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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针对影像包装动态图形设计的需求，构建地域文化元素动态特征提取框架。方法方法 对现

有的地域文化元素提取方法进行归纳和总结，从时间维度上对方法进行拓展，提出了基于场景原型的

地域文化元素动态特征提取框架，以湖南通道侗族文化影像包装设计为例，对其框架的可行性进行了

验证。 结论结论 通过探索地域文化，运用动态图形语言来表达那些经由提炼和转化的文化元素或符号，

并应用到地域文化记录影像包装设计中，将有效提升设计对象的文化内涵，使其得到更好的展示效果

和更广泛的传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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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 of video packaging motion graphic design，it tries to build a framework for
extracting out the cultural elements with regional features. Firstly it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methods for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extraction，and expands those existing methods from the dimension of time. Then it demonstrates a new kind of
framework for extracting out the cultural elements with regional features，and verifies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framework by
using Hunan Tongdao Dong culture video packaging design as an example.Motion graphics can be used to express those
refining and transformed cultural elements or symbols. By applying this to those regional cultural video packaging design，
the design objects could have an effective promotion of culture connotation，better reveal and propagation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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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反映着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民俗传统、

经济体系、宗教信仰、政治等文化形态，蕴涵着民族的

艺术、宗教、风俗、审美情趣以及价值观念[1]。伴随着

全球化发展的进程，文化正逐渐走向趋同化的道路，

使民族与地域性的文化在发展上面临着逐渐消失的

困境。进入新媒体时代，纸质媒介转移到数字媒介，

文化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如何保护与传播

这些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成为了一个重要命题。这

里以湖南侗族文化影像包装设计个案为例，探讨如何

将具有侗族地域文化特色的设计元素进行提取，并将

其动态设计符号应用于侗族文化影像包装设计中，借

助创意设计来弘扬民族文化。

1 现有的文化元素提取框架研究

地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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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强的艺术性和多元性，集结了这个地区的审美意

境和文化底蕴。地域文化以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形

式广泛地存在于民间文化、艺术建筑与器物、地方产

业、传统手工艺、生活形态（行为、语言、节庆等）当

中[2]。而地域文化元素是凝结于地域文化中的具有

很强识别性和代表性的、能引起目标群体感知和想

象的视觉符号。文化元素的提炼和确定，有助于从

整体上形成统一的设计风格，提升设计对象的可识

别性和认同感[3]。目前对于文化元素提炼的方法研

究，大多集中于产品设计和静态图形设计领域，尚

无涉及动态图形元素的提取方法。

张耀引在对传统家居符号的设计提炼中，提出利

用现代设计中的形态推衍方法，将传统家具的特征符

号在特定的传播语境中，收敛成具有代表性的基础形

态或图文摘要[4]。该研究方法只是片面地停留在形态

特征要素的提取上，而动态图形的设计包括了形态、

结构、色彩等要素。

苟秉宸等人采用层次分析法，运用层次结构图来

确认影响地域文化风格的基因，把图案基因、色彩基

因、形态基因依次看作文化产品设计中最典型的基因[5]。

通过建立清晰的框架，将文化基因有效地组织起来，从而

系统地为文化产品的设计提供有用的信息。这种研

究框架从静态的图案、形态和色彩等方面进行元素提

取，动态图形强调动态设计，即在时间维度上对文化

元素的动态特征进行提取。

现有的文化元素提取框架见图1，主要是以“形”

为出发点，对形态、结构和颜色等特征进行提取。

2 基于场景原型的地域文化元素动态特征提取

上述研究模型均未从时间维度来探索地域文化元

素提取方法，基于对现有文化元素提取方法进行归纳、

总结和扩展，这里提出了一种基于场景原型衍生的地

域文化元素动态特征提取框架，并应用到影像包装动

态图形设计中，以更好地传播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民族文化元素的存在形式是模糊不清的，因此文

化元素的分析可以从场景入手，从而来进行细化。场

景原型衍生的方法为此类宏观问题提供了一种行之

有效的途径。原型衍生的过程是事件原型在目标域

的交互情境中的再表达过程，其变体要适应新的情境

条件，并发生相应的衍生变化（原型发展），同时还需

要保持原有的认知要素与结构（原型继承），以实现用

户的原型识别和知识复用[6]。运用场景原型衍生方

法，分析研究对象的有关元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从时间维度出发，把元素特征从研究对象的场景原型

映射到设计目标的相关特征中，再依据动态图形设计

的构成要素，将宏观的研究对象集合分解成由多个类

似的对象组成的具体特征。

动态图形作为视觉传达设计在动态上的延伸，它

遵守着图形设计和动态设计的原理，并且把视觉要素

有目的和有规划地表现在时间线上[7]。动态元素的提

取主要是在“形”的基础上，对具体的地域文化进行场

景衍生，再提取动态形态、动态结构和动态颜色等元

素。地域文化动态特征元素提取框架见图2。

3 通道侗族文化的影像包装设计实践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怀化市最南端，是一

个具备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与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少数民族聚集区，有灿烂的侗族文化遗产和古雅

淳朴的民情风俗。这里从“形”和“时”两个层面来展

图1 现有的文化元素提取框架

Fig.1 Extraction framework of existing cultural elements

图2 地域文化动态特征元素提取框架

Fig.2 Extraction framework of dynamic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of

geograph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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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计研究，实现通道侗族特色文化元素在影像包装

中的再设计。“形”层面的调研主要是基于历史原型和

文化图案收集的特征元素的提炼；“时”层面的设计调

研主要是在时间线上对“形”的动态特征进行提取。

最后综合“形”和“时”两个层面的研究成果，采用动态

图形设计的方法，对侗族影像进行再包装设计。

3.1 资料收集与整理

通过对通道侗族地区现有的特色文化进行调研，

收集具有代表性的人文风俗或艺术形式。独特的侗

族文化主要表现在建筑、服饰、歌舞、手工艺等方面。

在民族建筑方面，以鼓楼、寨门、风雨桥最为出色，堪

称侗族建筑的“三宝”；在民族服饰方面，以侗锦、侗

帕、侗带最负盛名，其色彩艳丽，花纹精致；在民族歌

舞方面，侗乡一向被誉为“歌舞之乡”，流传至今的乐

器多达数十种；在民族工艺方面，剪纸和乐器的制作

颇具代表性。

3.2 文化元素的提取

采用场景原型衍生法，将模糊不清的侗族特征文

化，分解成具体的设计特征元素，以下将从形态、结

构、色彩来探讨侗族动态元素的提取。

形态和结构的动态设计元素的提取主要是从侗

族建筑、器具和侗锦等领域来深入研究。侗寨鼓楼雄

伟壮观、结构严谨，是侗族建筑技艺的集中体现，外形

似多面体的宝塔，楼檐角凸出翘起，如飞似跃之感[8]。

鼓楼结构元素的提取，根据动态图形的设计原则，并

遵循鼓楼的结构特点，还原鼓楼的搭建过程，把鼓楼

分解成楼顶、楼身和底部3个部分，楼顶是连串葫芦形

的顶尖，直刺苍穹；中部是层层叠楼，形如宝塔的楼

身，其楼檐一般为四角、六角、八角；鼓楼底部，多是正

方形，中间是一个或方或圆的大火塘。从整体的形式

上来说，鼓楼形态最显著的特点是，在不脱离杉树原

型的基础上揉合汉族密檐多层佛塔的造型，形成下大

上小的楼塔形。鼓楼动态结构元素的提取见图3，按

照其搭建原理，对建筑进行视觉化还原，极大地丰富

了动态图形的叙事性设计。

侗锦以独特的编织工艺、富有造型的图案、生动

深刻的文化内涵、对比强烈的色彩，跻身中国著名织

锦的行列，抽取侗锦最具特色的踩歌堂耶罗纹、凤尾

纹、井字纹、太阳纹、月亮纹、龙纹、鱼纹等纹样，并对

其进行简化、抽象和重组，赋予其民族文化精神，以更

好的视觉效果来展示民族文化的精髓。侗锦纹样应

用于设计实践中，赋予了影像包装设计新的地域文化

内涵，使文化底蕴得到进一步升华。侗锦动态元素的

提取见图4。

色彩是人体诸视觉元素中对视觉刺激最敏感、反

应速度最快的视觉信息符号。在地域特色的提炼和

表现设计中，色彩元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侗族文

化的特征色彩主要集中表现在侗锦的彩锦上，彩锦以

红、绿、蓝、紫、黄、白等色线与经纱的白色或黑色底纱

交织而成，着重强调对比、鲜艳和明快，以达到绚烂、

艳而不俗的效果[9]。用地域特色的配色来延续侗族文

化艺术的色彩风格，采用红、绿、蓝等高饱和度颜色色

系，将民族地域的色彩意象与动态图形设计相结合，

这样的配色既符合侗族的地域文化特色，又具备美观

的视觉效果。

3.3 文化元素的重构及其应用

在完成了设计元素的充分提炼后，再对所提取的

元素进行合理构建。在文化元素的动态构建过程中，

需要认识到动态图形设计与地域文化元素的互动关

系，既要遵循形式美法则和动态设计原理，又要尊重

原对象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塑造的图形符号更具识别

性、传播性和创新性[10]。在侗族文化元素的动态图形

设计中，组合文字和图形，运用颜色、质感、比例关系

等构成具有形式美感的画面。笔者尝试将提炼后的

鼓楼图形与剪纸元素相结合，把抽象化的侗族服饰与

侗锦的花纹图案进行解构重组，以线的元素来统一整

个侗族文化图形系列的设计，按照点、线、面的构成规

律来编排，运用地域元素符号来强化创新。通道侗族

文化的图形设计见图5。

图3 鼓楼动态结构元素的提取

Fig.3 Extracting characteristic dynamic structure of the Drum

Tower

图4 侗锦动态元素的提取

Fig.4 Extracting characteristic dynamic form of Dong Bro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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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鼓楼的动态图形设计见图6，采用侗族鼓楼、

剪纸和侗锦纹样的组合图形，将拔地而起的鼓楼模

型、巧妙变化的背景元素、抽象的侗锦纹样和浓郁的

民族色彩组织起来，控制好动态图形的时间设计，不

同的动态出现在不同的时间点上，颜色、形态和结构

随着节奏和韵律的变化而产生新的视觉变化，诠释了

通道侗族民族符号的精髓。这样的创新设计既吸收

了传统文化的元素，又融入了现代设计的形式，让民

族文化更加富有生命力和现代感。

4 结语

基于场景原型衍生方法来探索民族地域文化元

素的动态特征，对其进行提炼和再设计，并应用到具

体的设计实践中，有助于提升设计对象的文化内涵，

将复杂多样的文化符号以更准确直观的视觉化语言

传递给受众，让更多的受众去感知大众文化冲击下濒

危的传统文化的余温，从而吸引人们自觉参与到传统

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播中。由于这里对通道侗族文

化的调研尚不够深入，所以提出的地域文化动态设计

元素提取框架还有不足之处。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在

完善元素提取框架的同时，搭建数字化的侗族文化元

素库，并将它应用到特色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中，使地

域文化焕发新的价值和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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