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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由于新媒体的盛行，全球城市的地域文化出现了相似化的趋势，为了挖掘有地域特色的文

化价值和意义，以徐州为例进行相关探究与尝试。方法 在徐州地域文化和城市视觉创意元素研究的过

程中，运用了调查法、对比法、文献研究法等方法。结论 通过对当地有代表性的地域元素运用创意摄

影、图形解构、软件支持和系列化的方法进行一系列尝试，着力于把城市视觉创意元素有效地应用于地

域文化的宣传和开发，从而增强视觉效果，诠释设计宗旨和理念，让人们从更生动直观的角度去认知和

传承地域文化以及相关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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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Visual Creativity and Design in the Regional Culture 

SUN Ya-yun, GUO Xin-lu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prevalence of new media, global cities appeared similar to a trend of regional culture,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Xuzhou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In the process of 

Xuzhou regional culture research and visual elements, using the survey method, comparative method,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etc. Elements of the local representative regional use creative photography, graphics, deconstruction, software 

support, and series of methods for a series of research to focus on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visual elements in the pro-

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e, to enhance visual effect, interprets the design aim and idea. Finally, people 

recognize and inherit the reg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e vivid and intuitive, and relate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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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兴

文化异军突起，在全球化的加速进程推动下，众多

新兴科技研究成果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比如动

漫文化产业、数字媒体和新媒体产业、网络电视和

电脑科技等等。而每座城市独具的地域文化也应该

得到足够的重视，从而才能更好地进行传承和发扬。 

中华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和文化发展模式，最

终才形成了富有渊源并且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自

古以来各地区都是长期既定进行着社会、文化和生

活方式的生产，从而呈现出各自特有的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之间都会不自觉地互相融合，特别是在过

去多数时候都是政权上处于统一的局面，再加上各

地域人口的交流活动，导致各地的地域文化和当地

风俗就开始相互产生影响，在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

文化背景之下，更要重视各自地域文化的传承及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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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域文化创意设计研究现状 

伴随着类似“慢递”等新型寄件的小店出现，明信

片再一次掀起一股文艺风潮，并且在这个以电子信息

为主流的时代里重新占领一个新的市场。林磐耸基于

一系列以台湾印象为主的平面作品，又创作了“台湾

家书”系列的明信片，把全世界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明

信片跟台湾地图外轮廓相结合，巧妙地传达出每个人

对家的那种无法割舍无法言语的牵挂。在这一系列图

案成型之后，林磐耸把这些被赋予“台湾是我家”深刻

内涵的符号应用到新的载体中，将大自然的美丽和台

湾特有的传统纹样融合到一起，具有很高的美学价

值，形成了有着地域特色的视觉形象[1]，使得更多不

了解台湾的人开始喜欢上台湾。 

目前，基于地域文化做设计的过程中，大多会涉

及城市视觉形象的设计、地铁站修建以及城市宣传、

旅游纪念品等方面，研究切入点最多的是对地方语汇

的符号提取、地方习俗的图腾色彩以及独有的特色文

化等。但与林磐耸案例相比，现有的设计首先都普遍

缺乏一种人文情怀，跟受众并没有特别密切的联系，

而且城市间的发展都有相似化的趋势。正如前英国皇

家建筑师学会会长帕金森所言：“全世界有一个很大

的危机，我们的城市正在趋向同一个模样。这是很遗

憾的，因为我们生活中许多情趣来自多样化和地方特

色。” 

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形象塑造，不仅仅是“形”的

再造，更重要的是“神”的传承，具备一定文化性、民

族性的城市创意设计猜更容易引起受众共鸣，进而产

生认同。 

2  地域文化城市视觉创意设计概念释义 

严格意义上来讲，地域文化是指某一特定区域自

古至今就开始有了发展轨迹、有自己的特色并且在今

天仍在发挥作用的文化。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历史

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等方面的差

异，一定会形成跟其他地域城市不同的文化痕迹，因

此必然要从历史文明的进程中找出亮点，并且赋予地

方文化以新的内涵，然后通过新的传播载体，充分传

达地域城市特色与风土人情，使新老文化和谐共存。 

地域城市视觉特征指各自地域城市特有的著名

且具有视觉亮点的形象与景观，经历时间的冲刷现在

可以成为被大众公认的视觉性较强代表性也足够的

标志。地域城市视觉必然是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之上，

然后通过对现有的资料进行挖掘与整理、传承并发展

起来的特色象征。 

 

3  徐州地域文化调研分析 

3.1  古代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可以说是一座城市发展的主心骨。徐州

的地域文化一方热土，八面来风，天人相应，物我一

体。关于徐州文化的定位，曾有彭祖文化、两汉文化、

东坡文化、黄河文化、战争文化诸多之说，见仁见智，

各成一家。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徐州的地域文

化不仅有着鲜明的时代性，而且还有着与时俱进的创

新精神[2]。 

书中记载显示，徐州有着五六千年的发展历史，

在徐州历史最早的记载中，有3处遗址可以证明，分

别是邳州大墩子遗址、刘林遗址和新沂花厅遗址。东

夷徐方一名叫篯铿的年轻人因为当年给帝尧献了一

样雉羹，因此得到了“彭祖”的封号，这是历代徐州人

自豪和骄傲的事。 

大彭氏国经过彭祖精心的治理成为了当时夏商

时期一个强大的地区。铜山丘湾遗址也正是当时大彭

氏国社祭所留存下来的。据当时遗留下来的甲骨文文

献确凿记载，徐州在文字上的发展史已有3000多年。

也就是大约在这一时期，大彭氏国这附近的地区被当

地人称为徐州，并且成为九州之一。不久，徐州地区

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到了商末周初时期，这片区

域不仅在农业上有了明显的发展，而且就连文化领域

里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3]。 

徐州在历史上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当

时的春秋时期，徐州已经开始具有对位置的界定和城

乡区域的地理位置象征意义，在整个历史轨迹中都有

着可以记入史册的身影。 

3.2   现代地域文化 

民以食为天，徐州当然也有特色的饮食文化，比

如人人赞不绝口的地锅鸡和一年一度的伏羊节。 

现在的徐州现代化发展迅速，但还是有各种各样

的庙会市集供大家交流和娱乐。比如农历二月十九云

龙山会、四月十五泰山会、五月初五五毒庙会以及子

房山会。不同庙会有着不同的规模和开展时间，每次

庙会期间，都是人山人海万人空巷的热闹场景，市民

朋友一起出门逛街，感受当地特色文化的同时还可以

偶遇老朋友，一起聊天，共同享受这份快乐。 

3.3   地域文化研究现状 

现在市场上也有许多相关徐州本土的作品成果

出版面世，像《徐州风物志》、《徐州文化志》、《两汉

文化研究》等作品，其中《徐州民俗》中更是在民俗

类书籍都会涉及的“交际”、“吉祥”外，还更深层次地

详细研究了“文娱”、“歌谣”和“传说”三大部分内容。 

就以两汉文化的研究开发为例，一是有系列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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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博物馆的建设：汉兵马俑博物馆、在北洞山的汉墓

陈列馆、云龙湖畔的汉画像石艺术馆、龟山汉墓遗址

的博物馆以及徐州博物馆等；二是系列性两汉文化题

材创作与活动：电视连续剧《汉刘邦》、大型仿汉音

乐舞蹈《汉风乐舞》、彭城文化节等。 

目前，虽然徐州在文化的传播进程中不断前行，

但是更多的还是常规的著书立说和老套的文化交流，很

少在城市视觉创意设计领域里花费人力物力去开发和

尝试，而且市面上有的相关明信片等之类的文化产品设

计千篇一律，缺少现代气息与表现活力，对于眼下年轻

人为主要消费群体并不能引起足够大的重视[4]。 

4  地域文化下的城市视觉创意设计展开 

通过研究和梳理了整个徐州地域文化的主要象

征意象后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去进行视

觉语言的提炼和创作：名胜古迹、民俗民居、民间工

艺、戏曲戏剧和城市印象五大类[5]，进而取“义”于主

题运用联想的方法进行一系列的以图形为主、以海报

为主要形式的视觉创意设计。 

中国传统建筑的檐部形式中有一个名叫飞檐的

局部，多见于亭台楼阁、宫殿庙宇等诸多古建筑的屋

顶的转角，并且檐角向上翘着的外形如同飞鸟展翅。

飞檐还是中国建筑民族风格的重要体现之一。徐州风

云阁有两层，重叠的檐角有 6 个，建筑物呈现出向上

的动感，就像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气势把屋檐往天空

举起[6]。本文将风云阁飞檐与拉锁两者进行同构，以

简洁的檐角与湛蓝的天空进行对比，强调历史文化积

淀与现代城市文明的开放进程，体现徐州用开放的姿

态迎接未来，画面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设计思维过

程见图 1。 

                    
图 1  设计思维过程 

Fig.1 Design thinking process 

民以食为天。任何一个地域城市的特色文化中，

食文化都足够令人兴奋。本文以徐州特色小吃为元素，

对每一个元素进行矢量化的艺术处理，提取关键的视

觉形象，手法简单轻松，增强每一个元素的趣味性和

识别性，给人一种随意的感觉，但构图严谨有序，有

一定的规律性。整体画面给人感觉丰富而不散乱，局

部空间也有疏密对比。在颜色的选择上以配合构图为

主，用鲜艳的橘黄、橘红色和淡黄底色图案形成纯度

对比，清新明快，和谐统一，插画的表现手法也增添

了些许趣味性，徐州地域饮食文化海报见图 2。 

这一系列作品都是以徐州地域文化为创作主题
[7]，从研究凸显本土文化特色的视觉特征出发，全新

角度去集中展示了徐州地域视觉文化的魅力，希望在

不久的将来可以将这些设计成果通过各种新兴媒介

起到很好的推广作用，努力去做到将具有视觉文化价

值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当下被市场所需求的产品，从

而进一步传播徐州文化和地域视觉[8]。 

最后，可以将这些传统海报设计作品与徐州城市

新风貌相结合，通过 H5 的形式进行移动设备端传播。 

 
图 2  徐州地域饮食文化海报 

Fig.2 Xuzhou region diet culture posters 

彼伏的空间透视效果，加强视觉的纵深感和交互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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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将前后页面间的切换过程采用手势的交互行

为操作，例如擦出、滑动等每一张图片的关键部分。

这样的传播方式不仅是眼下备受年轻人欢迎的一种

潮流，而且更是将传统地域文化进行新传承新发扬的

一个契机。 

5  结语 

通过对徐州城市视觉创意设计的尝试，在日后

的设计中更多考虑如何将特色文化用年轻人乐于接

受的方式进行再设计，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如何穿

上年轻时尚的外衣来跟年轻人进行沟通，进而真正

起到对文化的普及和传承[9]。且地域文化下的城市视

觉创意设计的传播载体也越来越生活化、多元化，

更生动直观地传播给受众并能够深入到大众消费层

面，潜移默化地起到提升大众美学意识的作用。 

这种新的视觉创意元素发掘不但使设计具有更

强的视觉性、诉求力和感染力，而且还为各地的地域

文化提供了更好的传播和宣传途径[10]。在充分了解地

域文化的情况下，运用现代流行风格手法设计出的作

品才有助于提升自身的文化内涵，才可以很好地实现

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11]。随着时代发展形势及设计

潮流的趋势，将具有很强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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