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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融合 
◆曹  阳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省长春市  130012） 

 
摘要：目的探讨民间艺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相结合的可行性和具体策略。

方法从中国民间艺术和现代艺术设计的概念出发，结合民间艺术的造型

语言、色彩和地域性，运用一些具体的设计案例，探讨其融合的可行性，

及其差异性，论证民间艺术在许多艺术设计领域的具体应用。结论民间

艺术独特的民族性和丰富性可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借鉴，两者有机结合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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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发展到现在，已经从 初的存在形式逐渐丰富起
来，不仅具备基本的实用性，更强调要承载一定的情感内容，具
备生命力和感染力，能够使人们在情感上获得满足。这对艺术设
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设计、艺术和情感要求。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
中，设计师们发现，民族色彩强烈的民间艺术，无论是形状、颜
色还是特征，都具有童稚的天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真情，具有
无穷的魅力，这正是现代艺术设计所缺乏的。在这一发现的指引
下，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尝试将民间美术融于艺术设计，取得
了可喜的成果。 

1 中国民间美术概述 
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民间美术产生于民间，是劳动人

民在生产劳作、民俗活动中将物质与精神有机结合的产物。在中
国辽阔的土地上，民间艺术得到了充分的营养，形成了年画、剪
纸、木偶、风筝、蜡染、扎染、绞染、彩印布、刺绣、锦绣、皮
影、泥塑、面塑、花卉图案、灯笼、砖雕、石雕等多种绚丽多彩
的门类。工艺品、木雕、泥塑、陶器、陶器、香囊、布虎、面具、
游戏。竹编、草编、褐编等。无论哪一种美术形式都从不将自身
局限于艺术范围，也不过分追求艺术美，而是包含着深刻的寓意
以及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希翼，彰显着劳动人民独有的
情感、人生观、生活经历，是一朵朵美丽的“民间美术之花”。 

2 现代艺术设计概述 
设计是以视觉形式传达计划、计划和假设的过程。作为设计

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艺术设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
会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结合纵观艺术设计，其有着相对独立的学科
和门类，但同时又包含诸多因素，具备强大的综合性。与传统艺
术不同，艺术设计主要包括平面设计、环境设计、多媒体设计、
服装设计、工艺美术制作与设计，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艺术设计过程中，设计师不仅要为设计而设计，还要对设计对
象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和人文地理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和理解，
将艺术设计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为人们的生活增添色彩。 

3 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相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19 世纪后半叶，人类逐步认识到自己已经进入到了现代社

会，并开始对自身的成长环境和社会角色进行审视与担当，开启
了世界现代艺术的发展之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现代艺术从
人类生活的具体环境和生产实践过程中壮大起来，促进了现代文
明和文化艺术的良性发展。进入 21 世纪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
深入，让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拥有时代特点的现代艺术
设计成为了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方面。但深入我国的艺术设计
领域，不难发现与国际水平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很多设计作品模
仿痕迹明显，缺乏创新和自身特点。如果没有站在全球化的视野
下审视自身，探寻能够凸显中国特色的设计元素，只是一味地采
取“拿来主义”，盲目追随世界潮流，我国的艺术设计将无法立
足于世界。民间美术起源于千百年前的中华大地，与劳动人民的
生活生产紧密相关，在长期的发展中始终保持着艺术创作原本所
追求的素雅与质朴，有着广泛性、普及性、民族性等特点。这些
特点恰恰与现代艺术设计之间具有某种继承和发扬、纯粹和理性
的参照效应清醒、客观地认识我国传统民间美术中的精华，将这
一国人引以为豪的优秀文化与现代艺术设计相融合，能够碰撞出
独具魅力的艺术火花，保持艺术设计的民族性，促进二者的和谐
共生，让具备民族特色的艺术设计从中国走向世界，走向辉煌。 

3.1 民间美术造型语言与现代艺术设计中的融合 
民间美术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是随着心情变化进行

的随意创造，在具备一定真实性的基础上，有着一定的创造性。
在某一个民间美术作品中，可以同时将物体的几个特征进行综合
与创造，以更好地传达情感。民间美术的造型形式大多崇尚圆满，
讲求对称和阴阳对比等，既形态完整又独具韵味，加之后期的润
色与完善，常常给观者以独特的情感体验。将这一特点与现代艺
术设计相结合，必将丰富现代艺术设计的形式感和艺术性，提高
其价值。 

3.2 传统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差异 
传统民间艺术的起源不同于现代艺术设计。前者来源于群众

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后者来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所以他们
有不同的追求。传统民间艺术更注重实践性、美学性和民俗性，
强调物质与精神的有机统一与融合，强调人性化的精神追求，表
达了原始本能和情感思维的内在追求。毕竟，现代艺术设计是在
现代工业生产的背景下产生的。它追求更多的商业价值和利润，
尤其是艺术设计带来的经济性、社会性和高科技。传统民间艺术
更注重实用性、美学性和民俗性。这些特点也不同于现代艺术设
计的主要方面。就实用性而言，人们的衣食住行中都可以窥见传
统民间美术的身影，它是人们在实用基础上产生的精神需求。就
美学而言，传统民间艺术体现了人们的精神审美需要，是区别于
现代艺术设计的 大特征。 

美术的审美价值。就民俗性来讲，传统民间美术很多都是来
自于民俗活动，比如说风筝、年画等，并以物化的形式来传承并
发展民俗风情。现代艺术设计更注重经济性、社会性和高技术性。 

综上所述，传统民间艺术与现代艺术设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
差异，但也存在着内在联系，可以实现本质的整合。它们是同一
起源的艺术形式。传统民间艺术可以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丰富的
创作营养，拓展现代艺术设计的思维和创造性。现代艺术设计绝
对可以借鉴传统民间艺术，因为简单的民间艺术风格是现代设计
追求的风格。我们要端正对传统民间美术的学习态度，巧妙地运
用现代艺术设计形式，使二者在差异中寻求融合， 终以传统民
间艺术为基础，创造出更有活力的现代艺术作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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