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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符号在网页界面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曾军伟，布乃峰 
（南华工商学院，广州 510507） 

摘要：目的 研究传统文化符号在网页界面设计中的应用规律。方法 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符号系统

的分类和使用意义，归纳了交互界面设计中的信息构建准则，通过网页界面设计实例，讲解了在网页

界面设计中如何以信息构建准则为指导，进行传统文化符号的选取和应用。结论 获得了以信息构建准

则为指导的在网页界面设计中应用传统文化符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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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ymbols in Web Interface Design 

ZENG Jun-wei, BU Nai-feng 
(Nanhua College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Guangzhou 510507, China) 

ABSTRACT: It researches the application rules of the symbol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web interface design. It expounds th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use of the symbolic syste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ncludes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criterion 

in interaction interface design, through the web interface design examples, explains how to select and apply the traditional cul-

tural symbols guided by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criterion in web interface design. It obtains the methods of apply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guided by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criterion in web interf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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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创意设计产业也衍生出许

多新兴的行业领域，网页界面设计就是其中之一。

如何将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符号形

态，运用到网页界面设计中，使其更具民族特色和

文化内涵，是这里关注的焦点[1]。 

1  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解析 

简单来说，文化就是指人们的衣食住行。一个

族群在某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长期繁衍生息，时间

久了，必然会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一定的

特质，这种特质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

有形的特质可以用来造型。比如古代陶罐上的鱼纹、

卷草纹，青铜鼎尊上的云雷纹、饕餮纹等，这些生

活器具及宗教礼器上的装饰图形，就是自然实物具

象化的有形的文化符号。 

汉字是另一类抽象化的文化符号[2]。汉字如同文明

一样，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变革，

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沿用下来的古老文字。方块

“豆腐”字已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汉字 初也是从

具象图形发展而来，古传仓颉造字，就是通过观察、

提炼、归纳各种自然事物的特征而成象形文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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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的特质虽然不能具象化，但是可以描述。

风俗习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这些

无形的特质既可以通过文字，比如诗词歌赋、小说

等来记述[4]，又可以通过静态的图形，如书画和动态

的影像等来表现，甚至也可以通过其他的媒介如乐

器以戏曲音乐的方式抒发文化志趣。 

2  交互界面设计中的信息构建准则 

交互界面设计具有基于屏幕的平面特征[5]，它的

信息载体也是平面设计中常见的图形、文字和颜色 3

类视觉元素，但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符号形态都适

合用在交互界面设计中，交互界面设计有其特定的

可用性要求，因此必须根据界面中所要出现的信息

内容来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符号形态的选取、提炼

和应用，才能让交互界面产品在保证可用性的前提

下有效传达其文化内涵。 

视觉系统通过主动对视觉信息构建结构，从而

让人们能更快地了解物体和事件。在基于屏幕的信

息界面上浏览时，并不会仔细检查屏幕并阅读每一

个词，而是会很快地扫描相关信息。如果视觉设计

师在设计交互产品的用户界面时，让界面上的信息

以结构化的方式呈现，那么用户会更容易查找到目

标信息，从而以更高的效率使用该交互产品完成目

标任务。为界面信息构建结构要遵循视觉认知规律，

大脑在对视觉信息构建结构时，主要有 3 个方面的

倾向性，即简化对象的倾向、给对象分组的倾向和

给对象完整形态的倾向。为界面信息构建结构时也

可按照以上 3 个特性来实现[6—8]。 

交互界面信息构建准则的核心思路就是让界面

上的信息以结构化的方式呈现。这样做的目的能让

界面上的信息适应人的视知觉规律，从而提高交互

界面的可用性。在保证可用性的前提下，用户才会

持续关注交互界面上的信息，信息中的内容才能有

效传达给用户。 

3  传统文化符号在网页交互界面设计中的应用 

笔者设计制作的中国结和九宫格在网页交互界面

设计中的应用，见图 1，委托方要求设计方案要体现出

中国传统文化风格。跟其他的平面设计作品一样，要

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风格，就要在视觉元素的设定上

应用传统文化的元素，本案例主要从图形元素、图案 

 

图 1  中国结和九宫格在网页交互界面设计中的应用 

Fig.1 Application of Chinese Knot and Nine Squares in web 
interaction interface design 

元素、文字元素和版式布局 4 个方面来考虑。  

3.1  图形元素的设定 

首先图形元素选取的文化符号形态本身应具有

一个相对固定的原型，这样图形元素才能有一个稳

定的结构；其次在对符号形态进行相应的提炼和重

构时，要保留足够的关键特征，以便在界面表现中

仍然能被大多数人准确识别并认知其文化属性。在

本案例中图形元素要为 9 组文字信息构建结构，根

据交互界面信息构建准则的要求进行发散和筛选，

终选取了“中国结”和“九宫格”作为应用符号

来构建图形元素的信息结构。 

中国结是 常见、 具中国特征的传统文化符

号之一。中国结是一种汉族特有的手工编织工艺品，

典型化的中国结主要为大红色，间以中黄，以盘长

结及菱形、圆形等对称构型为主，蕴含源远流长、

生生不息、吉祥平安的寓意[9]。 

九宫格在中国文化中有多重含义。本案例取儒

家典籍《易经》中的“九宫图”之意。 “九宫”之

名因《易经》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保

存、沿用至今。无论指的哪种“九宫格”，它都属

于中国的传统文化[10]。因为九宫格的纵横图布局与

中国结中常见的二维线条垂直交叉且中心对称的表

现形式具有相似性，所以旋转 45°之后的九宫格可

以用来替换掉中国结中心的交叉线条，这样既满足

要在该界面中放置 9 组文字信息的要求，又不会破

坏中国结的整体符号特征。 

3.2  图案元素的设定 

如果说图形元素的设定为整体的界面搭建了骨

架的话，图案元素的选取和表现就是为骨架丰满血

肉。因为图案元素要起到装饰、强化图形元素的作

用，所以在本案例中重点采用“绳结”图案来装饰



第 37 卷  第 14 期 曾军伟等：传统文化符号在网页界面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167 

 

和强化中国结的符号特征。 

绳结的图案设置在九宫格左右两端的双层同心

圆环中。圆环本身属于主体图形元素中国结的符号

特征之一。之所以采用双层同心圆环，一是通过同

心圆的构成形式形成视觉中心，让观者的视觉焦点

聚焦在承载 多文字信息的九宫格图形上；二是通

过双层的重复来契合中国结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

含义。作为圆环装饰图案的绳结具体采用两条绳线

缠绕延续的表现形式，这样既符合中国结用绳线编

织的材料特征，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结循环往复、

无限回绕的结构特征。 

3.3  文字元素的设定 

文字元素为体现传统文化风格采用隶书字体，

根据交互界面信息构建准则的要求，文字信息采用

名称的缩写从而简化信息；文字信息在 9 个宫格内

放置从而让信息分组；九宫格中间方格为国际经济

与贸易系的系部简称，周边八格分别为 8 个教学专

业简称，系部的简称和所处的中间方格在体量上要

略大于各教学专业的简称和所处的周边方格，从而

体现出整体文字信息的层级结构。系部全称及各教

学专业全称以二级弹出菜单的形式呈现。 

交互界面的实现采用全 Flash 制作的嵌入式网

页，九宫格中的二级弹出菜单用交互式按钮实现。

笔者设计制作的界面信息的结构层级及交互效果，

见图 2。 

 

图 2  界面信息的结构层级及交互效果 

Fig.2 Structure level and interaction effect of interface informa-
tion 

3.4  版式布局的设定 

在保证界面可用性良好的前提下，版式布局的

设定应尽量配合各个视觉元素体现传统文化风格。

在图形元素方面，九宫格的形态特征是方形的，而

中国结的形态特征是圆形的，在这两个主体图形的

融合上，本案例体现出直曲结合、外圆内方的整体

形态特征，这也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刚柔并济、

中正平和的完人品格相契合。在文字元素方面，由

于系部全称文字的字体采用了传统的隶书字体，因

此在系部全称文字的排列上也采用了传统的竖排版

式，以保持风格的一致性。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网页交互界面设计和传

统的以纸质载体为主的平面设计 大的不同是信息

传递的方式。网页交互界面设计中信息是动态双向

传递的，而传统的以纸质载体为主的平面设计中信

息是静态单向传递的。网页交互界面中信息既有输

出又有输入，在信息的交互中用户完成某个特定的

任务。这种特质决定了网页交互界面设计必须要符

合交互设计准则的要求，传统文化符号元素具体在

网页界面中运用时，也要符合交互界面设计中的信

息构建准则，即要让传统文化符号元素以结构化的

方式呈现。 

4  结语 

现代产品中的传统文化符号元素秉持着文化传

承的功效，同时传统文化也需要符合现代设计准则

的要求才能有效进行信息传播。产品需要一定的文

化内涵来构建其更深层次的传统文化符号特征，并

通过特定的表达形式体现出来。现代的建筑设计、

室内设计和平面设计都已经有了很好的榜样，相信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网页界面设计也能开辟一番新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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