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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牛年春晚上，时装走秀节目《山水霓裳》

在宛若幻境的景致中展现中国服饰之美，引发关

注的同时，也让“中国风”再次成为热议话题。不

单单是服饰设计，近年来，在动漫、游戏、建筑、广

告、工艺美术等各个设计领域，都不约而同地涌

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挖掘和对中华美学

精神的演绎。民族传统与现代时尚碰撞，形成强

劲的“中国风”设计潮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

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形象呈现在大众面前。

鲜明的文化自信、主动的设
计意识和开放的市场视野，成就
“中国风”设计新潮流

早在 17 到 18 世纪，伴随东西方之间的贸易

往来和文化交流，带有独特东方韵味的刺绣、陶

瓷等中国工艺品深受西方世界欢迎，其纹样、色

彩、工艺技法等对西方的绘画、建筑、工艺美术

设计、服装服饰设计产生深远影响，以至于在后

来流行的巴洛克艺术、洛可可艺术中都能看到

中国艺术风格的影子。

在这之后，“风从东方来”的现象时有发生。

中国的民族服装、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哪吒闹

海》等，都曾以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独具魅力的艺

术形式赢得世界目光。成立于 1956 年的中央工

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校宗旨就

是为了将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装饰艺术融入现

代设计，以庞薰琹、张光宇为代表的先行者拿出

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我国设计教育和设计行业的发展，结合本土元素

进行商业设计的探索渐渐出现。1992 年深圳举

办中国首届“平面设计在中国”大展，其中一些代

表作品既体现出对国际现代设计潮流的融入热

情，也表现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意识。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华文

化的魅力和影响力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传统文

化“跨界”参与当代艺术设计、融入现代文化潮流

的优秀实践大量涌现，一股新的“中国风”已成设

计风尚。无论是时尚大牌对传统织锦工艺、祥云

图案、青绿水墨的娴熟运用，还是动画电影《大圣

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中融合传统魅力与年轻

活力的视觉风格，抑或是电子游戏从角色、场景

到道具对神话题材的审美挖掘……这股“中国

风”既不同于几百年前在欧洲流行的异国情调，

也与近几十年来对工艺美术现代道路的探索不

尽相同。其最大特点表现为鲜明的文化自信和

主动的设计意识，是在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

层的理解和把握之后，立足当代社会生活，结合

现代设计理念的创造创新；这股“中国风”也普遍

更具市场视野，对时代脉动和受众需求更敏感，

更具融合、跨界的特质，自觉运用新理念、新技术、

新工艺体现设计之美。

超越“形”的借鉴，做到“意”
的延伸，进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
神和思想深处

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形成了一条未曾间断

的传承脉络。对“中国风”设计来说，这是一个

拥有丰富形式、深刻内涵和无穷魅力的中华文

化资源宝库。文献典籍、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

叙事资源浩如烟海，书法、绘画、篆刻、雕塑、音

乐、戏曲、舞蹈等艺术形式各有千秋，建筑园林、

染织服装、器物用品等工艺美术数不胜数……

面对如此庞大的资源库，如何取用，怎样转化，

以什么样的设计方法呈现怎样的视觉语言，尤

其考验设计师的眼光与功力。

以中国元素为抓手，焕发经典元素的活力。

所谓中国元素，是指经过漫长的历史凝练而形成

的、具有典型中华文化内涵的元素，如极有辨识

度的汉字、水墨、书法、青花瓷、京剧脸谱等。“中国

风”设计一般以中国元素为表现形式，但这种表

现不是简单堆砌与罗列，而是力求地道、考究，还

要充分挖掘转化活化的可能，使其成为设计创新

的活跃因子。电影《黄金时代》海报设计中，宋体

字的撇捺横竖点成为人物行走的森林，意指电影

的主人公们在文学文化的世界游走、抉择、冲撞，

汉字的间架美感与文化气息跃然纸上。2008 年

北京奥运会会徽“舞动的北京”，设计形式来源于

篆刻肖形印，篆刻艺术刚柔并济的力道、中华文

化悠久的历史、北京开放的姿态、人物奔跑的动

感，多重意蕴融于一方印中，大气庄重又充满活

力。这些都是巧用中国元素、将传统韵味和现代

气息相结合的优秀案例。

以中华美学为基础，营造深具传统韵味的

意境。一些设计尽管没有使用明确的中国元

素，但因为传递出中华文化所特有的意境，依然

被称作“中国风”。中国色就是这种意境的一个

重要来源。中华传统艺术和工艺美术数千年来

积淀了极具特色的色彩体系。和西方更注重光

线作用下的“明暗”不同，中国传统色彩通常建

立在原始色彩基础上。朱砂、霁色、秋香、铜绿、

藕荷、青莲，这些传统颜色尤其体现自然和谐之

道，饱满淋漓与含蓄蕴藉并行不悖。宋代青绿

山水画中抽象而悦目的石青、石绿，王希孟《千

里江山图》中古绢的棕黄色与鲜艳的矿物颜料

的奇妙相称，甚至连岁月与时间也是这种色彩

印象的参与者——敦煌艺术鲜艳的色彩经过时

间雕刻呈现出特别的东方韵味。而今，经过现

代设计理念和社会生活的“洗礼”，传统色彩在

设计师手下继续绽放美感。曾经在敦煌壁画中

大放光彩的颜色被用于手机产品设计，给人一

种时光倒流、梦回敦煌的视觉感受。

以精神思想为旨归，实现形神兼备的继承转

化。真正有生命力的“中国风”设计，一定是植根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设计。传统中国的哲学

与文化中有许多与现代生活和现代设计相契的

地方，比如对于天人合一、大道至简、雅趣天成、自

然素朴的追求，强调少即是多、不要过多人为修

饰的思想，就与现代工业设计追求简洁精致的美

学不谋而合。这也意味着对传统的挖掘运用要

超越“形”的借鉴，做到“意”的延伸，进入中华传统

文化的精神和思想深处。设计过程离不开对各种

书籍文献的学习与查证，深入学习和体会中华传

统哲学、美学等文化精髓，追求理论与实践结合，赋

予视觉语言以更厚重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意蕴。

寻找新语境新入口，让流动
的传统对接生动的当代

生活是设计的源泉。现代艺术设计与我们

的生活紧密相连，只有结合衣食住用行的社会

生活，才能拉近设计与受众的关系。历史地看，

许多民间艺术和民间工艺之所以能流传至今，

基本上都离不开与社会生活的结合。剪纸、皮

影、泥人、年画等表现出来的丰富的装饰变形、

艳丽的色彩、吉祥的寓意以及大俗大雅的审美

取向，背后就有深刻的大众审美需求和心理基

础。“万字不到头”“喜相逢”“祥云吉水”等民间

艺术的图案样式，也寄寓人们朴素美好的生活

愿景。民间工艺中广泛应用的烧制、染织、缂

丝、珐琅、彩塑、镶嵌等传统技法，更是因为普遍

的生活生产需要而延续至今。

这些提醒我们，今天的“中国风”设计不能

满足于新人耳目，还要走近大众，结合并且融入

当代生活，在新的语境中实现设计功用、激发文

化魅力。故宫文创之所以能成为国内文创设计

的“网红”，正是由于其既呈现文物之美，亦呈现

文物之趣，表现文创的历史文化意义，也挖掘文

创 的 日 常 实 用 价 值 ，真 正 把 设 计 落 到 了 生 活

里。即使是甲骨文这样古老的文化符号，通过

创 意 设 计 ，也 能 激 发 出 活 化 传 播 的 诸 多 可 能

性。近年出现的甲骨文设计字库、甲骨文表情

包以及大量有趣的文创产品、交互设计，充分结

合现代设计语言和媒体技术，调动起年轻人对

古老文字及其文化内涵的运用热情。

寻找新语境、新入口因而尤为重要。传统

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随着时代变化发展不

断形成新的内涵与形式。要想让流动的传统与

生动的当代对接，就得有意识地突破，让传统文

化元素与不同文化语言融合重构。草书与涂鸦

混搭、水墨与游戏海报结合、文物国宝与科技产

品联手……有了不拘一格的融合尝试，才能找

到设计与当代社会新的沟通方式。同时，也要

突破艺术与技术以及手工设计与数字化、产业

化之间的界限，给设计注入科技含量。善于借

助产业力量，让大众在更多样化的中国风作品

中感受设计之美。

客观地说，中国风设计要想成为一种极具

识别性的、广泛认同的、真正融入人们生活的设

计风格，还有一段路要走。除了需要在挖掘传

统上下功夫，还需要设计思维方法的训练和设

计教育体系的完善，系统提升设计师对东方设

计美学与设计方法的认识，需要更多领域更多

行业的合力推进。如此，才能让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得到更有力的彰显和更广泛的传播。

（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制图：蔡华伟

图①为电影《黄金时代》海报（局部）；图②
为甲骨文镂空绘图模板。

艺术设计“中国风”—

让传统的成为时尚的让传统的成为时尚的
陈 楠

近 年 来 ，影 视 行 业

与 互 联 网 产 业 深 度 融

合，网络视频平台成为

影 视 剧 播 映 的 重 要 渠

道，影视作品亦成为网

络平台重要的内容资源

和流量入口。对互联网

思 维 和 技 术 的 统 筹 运

用，正深刻改变着影视

艺术的呈现形态、创作

观念和生产实践。

在 创 作 生 产 阶 段 ，

大数据挖掘可以为影视

项 目 开 发 提 供 有 效 参

考。通过对各类大数据

进行量化解析，能够洞

察市场需求、描摹受众

画像、明确创作定位，帮

助制作方设置主题、优

化剧本，确定影像、音乐

和剪辑风格，并找到合

适的导演和演员。在网

络 剧《长 安 十 二 时 辰》

里，扮演“张小敬”的演

员 ，就 是 通 过“ 人 工 智

能+大数据”，综合评估

演员的外在形象、与角

色的匹配度和过往作品

表现选出的。很多平台

上线的“剧本智能评估”

系统会智能生成剧情曲

线，展示戏剧冲突的高

低起伏，并以此辅助验

证剧情节奏、情节设置

的合理性。

在播出上映阶段，

根据用户特点制定精准

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

已成为多数影视项目的

常 规 操 作 。 相 比 于 电

视，网络平台能根据不

同年龄、性别、地域、职

业的用户进行影视内容

的个性化推送，并为不

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影

视剧挑选不同的发行和

排片方式，不断延伸产

品与用户之间的触点。

尤其在短视频平台上，

这 项 技 术 被 大 规 模 应

用。在算法的驱动下，

系统将决定何时、何地、

向何人提供何种内容，从而更为高效、精准地触达目

标用户，让“人找内容”变成“内容找人”。不仅如此，

网络影视日益与文学、教育、电商、文旅、游戏等领域

进行跨界合作。例如，网络剧《穿越火线》与同名游

戏充分联动，纪录片《风味人间》打造“风味美食联

盟”，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推出“边看边买”模式

等等，为影视产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供了便利。

在用户观赏阶段，平台能够全程监测影视内容

的播映情况，为内容再生产提供强有力的反馈和参

考。传统媒体受技术所限，往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

能得到反馈，网络平台可以实时采集用户数据；平台

上发生的搜索、拖拽、倍速、跳出、回看等观看行为，

弹幕、评分、评论、转发等评价信息，以及相关联的原

作阅读、主题曲下载、二次创作等其他行为，能够帮

助平台及时调整内容编排，优化用户体验。除此之

外，由于影视内容在网络空间中能够被长期储存、随

时调取、随手分享，有可能凭借“长尾效应”获得持续

的影响力，电视剧《我爱我家》、央视版四大名著电视

剧等作品在视频网站上的再次翻红，即是例证。

对于影视产业而言，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

是辅助性角色而不是决定性因素，应当警惕并防止

唯技术、唯数据、唯市场而罔顾文艺创作规律的倾

向。随着 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科技应用的不断

深入，影视创作生产将沿着智慧化方向转型升级，传

统影视行业的生产机制、组织架构、流程工具将获得

系统性改进。用好互联网，为影视产业提供发展机

遇和创新动力，从而构建开放、智能、协作、共享的产

业生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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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牧骑的孩子》（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是作家鲍尔吉·原野又一次以文字的形式

回到故乡，但是这一次不同于以往，他回到了故

乡的最深处——童年。童年是作家心中一块珍

藏的宝地，那里有代表着善良、纯真、美好的童

心。作家期望小读者们从铁木耳、金桃、海兰

花、巴根和江格尔这五位少年身上读到童心的

可贵、人生成长的悲喜，当然还有大自然的奇妙

和独特的地域风情。

鲍尔吉·原野在下笔之前也曾苦苦思索如

何让这五位少年跃然纸上。最终，他唤起了自

己内心的那位少年。在小说后记中，他深情回

忆自己与父亲、母亲相伴的生活。于是，从开篇

第一章《神鸟落在珊瑚树上》，我们就仿佛看到

一位俯下身子、蹲在孩子身边，手自然搭在孩子

们肩头、微笑着听他们诉说的“原野爷爷”；同

时，在五位少年的身上也总能看到作者的童年

身影。

对于小读者来说，小说所描画的蒙古草原

的假期生活是一场充满新鲜感的探险之旅，可

以跟随五位少年的脚步穿越红嘎路沙漠，奔跑

在白银花草原上，攀爬于哈布奇拉峡谷间，纵情

领略大自然的美好。但少年的成长不能没有精

神力量的指引，优秀的儿童文学创作总是能够

建构起正向的精神引导。这种建构不是一件披

在故事上的外衣，而是自然融化到故事的情节

中、细节中，人物的情感中、言行中。从这个意

义上说，《乌兰牧骑的孩子》这本小说写出了孩

子们眼中、心中真正的英雄。孩子们在这个假

期中的奇遇与收获、经历与成长，正是受到这些

“平凡的英雄”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正是小说另一条重要的叙事线：五位少

年的父母都是乌兰牧骑队员，五位少年的假期

正是因为跟随父母下乡服务而具有了非凡意

义。这次下乡，使孩子们有机会用清澈的眼睛

观察人与自然的相处，用纯真的童心感受人与

世界的深情厚谊。以前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父母

能歌善舞，但真正下乡以后他们才知道自己的

父母有多么了不起。乌兰牧骑队员深入草原牧

区，不仅为牧民们带去欢歌笑语，还带去力所能

及的帮助：帮助他们运草、拉草、捡粪；给牧民们

理发、画像、按摩；给羊泡药浴、杀虫，宣传科学

知识；为牧民们展示图文并茂的期刊，介绍外面

的世界；给他们播放半导体收音机，让他们听到

北京的声音……在父母的影响下，孩子们也认

真劳作，帮忙捡粪、拉草；为了给花兰奶奶凑钱

买药主动捡羊毛……在平凡的劳作日子里，在

乌兰牧骑队员们每一颗辛勤的汗珠里，孩子们

看到了父母们的伟岸身影——那就是英雄闪光

的样子。作家从个人角度生动记录下牧民们平

凡悠长的过往岁月，表达出孩子们对每一位乌

兰牧骑队员的敬仰之情。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还能为孩子们提供语

言的滋养。长于散文创作的鲍尔吉·原野在语

言使用的丰富性、灵活度、充盈感上有自己独特

的优势。在这篇献给孩子们的小说中，这种优

长被不遗余力地发挥出来。仅仅以对天空的描

画为例，少年江格尔眼中的云“像巨大的白象，

把长鼻子卷进肚子里，连续不停地向前翻滚”，

而巴根眼中的云却是“一群鸟笔直地飞进路旁

的苹果树里”，孩子们眼中沙漠的天空“像分成

十层的溜冰场，每一层都有白云滑行，它们和上

一层的白云互不冲突，各走各的路”……

在小说结尾，五位少年不得不跟随父母离

开白银花村，他们一步三回头，眼泪沾满面颊。

这仅是他们人生中需要经历的无数次离别的一

次，但整个夏天的记忆或将伴随孩子们一生。

那“用目光做的绳子”牵引着读者，这里有情、有

爱，更重要的是有纯真的童心。这是一本能让

小朋友爱上自己家园、爱上自己生活的书，也是

一本让大朋友思考如何“爱”的书；它是一本以

日常化的叙事视角书写乌兰牧骑队员英雄历史

的书，更是一本为孩子们找到英雄的书。

讲述乌兰牧骑的故事—

让孩子们看到英雄闪光的样子

韩文淑

用好互联网，为影视产业提供
发展机遇和创新动力，从而构建开
放、智能、协作、共享的产业生态
格局

核心阅读

传统文化“跨界”参与当
代艺术设计、融入现代文化潮
流的优秀实践大量涌现，一股
新的“中国风”已成设计风尚

真正有生命力的“中国
风”设计，一定是植根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设计

要想让流动的传统与生
动的当代对接，就得有意识地
突破，让传统文化元素与不同
文化语言进行融合重构

①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