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装饰图形的创新设计



    传统图形的创新设计是建立在传统图形的基础上，经过二元再设计
具有现代时尚特征的图形。

       设计关键在于“现代”，它不是简单挪用、模仿传统图形，而是在
保留传统图形的神韵与特征的基础上，重新组建崭新的图形。

3. 组合共生

 （1）“形”与“形”的填充

即图形的互相填充，也就是几种图形同时出现，互相衬托。



◎扑克图形创新设计

       这个系列的扑克牌图形设计以传统的富贵牡丹、喜鹊登
梅、水纹、云纹组合而成，传统图形与现代的扑克图形组合
共生，时尚中体现着传统的韵味。



◎宝葫芦图形设计 



◎时尚的“一团和气” 
       作者运用各种现代流行的时尚图形，填充在传统的“一团

和气”图形中，让传统图形更加活泼、时尚。



◎南狮图形设计 
       南狮亦称醒狮，通常是在桩阵上进行比赛，在我国广东十分
普及。南狮造型夸张、颜色亮丽，具有强烈的吉祥、喜庆色彩和
气氛渲染能力。图形在设计上将云纹、水纹、鱼纹、如意纹、卷
草纹与南狮形象自然结合，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



◎七巧板与民族风情的文字的设计 
       运用彝族织带的几何式图形与七巧板的几何形相结合，对中
文数字字体进行设计，艳丽的色彩使图形充满民族特色。



◎“四神兽”图形设计 郭锐壮
       设计寻找原图形中共同的特点，
进行叠加、夸张，个性鲜明，让图
形识别性强，观者印象深刻。

 （2）“形”与“形”局部置换

 置换是一种“形”与“形”之间的关联，通常通过物与物之间的
同音、同义、同形来进行意念的传达。



◎双喜图形设计 陈雪华
       设计将图形的关键部分进行图形置换，运用吉祥如意、祥云、回纹展现双
喜的喜庆图形的魅力，这种添加的表现手法，再加上运用平面构成原理与设计
方法，使产生的新传统图形具有鲜明的个性和较强的时代感。



        国外的各种品牌纷纷进入中国，为了能打开市场，
它们都纷纷采用“洋品牌、本土化”的宣传方式。



◎七喜新年形象图形设计 
       龙代表着吉祥含义，这一款七喜新年标志图形的延展设计，
以龙为创作原点，意图表达七喜这样一个洋品牌在中国新年的

节日形象。





 （3）“形”与“形”的转化

 即将一个图形的形态演变并转化成为另一个图形。这种设计手
法需要对原图形的形态、结构进行变化，使其形态上符合另一个图形。



◎“四艺”窗格字体设计 
       此设计在形态上取中国苏式建筑的窗格形象，将“琴、棋、书、画”四
字的笔画进行重叠、夸张，使字体达到“神似形非”的视觉效果。窗格与琴、
棋、书、画同是文化与艺术的代表图形，选择这两种元素进行组合共生设计，
使两个图形不仅在形态上完美结合，在意念上也达到交相辉映。



 （4）“形”与“神”的组合

即在两个图形之间，取一个图形的神态特征，运用在另一个图形上，
所形成的图形具有自己独立的形态，同时存在另一图形的神韵，这种组合
与共生的表现形式，要求两个图像间在形态上具有相似之处，达到形神兼
容。



◎“福、寿、禄、和”与骰子的设计 
        作者用骰子的元素，对“福、禄、寿、和”进行设计，意图表现
爷爷奶奶们追求健康、娱乐丰富的生活状态，设计立意幽默、活泼。



◎藏族运动形象指示标识设计
        该设计提取了藏族文字的笔画特征，将藏族文字刚劲有力的笔触与运动中
的人物力量巧妙结合，生动演绎了各运动项目的形象特点。



◎彩陶纹饰的字体设计 
        该设计将彩陶纹饰的典型基本形态，巧妙地运用在“风、木、
水、火、土”这几个远古时期人们关注的文字笔画当中，两者组合自
然、生动。



 （5）“形”与“意”之间的传达

即采用创意手法进行意念传达的创新设计方法，设计时强调图形的创意
构思。



◎“穿越古今”系列图形设计
       设计采用卷草、藤蔓图形，演绎
出现代汽车、热带鱼、摩托车的动感，
图形时尚、张扬，似古似今，真正表
达出了古今的穿越。



◎“花猫”系列图形设计 
       设计采用凤翔泥塑的纹饰特点，对极具现代感的猫咪
图形进行装饰，充分表现“花猫”的形象特征。



◎福娃新气象 
        设计将无锡惠山泥人的福娃形象与现代发饰、帽子相

结合，意在展现福娃与时俱进的时尚形象。

恰当、准确的联想，可以使作品具有另一种更为深厚的内涵，带给
我们形态上或象征意义上的指引，从而产生心灵上的共鸣。



◎刘备      ◎马超

◎“三国”奏鸣曲 程昭浩
       将三国中的人物形象与乐器结
合，表现大胆、独特，人物造型生
动、活泼。

◎黄忠         ◎张飞          ◎赵云          ◎关羽



4. 打散再构

将传统图形分割、打散，然后运用现代的构成形式任意组合，在古老
图形的基础上创造出崭新的图形，而新传统图形同样具备着原图形的基本
神韵。



◎中国民族乐器打散再构 
       对绘制的琵琶、古筝、阮、月琴四种中
国弹奏乐器图形打散、再构，形成具有现代
构图形式的图像，并裁切成可折叠、翻阅的
礼品卡片。



◎兽面纹打散再构鱼形图形设计 
       设计将已经进行创新设计的兽面纹饰打散，用简单的几何形块面进行重
组，再构成热带鱼的形态，经过改良后，图形产生一种奇妙的视觉效果。

 （2）解构原图，另构其他图形

图形打散后再构建出另一种图形，形成块面感极

强的图形形式，使原本传统风格的图形多了一份现代气

息。



◎东巴风扑克图形设计 
       东巴文字是纳西人发明的文字。东巴文字具备图画和象形文字的双重
特点，用生动曼妙的图形勾画出纳西族先民对世界万物的认识。作为世界
范围内唯一至今仍被使用且已经系统化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字被称为象形
文字的“活化石”。
       设计将东巴文字元素进行提炼，打散笔画，重新构成扑克牌的符号图
形，使符号具备明显的民族特色。



 （3）打散图形元素，重新创作

这种形式建立在元素提炼的基础上，将原传统图形元素进行重新组合，
画面只有多个碎片式的图形元素，经整合重组，形成崭新的现代风格的画面。



◎南狮扑克图形符号设计 
       设计提取广东南狮的图形元素，然后进行重组，形成抽象、
自由的画面，虽不见南狮完整的形象，但可体会到南狮的韵味，
给人绚丽、时尚的感觉。



◎北京印象 
       作者收集、整理自己北京采风的资料，提取图形局部进行重
组，采用打散再构的形式表现北京多元化的城市印象，内容丰富、
全面。



●徽州建筑图形设计
       徽州建筑又称徽派建筑，是中国传统民居建
筑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徽州建筑图形设计中，
大多强调错落的建筑屋顶、飞翘的屋檐、洁白的
院墙，展现徽州民居墙头与屋檐的轮廓线，增加
了空间的层次感和韵律美。

◎徽州印象图形设计 



◎徽州印象图形设计               ◎徽州印象图形设计   



◎徽州印象图形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