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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传统岁时节日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尝试理清“传统岁时节日视觉符号”的概念，对传统岁时节日视觉

设计的原则和方法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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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

中，节日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无论是外来节日在

年轻人群中的流行，还是传统节日元素的单调无新

意，归根结底，是现代的人们对传统的态度的改变。

事实上，民众态度的变化是源于传统生活经验的消

失。在现代社会，神圣生活与世俗生活，也就是说，节

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价值上是断裂的，尽管在节日

和日常生活之间存在时间连续的客观表象[1]。虽然传

统节日文化的存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历史的车轮

是向前转动的，必须要在当下的时代背景去讨论如何

创新与保护传统节日文化。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的

传承与保护任重而道远，而且结合上述观点所要强调

的是，无需循其原路再振传统节日的风采，而应该要

随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感受传统节日在当下的脉

动，为传统节日拓展新的经验、新的观念、建立新的价

值连结，开创新的设计形态，才能从根本建立起人们

对传统节日的现代需求。

1 传统节日视觉符号的解读

在人们的传统节日意识日渐减弱之时，其表征的

视觉符号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创造的停滞和使用的

混乱。《现代设计辞典》对视觉符号的解释为：它是使

抽象信息的传播得以实现的可被视觉所感知的符

号。视觉符号是符号中的一种，具有符号的一切共

性。它的主要特点是：（1）具有确切的、与欲传播的信

息完全相同的内容；（2）具有诉之于视觉的形式，它是

视觉传播的主要手段。属于视觉符号的有：照片、图

表、图形、图像、箭头、文字与图形文字等[2]。

这里所界定的“传统节日视觉符号”涵义：广义上

的传统节日视觉符号应该是指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

外在表现，是借助于设计艺术对传统节日主题和相关

习俗活动的全面整合和艺术性表达，凡是节日活动中

映入人们眼目的二维和三维物象符号都可作为节日

视觉符号的广义内容。如仪式符号系统、时间符号系

统、乐舞符号系统、造型物符号系统、语言文学符号系

统、数量符号系统、服饰符号系统、游乐符号系统。而

这些符号（或符号系统）大部分与视觉有直接或间接

的关系。狭义上的传统节日视觉符号是视觉传达意

义上的节日视觉符号，基本要素以传统图案和节庆元

素为基础，包括节日中所应用的招贴、包装、食品、服

装、节令用品、店堂装饰等各种形态，主要是通过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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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文字、图形、色彩等视觉元素，将复杂的节日信息

准确地、喜庆地、有序地传达出来。以春节为例，春节

的视觉符号可以从环境装饰、节日产品、饮食文化、服

饰文化 4个分项进行设计。环境装饰是指春联、窗花

等用于营造节日气氛所使用的视觉符号；节日产品有

红包、礼盒等。这里主要是针对传统节日视觉符号狭

义概念内容进行探索研究。

2 传统节日视觉符号设计

在古代，传统节日中的视觉符号在当时的社会

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人们文化普及程度较低的

情况下，视觉符号能够以其具象性、直观性使民众更

容易地理解和更普遍地接受，更好地传递祈愿、祝

福，进一步协助实现节日文化在群众中的渗透与影

响。但在当下，我国传统节日内蕴的文化氛围与功

能渐渐被淡化，传统内容和习俗仪式也逐渐简化，导

致了节日视觉符号胡乱被套用，缺乏明确的系统性

等问题。针对此类问题，对于设计师而言，应该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

2.1 系统性

岁时节日文化虽然具有简明的时令特色，对于设

计者来讲视角众多，着手困难。利用系统性分析，有

步骤地完成对岁时节日文化的调查、分析、取材以及

对视觉形象设计形式及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确立，将无

序的元素有序化、抽象的形象具象化、多元的视角主

线化，使岁时文化真正成为视觉设计的设计源动力。

以传统节日视觉符号的应用层面为例，它的应用

包括许多领域，如招贴、包装、食品、服装、节令用品、

店堂装饰等多种设计形态，可以主要分为3类。

1）视觉形象设计。视觉形象是岁时节日形象设

计的基础，要根据中国民族自身文化的特点进行形态

元素创意，能被大众所接受，它的内容涉及到基础要

素的各个部分，例如吉祥造型物的设计，节日的色彩

系统设计、节令的辅助图形设计。以吉祥造型为例，

如春节的门神、端午的艾虎、中秋的兔儿爷，都是特定

节日的吉祥物，在人民心中形成了固定的概念和印

象。一提到这些节日，就会联想到这些吉祥物品和造

型形象，各种吉祥造型在烘托节日气氛的同时，更成

为不同节日的形象象征。从色彩系统设计的角度来

看，以西方国家的圣诞节为例，红绿白三色已经作为

圣诞色固定下来，圣诞树也从节日的一个道具演变为

节日形象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成为圣诞的节日符号。

在中国传统的喜庆节日，“红”色的位置根深蒂固，作

为设计者不仅应研究中国红，更需要考虑相应色彩的

搭配与应用，能够更好的丰富节日色彩，也迎合当下

民众的审美需求，避免节日色彩形式的单调，营造喜

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2）礼品开发设计。礼仪、礼节、礼品形成中华礼

仪之邦特有的文化品位和特色。所谓“礼轻情意重”，

既体现传统美德，又对礼品的价值提出新的要求：得

体、适合、适用。岁时节令礼品设计主要是指在节令

期间用于礼仪交流的产品设计、服饰设计（儿童服装、

礼仪服装、民族特色服装和饰品等）、从受众人群的年

龄、职业等多种角度，可以把节令礼品又细化为老年、

儿童、社会关注人群、走亲访友礼品等不同的对象。

这也突显了设计的复杂性及变化性，需要设计者不断

地审视与挖掘。不同节日的礼品是各不相同的，端午

节人们送的是健康平安，中秋节人们送的是团团圆

圆，春节人们送的是好运连连……所以设计要强调针

对性。比如端午节，人们会根据时令选择更具季节性

包装的节日礼品，在色彩上都是绿色、黄色等生机盎

然的颜色，而包装也以轻巧为主，产品设计上符合节

日传递的春夏季节的气氛，这些都使得各个节日均有

其产品特色与设计追求。

3）动画影像设计。这类型的视觉符号设计是伴

随科技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动画影像设计应在岁时节

日传统题材基础上挖掘新时期创意元素，运用当代艺

术语言传播节日文化，重要的是要具备创新性、启发

性和传播性，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例如中央电视台

在2013年春节期间的蛇年宣传短片，充分运用了多媒

体动画设计，把与春节有关的民俗民间文化用视觉设

计的手法展示出来。这种方式最大的优点是能够更

完整、更生动地让民众更好地了解民俗文化。设计过

程中所采用的设计元素也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性，全

方位的进行展示，能产生很好的文化传播效应。

2.2 科技性

在全球通信技术与互动媒体发展日新月异的背

景下，电子媒介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阶段，节日生

活也是不可避免的，原来的到家拜年、贺卡拜年等方

式现在多数被电话拜年、短信拜年、微信拜年等科技

手段所取代，在这样的节日行为过程中，科技因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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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如何有效地运用科技手

段，使消费者感知、感受节日文化，也是当今一个热点

方向。

传统岁时视觉符号设计不仅需要继承和弘扬传

统，更应该与时俱进。新技术、新材料、新模式的应用

为节日视觉设计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支持，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各种移动工具、数字

媒体了解和体验节日文化特征。而且在无“网”不生

活的时代里，从门户网站的主页LOGO到微博的UI欢

迎界面，都很好地烘托节日氛围。各大门户网站在不

同的节令下，都会更新不同的LOGO，来呼应节日的气

氛,见图 1。以春节期间的手机界面APP为例子，新浪

微博的欢迎界面更新为以剪纸风格为艺术形式的拜

年画面，内容是大人小孩一起放鞭炮的场景，其乐融

融、暖洋洋的氛围映屏而出。

在这样一个互动的传播时代，人们已经生活在一

个虚拟与现实结合的符号世界里，这些新型的媒体势

必成为岁时节日视觉设计中的重要载体。从印刷品

到网络、从实体到虚拟、从电子互动装置、微博传播到

网络线上社区，消费者加深了对节日文化与形象的有

效了解，同时也拉近了民众参与度，加深了互动性，让

节日在开始就打上了科技的印记。传统岁时节日视

觉设计必须在一系列的媒体中起作用，以此来满足不

同的用途。这意味着设计者必须慎重地考虑媒体的

适用性，创造一个灵活的系统和广泛的应用范围。

2.3 传承性

我国传统岁时节日，是历经了千百年的沿袭流传

至今，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

是提升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些节日的文

化内涵各有特色，但也有一点共性，那就是人民对幸

福的追求、对平安的企盼、对康乐的期待。所以设计

师在进行视觉符号创新设计过程中，不仅重视时代

性，也要重视对传统的保留，延续传统的魅力。

传统岁时节日视觉符号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

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这种理解不是生硬地去靠

近，而是已经融入到中国人血液中的传统思想，是以

儒释道三家互补互融而形成的精神特质。“对于传统

图形的应用，首先借鉴传统图形要得‘意’。即是要借

用‘内涵’，再加以引申，使设计具有了深度和情趣。

其次是不能忘‘形’。‘形’是最直观的符号，视觉强烈，

引人注目，再加以有机地与西方设计理念相结合，就

会事半功倍了[3]。”只有植根于对于传统的继承，才能

够设计出真正具有“中国味道”的节日视觉符号。

比如由于现代家居格局的改变导致入户大门的

设计变成了单开，而非传统的双开，所以成双成对、驱

邪迎福的门神无处可贴；新型的防盗门框狭窄使得对

联缺少容身转圜之地；现代室内装修也使得手工年画

无处张贴。因此，改良成为一种必然，但这种改良还

是基于传统节日习俗的基础上的。比如把门神作为

一种传统的吉祥图样，改成小型单幅，装饰在门心

上。还有，近几年春节时出现了一种“生肖剪纸”，专

门贴在门心上。比方兔年，刻画一只活泼可爱的兔子

的剪纸贴在门上，到了龙年，再换一条生机勃勃的龙

的剪纸。不同年份，不同生肖，意趣丛生，又不失雅

致。这种贴在入户大门上的生肖剪纸过去是没有的，

它的出现，既弥补了门神的缺失带来的节俗的缺失，

又为剪纸找到一个新的领域，既有新意又不是传统节

日味道。

2.4 商业性

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四大节日已经不仅仅是传统

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成为了经济形态中的假日经

济。现代人越来越多的通过购物、旅游等活动来满足

节日需求，这也为传统节日披上了新的外衣。在保护

和传承传统节日的过程中要顺应时代潮流，在进行传

统节日视觉符号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商业化的

推动作用。

在节日商业化过程中，圣诞节是做节日推广时应

重点借鉴的一个典型。这个西方的节日在中国大地

红火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商业化的推动。每到圣诞

节，城里的节日气氛都会被商家装点得很浓烈，圣诞

节的视觉符号随处可见。可以看到商场内外被彩灯、

圣诞树、圣诞老人、雪房子、麋鹿等节日视觉符号中的

图1 百度网页2012年春节欢迎画面

Fig.1 The 2012 Spring welcome screen of Baidu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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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装饰符号所充斥。这样浓烈的节日氛围让人不

由自主的想要融入其中，感受快乐的节日气氛。正如

民艺学家潘鲁生所言：“中国目前的基督教徒大约有

1600万，占全国城市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3%，真正因

为圣诞节背后的精神意义而庆祝圣诞的人群数量并

不庞大，人们接受了圣诞节丰富多彩的形式，把它看

成是一个具有狂欢性质的冬季节日。视觉符号对节

日文化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4]。”我国的法定节日也是

商家促销的良机，商家会在节日前夕就以POP广告的

形式，装饰波斯曼空间的方法来营造热闹的节日氛

围，尤其是重视不同季节色彩的差别。端午节的香包

被挂在入口处的树上；中秋节时逢秋天，金黄色是主

色调，莹润着丰收的感觉；春节则是红红火火、欢天喜

地的气氛……这些都是典型的节日视觉符号在商业

化上的运用。端午节的香包被挂在入口处的树上

3 结语

今天的中国不仅要继续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还

愈加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作为传统文化中与民众关

系最为密切的传统岁时节日，人们更要重视其保护的

本真性和延续性。传承和保护传统节日有不同的角

度，从视觉设计的角度切入研究，是试图通过对节日

视觉符号形式的传承起到对传统岁时节日文化内涵

的保护，用西方的点、线、面等现代构成方式与中国传

统美学精神相结合，最终符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流。

设计师应该在充分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

传承理念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元素，对传统节日视觉

符号进行有选择、有侧重地保留，运用视觉传达设计

方法，设计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和推广意义的节日视

觉形象系统，并包含着人们的主观意愿、情感内涵、精

神力量，用以传递节日信息，烘托节日气氛，展示节日

内容，塑造节日形象，并向全社会乃至世界进行推广，

起到更好地沟通交流的作用，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

的传承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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