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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具有历久

弥新的无穷魅力。在设计领域，传统文化在平面设

计、服装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等方面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不乏优秀的设计作品。而在艺术设计

教学中，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借鉴尽管一直受到广

泛的重视，但借鉴思考的视角往往偏于单一，或过

于笼统。因此在艺术设计教学中，对传统文化进行

分层次、不同角度的剖析，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感

知传统文化，使艺术设计教学因融合了传统文化而

具有更广的延展性。

一、意义层次的划分及其结构关系

从艺术设计的教学角度，传统文化的意义层次

可分为视觉元素层、设计经验层和哲学观念层三个

层次，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空间结构上如同一个金字

塔形。视觉元素层为底层，是传统文化的视觉媒介

与载体，体现为可见、有形的物质文化总和；中间

层为设计行为的经验层，体现为可感、无形的巧思、

技艺等；上层为传统文化的内核思想层，体现为无

形的、感悟的哲学观念。视觉元素层以其物质媒介

的多样性及外观形式的丰富性，为艺术设计教学提

供了无以数计的视觉符号素材。设计经验层是指历

代能工巧匠设计生产的实践经验总结，以其行业分

工的多样性及个人风格的独特性，为现代设计提供

了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设计经验。上层是传统文化

的精髓，是对自然、人生、宇宙的哲学反思，在无

形中对设计行为和理念产生深层影响。越往底层，

传统文化的体现越具体生动；越往上层，传统文化

的体现越精练深刻。以下就上述三个层面进行展开

论述。

二、视觉元素层面

视觉元素层是传统文化具体生动的物质性表

现，既有二维平面的，又有三维立体、空间的物质

样式。如吉祥寓意图案、画像石画像砖、园林建筑

等。在设计教学中，采用设计课题的形式，运用传

统文化的视觉符号，进行设计的创意表达。在设计

应用时，强调结合现代设计思维与表现手法，避免

简单地、不加思考地挪用与描摹。可对符号元素进

行不同程度的分解、重构与概念同构等艺术加工。

通过传统文化视觉符号的应用，一方面使学生了解

和熟悉视觉元素所包含的传统文化意味，有助于培

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与修养；另一方面以人们

所熟悉的传统文化视觉元素作为传递信息的表现载

体，可以在第一时间吸引观者的目光，易于激发观

者内心的默契与共鸣，以达到快速交流与印象深刻

的效果。

例如元宵彩灯是传统春节具有特殊意义的节日

物品，以其特有的形、色、光三位一体，营造了具

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节日氛围，是传统文化中典型的

视觉符号。浙南乐清秦 村的元宵彩灯，以竹条和

纸为基本材料，不仅种类多样，构造手法独特，且

寓意丰富。将民间文化的视觉元素应用于教学设计

课题，使设计作品多了一层传统民俗文化的韵味，

丰富了设计者的情感体验。

三、设计经验层面

丰富的设计经验是成功完成设计项目的重要保

证，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设计经

验。明末杰出园林设计师计成，在其《园冶·掇山》

篇中，论及营建不同场所的假山、叠石的设计方法

与目标效果，文中指出园内小山“或依嘉树卉木，

聚散而理；或悬岩峻壁，各有别致”；墙根筑山名

“峭壁山”，以粉壁为纸，以石为绘，“理者相石皴

纹，仿古人笔意，植黄山松柏、古梅、美竹，收之

圆窗，宛然游境”等，为园林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经

验借鉴。《园冶》不仅提供了实践层面的经验和规

则，还提出了一条更高的艺术原则：“构园无格，体

宜因借。”无格，不拘一格；体宜，园林的营造要与

地理、气候环境相宜，又要与园主人的身份、财力、

知趣相宜；因借，即就地借景，自然成势。园林的

营建应灵活变通，不受制于成规。成功的园林是设

计者内心理想意境的外化，成于巧妙化解各种外在

条件的限制。

在书房室内环境设计方面，明中晚期的文人更

是有独到的见解和追求。从功能而言，书斋成为当

时文士“修行养生、怡情悦性”的私人空间，有别

于卧室、厅堂、亭榭等空间场所。书房环境设计主

要体现在陈设品的选择与位置经营。陈设品的选择

要从形制、色泽、质地、工艺等方面进行考量；物

品的排列讲究排偶、错综、参差等，以提升室内空

间的意蕴与灵性。李渔在《闲情偶记》中说：“幽斋

陈设，妙在日异月新。⋯⋯居家所需之物，唯房舍

不可移动，此外皆当活变。”书房陈设不能一成不

变，应当适时更换陈设品或调整布局，可以带来生

气，改善人的心境。

在设计教学中，巧妙引导学生的理解与感受，

使他人的设计经验内化为学习者自己的设计经验。

在这个过程中须结合现实的设计实践，只有依托具

体的设计任务，解决生活中实际的设计问题，才能

深刻领会传统文化中设计经验层次的潜在意义。

四、哲学观念层面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中国哲学是中华

民族时代精神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道两家

影响。儒道互补，共同作用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演

化。无论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还是道

家的“无用之用”，其核心观念都体现为顺应自然

的“天人合一”思想。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传统造

物行为与设计理念。如古代巧夺天工的人造物，须

具备“天时、地气、材美、工巧”等四个因素。其

中“天时、地气、材美”为先天条件，唯“工巧”指

人的高超技艺。但“工巧”在一定程度上，是因合

理巧妙地考量、利用季节气候、地理环境、材料品

质等天然因素才得以实现的。天然去雕饰的人造

物，更是提倡避免人工雕凿，是能工巧匠感应自然

之美的直接追求。师法自然，妙造自然，使心灵在

自然中得到游栖。

领略传统文化的哲学精神是设计教学的一个努

力方向。真正的设计家应该也是哲学家，他们对宇

宙、人生的理解不会比哲学家浅薄，具有这样追求

的设计家才是真正的艺术家。从艺术教育的角度而

言，能培养出从哲学层面思考设计问题的人才，是

艺术设计教学真正的高层次追求。

结语

传统文化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可以在不同层

面作用于艺术设计的教学。对于不同专业的设计教

学也可有不同层面的侧重，如平面设计专业，倾向

于传统文化的视觉符号的应用，而在产品设计、环

境设计专业方面，视觉符号层面与设计经验层面往

往可以同时应用与借鉴。但其在设计内涵上都应体

现民族情怀与智慧。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代设

计，不仅是每一位中国设计师正在思考的问题，也

是艺术设计教学领域师生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通

过分析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三个意义层

次，希望能够为传统文化在现代艺术设计教学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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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对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意义进行了层次分析，将其由下而上分为视觉符号层、设计经验层和哲学观念层三个层面。

［关 键 词］传统文化 设计教学 意义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