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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戳印文化对商品品牌形象设计的价值

王向阳，彭茜，魏阳阳
（南昌大学，南昌 330031）

摘要：目的目的 通过分析戳印文化的人文价值和传播形式，结合现代商业品牌形象宣传方式的更新与交

替，归纳出戳印文化对现代商业品牌形象宣传以及品牌视觉传达方面的功用与价值。方法方法 依据戳印

元素所具有的人文价值和图形美感，并参照对比原有商业品牌形象的塑造方式，总结出戳印元素所具

有的形式美感及在品牌宣传方式上的优势。结论结论 归纳出戳印文化对现代商业品牌形象宣传方式的

启发，为探讨戳印文化元素在现代商业品牌形象宣传方式中的运用、继承与创新提出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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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 of Commercial Brand Image Design of Stamp Culture

WANG Xiang-yang，PENG Xi，WEI Yang-yang
（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humanistic values and communication forms of stamp culture，

combined with the updates and alternating of publicity way of modern commercial brand image，it summarized the function

and value of modern commercial brand image publicity and br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Methods Based on humanistic

values and graphics aesthetic of stamp elements，and referring to the shaping of original commercial brand image，it summed

up the stamp element had the form of beauty and advantages in the way of branding. Conclusion It summarized the stamp

culture of modern commercial brand inspired by the way the image of the publicity，to propose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stamp cultural elements in modern commercial brand publicit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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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印文化是在戳盖印章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

人文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文化。邮戳是戳印文化的典

型形式之一，作为邮局在邮票上盖戳标识信笺到达的

地点、时间的戳记，主要用于盖销邮票，它代表了一种

讯息的标记方式，也区分了各个邮局之间的责任。同

时，不同地方的戳印文化也有着不同地方的风景、人

文等显著特征[1]。

随着信息的沟通与交流方式的频繁，戳印的形式

多种多样，内容也由文字扩充为文字加图片，甚至出

现了彩色的戳印。戳印便有了收集与探讨价值。戳

印文化的价值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戳印文化自身所

具有的图形美与形式美，即审美价值；二是现代人文

意义上的戳印所代表的一种诚实守信、重视信誉的人

文观念，即伦理价值；三是戳印文化在设计、使用和流

通等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交流及

沟通的价值，即信息传递价值。现代意义上的戳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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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更多用于表达历史人文气息，传递信息文化及展现

不同人文、地理风采等。

1 戳印文化的发展

戳印文化是涵盖各种戳盖印章的形式，表现时间

地点、纪念缅怀及人文气息的文化。对戳印文化的探

讨不能脱离邮戳文化，因为邮戳作为戳印形式的典型

代表，要求戳印清晰、完整、端正地齐缝盖在邮票与明

信片上，邮戳远较邮票诞生得早，在没有邮票之前，邮

戳就已成为缴纳邮费的表记，其功用与邮票相同。最

早的邮戳设计来源于英国的亨利·比绍普，因而称之

为“比绍普邮戳”，那时候邮戳多是简单的文字。目

前，邮戳被广泛运用在公益活动宣传、体育竞技竞赛、

地方旅游特色品牌打造等几大方面，如奥运文化邮戳

见图1[2]。随着现代随着电话与网络信息的发达，信笺

的方式已很少被人们采用，戳印文化的发展更是为了

纪念缅怀某一事件或人物及表现人文气息。戳印文

化所具备的历史人文价值以及美学价值仍旧对现代

商品品牌形象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将原有的

戳印文化进行商业形式上的运用是对邮戳文化的继

承与创新，包含戳印元素的商品见图2，其中已经包涵

了戳印的品牌元素。对邮戳文化的探讨与研究是能

够将戳印文化与戳印这种讯息的标记方式进行借鉴、

吸收并运用到现代商业品牌中来的前提。

2 戳印文化对商品品牌形象塑造的特殊功用

2.1 戳印的信印内涵帮助增强商家诚信感

戳印本身就具备了浓厚的人文气息，表现着信息

的传达与沟通方式[3]。在商品形象中运用戳印这种宣

传方式一方面加强了商品的人性化气息。例如每件

商品的外包装用戳印的字样加以戳印广告语。这种

方式能够在消费者心中产生一种生产者对于商品生

产的认真态度，进而引导消费者产生消费心理，促使

交易达成。另一方面，戳印自古便具有一种“信誉”和

“诚信”的内涵寓意。同样区别与古文人的篆刻印章，

戳印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关于信息及文化的交流沟通

方式，前者更多地表达个人、作者的身份信息，后者则

表达一种讯息的交流、处理方式。如在商业品牌中运

用戳印元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消费者心中产生商

品的诚信、信誉感，同比与其他普通印刷的商品标签、

商标、广告语等商品，消费者选择该商品的几率便在

一定心理层面上增大[4]。包含戳印的品牌标志给消费

的心理暗示同样是作为商品品牌形象宣传的着重点，

增强消费者的这种心理暗示，对于交易的达成有着积

极的推动作用。同样，是否增强商家的信誉感与诚信

感，也是评定商品品牌形象宣传成功与否以及广告投

放方式成功与否的重要参考因素。

2.2 戳印的地域时效拉近商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心理距离

戳印文化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或多或

少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一定的人文信息，这种人文信息

能够使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对商品的选择有一定的

心理预判。以一种“怀古”思想为指导的消费心理是

近现代消费心理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5]。众多商品

中，商品多一些人文气息与历史价值内涵无疑可以在

商品群中脱颖而出。例如商品的标志采用戳印的方

式进行设计，展现出了一定的人文内涵与独有的文化

品牌。这种方式能够在消费者心中产生一种心理认

同感，能够使消费者产生对于商品定位的心理判断，

拉近消费者与消费品双方之间的心理距离。这种商

品与只是充满商业讯息的商品形成显著的对比，加深

了消费者对于品牌的印象，促进商品品牌的有效记

忆，这就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交易的达成。

2.3 戳印的标记讯息附加商品以人文价值

人文价值一直是商业模式之中、商品化社会里商

品所诉求的着重点。商品本身的价值与商品精神内

涵方面的价值进行有效的结合才算一种趋于完整的

商品。一件好的商品除了具备质量和自身价值之外，

图1 奥运纪念邮戳

Fig.1 Olympic commemorative

postmark

图2 包含戳印元素的商品

Fig.2 Stamped

commo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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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品牌所包含的人文价值也应当是包装与销售的特

色之处。戳印广告语与戳印标志的方式能够让商品

展现更多的人文气息，把人文价值附加到商品价值中

去。例如酒类包装中，以一种戳印年代与戳印出产日

期的方式进行标记能够表现生产者的用心以及商品

生产流程的完善。更多的，这种标记讯息的方式传达

了一种心理层面的认同感、久远感与信誉感。茅台酒

的包装中有一款红布包住酒瓶的包装方式，而红布上

有戳印的生产地点、日期及广告语。这种包装方式让

商品附加以商品更多的人文价值，增加了商品总价

值，提高商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市场定位。

2.4 戳印独特的形式感塑造简约而独有的品牌文化

戳印是简约而不简单的。它运用图形与表现的

种种关系，把所要表现的客体通过一种简约而不简单

的方式进行刻画出来[6]。如同篆刻印章的运用一样，

戳印的运用也充满简约美感与形式美感。篆刻印章

作为标志的典例无疑是2008奥运会标志，见图3。戳

印成为一种标志也必将成为一种标志发展的独特趋

势，这种独特趋势表现为两点：一是标识的独特性。

每一个戳印必须有人工加以印制，而所有的戳印在大

致层面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细微之处各有不同。二是

品牌的独特性。现代商业品牌标志多向着立体、多

彩、批量化生产等几种方向发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

忽略了品牌所具备的基本要求：让传达对象产生有效

记忆。戳印的标志与广告语这种方式是现代商品品

牌中运用极为少见的方式，更多的戳印方式运用在公

益慈善及体育竞技等方面。将戳印方式商业化能够

带给消费者耳目一新的感觉，也能够把简约的图形作

为一种独有而独特的品牌形象传达给消费者。使消

费者产生有效的产品记忆，进而指导其进行消费心理

判断。这种方式能够极大推动商品品牌形象的推广，

加深品牌形象的宣传与塑造。

3 戳印文化在商品品牌形象设计中的方式与途径

3.1 以戳印的方式传递理念

将戳印元素运用到商品品牌形象的宣传与塑造

中是可行的。因为戳印本身在信息传递与文化交流

沟通的过程中自身就具有信息传递的价值。这种价

值延伸到商品品牌形象的宣传上无疑是把戳印文化

的价值与现代商业品牌的宣传方式进行合理有效的

统一。最早的利用戳印传递企业理念的是1876年在

美国贾勒特和帕尔默公司开通特快列车之际所制的

戳印广告语：“横穿南北的特快列车”。这些标语口号

随着戳印的传递与流通在世界各地进行了流通，并逐

渐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号，这无疑是一本万利的广告妙

招，更是一种对品牌形象宣传极其有效的方式。近现

代越来越多的商品品牌结合了戳印中的企业理念宣

传，把简短、易记的企业理念运用戳印的形式进行流

通与传递，达到了极其有效的传递企业理念与塑造品

牌形象的效果。

3.2 以戳印的标志设计VI

戳印自古有“承诺”和“信誉”的人文内涵，把戳印

与商业品牌形象的塑造进行结合显示了商品的质量

可靠与人文价值。现代商业品牌中，戳印的标志与戳

印的广告语是极为少见的品牌塑造方式。波兰

ARTENTIKO工作室企业形象设计作品对戳印元素的

运用恰如其分，见图4。名片与标志简约而不简单，极

具形式美感与简约美感，红白图形的运用以及戳印元

素结合印刷的方式，增强了商业品牌形象的塑造力

度，提高了商品品牌的审美定位，这种名片是独有的，

同样戳印的模具也可以作为小礼品进行赠送。这种

品牌传播方式既表达了一种对顾客的尊重，又表现了

商品品牌的独特性，因此，戳印的标志与名片作为品

牌形象塑造的方式之一，是从戳印文化中提取并运用

到现代商业品牌形象塑造中的方式之一[7]。

3.3 以创意的戳印宣传品牌

戳印的品牌形象所具备的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
图3 北京奥运会标志

Fig.3 Beijing 2008 Olympic Games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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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待探讨的。将戳印元素运用到商业品牌形象宣

传、塑造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创意性[8]。商品品牌

形象的塑造要结合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种种要素基

础上进行创新。戳印标志与戳印的广告语已经具备

了一定的代表性。品牌视觉形象设计无论是外在形

式还是内在意蕴，都展示着一个民族前进的历史轨迹

和文化传统[9]，是一种在戳印文化基础之上创意商业

品牌形象的宣传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商品

的品牌定位和人文价值，是基于戳印文化基础上进行

的创新性探索。

4 结语

戳印文化作为具有人文价值、审美价值与商业价

值的综合讯息表现形式，能够在商业品牌形象宣传方

式上给人启发。把戳印文化用于商业品牌形象塑造

能够极大的增加商品的人文价值，加深商品在受众心

中的有效记忆，达成商品在消费者心中的心理预判，

进而指导消费者消费，促使交易达成。对于戳印文化

的探讨与研究所具备的商业价值可视之为商业品牌

形象设计中的特色元素之一。戳印这一特色元素对

于品牌文化的拓展及品牌文化方式的传播都具有积

极的意义，通过这种特色的品牌形象设计方式来加深

品牌对于受众心中的认知程度和视觉传达力度。同

时，品牌是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的高度结合，品牌的

形象设计是一种文化现象，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10]。以戳印的方式设计视觉形象也能够给当代设计

师在品牌形象设计方面一定的启发。对戳印文化深

入借鉴与继承，把戳印的方式运用到品牌形象设计中

来，对于戳印文化的保护以及戳印文化价值的探讨都

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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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波兰ARTENTIKO工作室企业形象设计作品

Fig.4 Poland ARTENTIKO studio corporate image desig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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