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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喜庆元素在不同喜庆节日中的符号、色彩的差异性，以及喜庆元素符号本身所具有的有形与无形的特

点，结合设计案例，论述了喜庆元素中的色彩以及有形元素与无形元素在本土化设计中的体现，进而分析了喜庆元

素本土化设计的可行性。提出了喜庆元素的本土化设计必须根植于传统喜庆文化，以及运用现代的设计理念，达到

喜庆元素与本土化设计的完美融合，使设计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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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d the festive elements in different festival of the year in the symbol, the color differences, as well as

festive element symbols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characteristics, combined with a classic design case discusses the festive

elements in color as well as tangible elements manifestation of invisible elements in the localization of design, the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feasibility of the festive elements of local design. Festive element localization design must

be rooted in the traditional festive culture, as well as applying modern design concepts to reach the festive element

localization design perfect fusion, it has a distinctive and reg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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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设计常常体现在生产、研究、开发等领域，

它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映，根植于自身的民族文化

氛围中。本土化设计不是以罗列传统元素为主要内

容，设计的商业性决定了本土化设计更重要的意义

在于，它能与本土受众有最大程度的沟通。本土化设

计不是一味地排斥国外先进的设计理念，而是在这个

理念的基础上融合本民族的设计元素进行更新和再

创造。

1 喜庆节日概述

中国传统喜庆节日内容丰富，是中国灿烂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喜庆节日的形成，是中华民

族几千年历史文化沉淀积聚的结果。喜庆节日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属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

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

鞭炮、对联、年画勾勒出了传统春节的印象。月

饼成为了中秋节的代名词，寓意团团圆圆、美满幸

福。元宵节要点彩灯，吃元宵，猜灯谜，放鞭炮。这些

中国传统的喜庆元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在本土化设计盛行的今天，被赋予了更大的意

义与价值，也成为了传播中国传统喜庆文化的重要符

号与纽带[2]。

2 喜庆节日符号的选择

喜庆节日符号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具有很

强的民族风格，能够反映民族的独特面貌。民族风格

的展现不是简单地将传统喜庆符号直接运用到现代

设计上，而是将它进行再创造，使之符合现代人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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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口味，符合市场的需要、商业的需要[3]。

2.1 有形元素的运用

有形元素是指人们感官能够感觉到的图形、材

质、质感等。比如能够体现春节的对联、中秋节的月

饼、元宵节的灯笼，这些元素都是大家能够看到和切

身感受到的，可以直接在本土化设计中加以运用。直

接运用并不是一味地去复古，而是在古典风格元素

中，加入现代设计的理念，在现代设计中体现传统喜

庆文化的影子[4]。

可口可乐包装设计见图 1，此设计运用了典型的

中国传统喜庆元素，如彩灯、中国结、牡丹等有形符号

来进行广告的本土化设计。可口可乐深谙喜庆文化

对于中国人特殊的含义，以及喜庆文化背后趋吉避

凶、祈求祥和的民族心理。可口可乐对中国传统喜庆

元素的运用，是西方现代设计理念与中国传统喜庆文

化中有形元素的完美结合，最终呈现出来的是带有浓

厚本土化味道的产品形象，而这种本土化的形象，更

加适合与消费者沟通，从而极大地促成了中西文化的

融合，同时传播了品牌自身的文化。

对传统喜庆文化中有形元素的运用并不是简单

的模仿，模仿不会产生成功的设计[5]。设计时必须将

传统喜庆文化元素与西方设计理念进行融合，运用现

代设计的表现手段、材料技术，把传统喜庆文化中有

形的设计元素进行加工、整理、再创造，只有这样才能

创造出富有民族感、时代感的设计作品。

2.2 无形元素的挖掘

无形元素是指根植于传统喜庆文化之中的意识

形态，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是有形元素产生

的根基、源泉。现代设计追求的是一种美的感受，而

感受不仅仅来源于对有形元素的欣赏，还是对无形元

素的一种追求。随着本土化设计的不断深入，一些设

计师也在力求找寻喜庆元素与现代设计完美结合的

表现方式，但还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有形元素的拼凑

上，出现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是设计师对传统喜庆文

化不够了解。有形元素重在呈现，而无形元素贵在内

涵，只有充分了解了喜庆文化的内涵，才能把有形的

喜庆元素运用到本土化设计中，最终呈现出无形的文

化精神。如哈根达斯月饼广告，见图2，月饼与嫦娥奔

月的典故完美融合，虚实相生，在虚实之间形成审美

空间，使受众回味无穷，同样是在表达喜庆节日氛围，

但比单纯依靠有形元素进行设计所呈现出来的效果

要强烈得多。由此可见，只有深刻洞悉传统喜庆文

化，对它进行巧妙借用、大胆创新，才能为喜庆元素的

本土化设计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使本土化设计带有浓

厚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能够让目标受众产生联

想和想象的设计，更能凸显浓烈的地域文化精神，引

起受众的情感共鸣，进而高效地完成广告信息的传

递。

美在形式而不仅是形式，离开形式固然没有美，只

有形式也不成其为美[6]。换言之，设计只是停留在对传

统喜庆元素中有形元素的追求是不够的，它必须建立

在对传统喜庆文化的深刻体会上，表达出传统喜庆文

化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中国传统喜庆文

化中的有形元素和无形元素，为本土化设计服务。

2.3 色彩的选择

在进行本土化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色彩所

代表的喜庆文化内涵，在这个基础上，总结提炼出对

色彩这一设计符号的运用方法，从而表达出喜庆文化

的特色。

红色是中国传统喜庆文化的代表，有着很多的深

图1 可口可乐包装设计

Fig.1 Coca-Cola packaging design

图2 哈根达斯月饼广告

Fig.2 Haagen-Dazs mooncake advert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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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寓意，它象征着喜庆、吉祥、热烈、奔放等涵

义。中国人对红色的推崇，源于对太阳神、大地神的

崇拜，同时红色也被赋予了驱邪招福的意义。从古到

今，无论是过节、结婚、生子，还是状元登第等喜庆节

日，红色都是首选，但对红色的运用要建立在对中国

传统喜庆文化的深刻理解之上，否则在设计中很难传

达出红色所代表的文化意蕴[7]。

3 设计理念的挖掘

中华民族悠久的喜庆文化传统，鲜明的民族喜庆

特色，为本土化设计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作为设计

者，如何将中国传统喜庆文化元素运用到现代设计

中，这里面就有一个融合、消化、吸收的过程，需要在

设计实践中不断地进行创新、探索。

3.1 树立全新的本土化设计理念

在本土化设计中，首先要认识到本土化设计不是

简单的民族化设计。虽然我国有着悠久的喜庆文化

传统和大量属于本民族的传统审美观念，也存在大

量可供参考的喜庆设计元素，但是设计师们要深刻

认识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的审美观念、

欣赏水平也在不断得到提高。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

对传统喜庆文化元素的欣赏，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

喜庆文化元素只是一些外在的、有形的躯壳 [8]。要想

做到真正的本土化，必须在继承、发扬本民族喜庆文

化的前提下，借鉴和融合先进的现代设计理念，使本

土化设计具有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现代气息。

3.2 传统喜庆元素与现代设计观念的融合

现代设计观念是一种设计的视野，它要求现代设

计关注最新的动态，注重现代审美情趣和审美标准。

传统喜庆元素也要紧跟时代潮流，融入现代设计观

念，进行必要的革新与创造。只有同时兼具了现代设

计观念和浓郁民族风格的设计，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如MTV中国网广告招贴，见图3，

此设计采用了现代设计语言，构图简洁，同时融入了

中国传统喜庆文化元素，组合巧妙，使MTV中国的形

象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喜庆的文化韵味。此作品

真正做到了传统喜庆元素与现代设计观念的融合，大

大增强了受众对MTV中国的亲切感。

在传统喜庆文化和现代设计实现本土化的融合

中，传统喜庆文化的内涵是根基，是本土化设计的源

泉。同时，还要在设计中强调形神兼备，创造出符合

民族心理、民族特色和时代需要的作品形象。如雀

巢、阿尔卑斯糖果等国际品牌，在中国发布的广告都

巧妙地融入了喜庆文化内涵，使目标消费群体眼前一

亮的同时加强了本土化的品牌形象，拉近了产品与消

费者之间的距离，达到了良好的沟通效果。

4 结语

中国传统喜庆元素的本土化设计过程，是把本土

喜庆文化、喜庆设计元素和现代设计理念、现代人的

心理需求相结合，并且加以运用和创造的过程。作为

设计师应该有共赢的设计观念，在实现产品销售的同

时，将中国传统喜庆文化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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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MTV中国网广告招贴

Fig.3 MTV China network advertising po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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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并提供开门式靠背，将衍生出一款适合重度下肢

障碍患者的产品。该产品同样可以拆解，以适应不同

的用户，见图5。图4和5中的2款助行器均进行了结

构与外观的创新，且图 5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

外观专利。

6 结语

康复器具、辅具是一类具有特殊功能的产品，其

服务对象是老年人、病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6]。设计

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对普通人

而言，产品设计只是锦上添花，而对于弱势群体而言，

产品设计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因此，设计中的人性

化关爱，将赋予设计更加崇高的使命，也让设计变得

更有意义。康复器具、辅具的种类多达上千种，但也

远未能真正满足弱势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在设计的深

度和人机工学研究方面仍有相当大的探索空间 [7-8]。

笔者从产品系列化和功能分析的角度切入，仅做了一

些粗浅的尝试，期待后续能有更多、更完善的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设计，来改变和丰富弱势群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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