即“根本”，“元”即“元神”，指的是最基础的层面。

固本培元的意思是将最基础的层面进行巩固牢靠，但是要将“元神”

培养和传承。在设计领域，一个设计者如果要运用中国民间传统元

素来进行作品设计，就必须对中国民间传统元素进行全方面的深入

了解。一旦这个功课做得不到位，就难以领会中国民间传统元素的

文化内涵，自然就会运用失当。如果在艺术设计中，平面上的内容

或者图案出现违和，就会将错误的信息通过不合格的设计作品进行

传播，会造成设计的失败。还有一种就是设计者没有对中国民间传

统元素的根本含义进行巩固和理解，即使是元素与设计表达的主题

结合得当，但也会出现元素和主题的联系不紧密，导致受众难以感

受设计作品的真正意涵的问题。因此，为了将中国民间传统元素准

确恰当运用在设计中，必须要从根本出发，培养设计者对民间传统

元素的根本意涵的认知，并不能失去了“元神”的培养。 

（二）扬弃继承 

因为中国民间传统元素和各类文化丰富多彩，所以不可能将所

有的元素和文化都进行传承和发扬，而且不是所有的民间传统元素

都适应当前的社会背景。因此，在运用中国民间传统元素在设计中

时需要做到“扬弃继承”，将适合当前社会文化背景的以及符合优

秀文化领域的元素准确运用在设计中。正如习总书记曾说的“对我

国传统文化，我们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一些民间传统元素

的运用过程中要善于识别优秀的中国元素部分，并不一定所有的民

间传统元素都是优秀的。包括文化领域的一些习俗习惯，在古时候

是属于必须和不违道德的，但是在现今看来则比较繁琐复杂的就需

要去繁从简，继承习俗含义，但是简化和优化流程来适应当下。 

（三）创造转化 

创造转化成为中国民间传统元素运用在设计上的提升手段，将

元素通过合理的创造和转化，使之更适应当前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首先，要将民间传统元素在运用时和现代的设计元素进行融合转

化，让传统的元素衬托现代元素来提升表现力，又吸引受众的关注。

其次，个人作为社会个体，要对民间传统元素的理解进行一个“加

工”和“转化”，在解读运用民间传统元素来设计的作品时，需要

主动了解优秀的传统美德和真实的元素含义，从而指导我们做出正

确的行为反应。最后，在运用中国民间传统元素进行设计时需要注

重内涵的转化效果，站在受众的角度来理解元素含义和设计作品表

达的效果，才能辩证广告作品是否能够达到公益宣传的效果。 

（四）深入挖掘 

要想在作品中正确运用中国民间传统元素来提升广告效果，必

须要在元素运用时注重深层次含义的挖掘，将元素与主题完美契

合，切忌元素符号的简单堆积。因此，在运用民间传统元素进行设

计时，首先要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民间传统元素

有正确的认识，准确理解中国元素的内涵和外延，打好文化基础等

等内容，做到充分掌握元素本身的全方位知识。其次，在设计作品

的开始，需要深入挖掘中国民间传统元素的定义，要理解民间传统

元素不代表中国的传统元素和文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能将两

者进行混淆运用。最后，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民间传统元素被运用于

设计作品时，必须要辩证其发展趋势，要善于回顾发展历程和出现

的问题，深挖其中表达不当的地方，进而深入理解元素表达的更深

层次寓意，才能继续传承和运用民间传统元素在更多的公益广告设

计作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结语 
文章主要对中国民间传统元素在设计中的运用进行了研究，并

以《讲文明，树新风》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为样本，对此样本中运用

中国民间传统元素的巧妙之处进行解读，从而探讨今后在公益广告

设计中运用中国民间传统元素的方法和启示。中国民间传统元素的

运用使得公益广告作品更容易走入群众的视野，也更容易在传统文

化背景下引起共鸣，从而达到良好的广告宣传效果，这还能促进民

众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理解与认知。通过论文的研究结果，发

现中国民间传统元素体现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价值财富，也

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结晶，所具备的文化和艺术内涵能够

帮助公益广告设计领域推出更新奇更有趣并且更有文化底蕴的作

品，从而发挥公益广告的真正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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