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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天津历史文化的发展进行研究，深入探索“津味”文化符号。方法 采用河、海、天津民

间艺术等“津味”文化元素，赋予现代气息，并将其运用到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的视觉设计中，最后得

出中西合璧、宽厚包容和底蕴深厚的多元文化，是天津的城市文化特征。结论 通过举办第十三届全国

运动会，彰显了“津味”文化的魅力，让全国人民和世界了解天津，促进其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

将天津建设成为更开放、更国际化的大都市，使天津张开双臂拥抱世界，建设和创造天津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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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Jin Flavor" Culture in Visu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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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ianjin cultural development, more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Jin flavor" of cultural symbols. The "Jin flavor" cultural elements inherited by river, sea, Tianjin folk art are endowed 

with modern flavor and applied to the visual design of the Thirteenth National Games. The results of Chinese and West-

ern, generous and tolerant, profound multiple Tianjin city culture i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holding Thirteenth 

National Games can highlight the "Jin flavor" of cultural charm, let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world's un-

derstand Tianjin, promot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o build a more open, mor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with 

open arms to embrace the world, build and create the beauty of Tianjin good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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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运动

会将在天津举行，全国 34 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

政区及部分行业体协的体育健儿将齐聚天津。由于本

次全运会恰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

开的前夕，同时也是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到来之际，所以本次运动会有着其特

别重要的意义。 

天津人民也在全力以赴做好各项赛事的准备工

作，通过全运会的举办来展现天津的综合组织管理能

力。天津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通过赛事的举办也对展示天津的城市风貌与中西合璧

的历史文化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视觉设计作为赛会各

项组织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它通过加入具有典型的

“津味”文化的视觉元素，以此尽展天津城市文化品质。  

1  “津味”文化孕育  

“津”是天津的简称，天津是由海和运河的汇合逐

渐发展起来，迄今为止已有 613 年的历史[1]。天津地

名是明代永乐二年，燕王朱棣在此走水路夺取明朝皇

权，赐名为“天津”。“天”代表 “天子”，“津”代表“渡

口”，其寓意是天子经过的渡口[2]。因此“津味”文化的

形成与河海之水、码头、港口有着密切的联系。 

史上黄河曾经 3 次在天津附近入海，冲积成浅滩，

形成河、海交汇的地形，三国时期在北面开凿运河，

即北运河，形成我国 5 大水系之一——海河水系[3]。

天津的“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组成部分，是南北漕

运的重要水上通道和转运码头，再经北运河到京城，

南运河和北运河在天津与海交汇，就是现在的金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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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岔河口，史称"三会海口"，它是天津的起源地，又

有丰富的海盐资源。在元朝被设为“海津镇”，进而形

成筑城设卫的军事重镇，再由沿河道顺势扩张发展成

今天的城市的规模。纵观天津历史的发展，由规模较

小的，且又是商贸经营内陆“码头”，演变成一个集商

贸、加工、制造、金融、战略、国家对外开放口岸的

“港口”城市，现在天津已发展成为国际现代化港口大

都市，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孕育了“津味”文化。 

2  “津味”文化形成 

随着漕运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天津城市文化基础，

道光二十六年刻本的《津门保甲图说》显示，天津城

市人口中移民人数占了绝大比例，使得各地文化齐聚

在此，经过兼并融合，逐渐形成天津地域独特的兼容

性、开放性、多元性与竞争性并存的“津味”文化特征。 

近代中国，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后，西方列强在

天津设立租界，建设了各式各样风格的建筑，使天津

成为“万国小洋楼”城市，西方文化也随之入侵天津，外

来文化再一次被兼并、吸收、转化，天津城市文化又被

融入新的元素。天津还曾是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军

工机械制造，以及交通、通信、邮政、建筑、市政、采

矿、近代教育、司法等方面的建设，均开全国之先河，

也是近代中国北方最早开放的城市，进而形成了多样

包容、平衡自立、充满竞争的“津味”文化要素特征。 

3  “津味”文化特征 

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谭汝为教授在

《天津城市文化漫谈》中写道：“天津和北京、上海相

比，北京属于世袭等级的精英文化，上海属于精明细

腻的商埠文化，天津属于中西合璧的复合文化。天津

作为北方沿海大都市，南北沟通、中西包容、雅俗融合

的文化都沉浸在‘津味’文化与天津人的气质之中[4]。” 

天津因河海通商而形成，河、海是“津味”的文化

主流，也是“津味”文化的特色符号。河、海造就了天

津人的见多识广、自我平衡、务实为先、鞭弃懒惰、

平等待人的品质。人们提起天津城市文化，就会讲起

享誉中外的泥人张彩塑、魏风筝、杨柳青年画等民间

艺术，加上天津素有“万国小洋楼”之都的称号，这更

加体现了中西合璧“津味”文化的特征[5]。 

4  “津味”文化应用 

“津味”文化符号是与河、海之水、码头、港口、

民间艺术分不开的，通过对天津历史文化的研究，更

显现出“津味”文化是多元包容文化。第十三届全国运

动会的视觉形象设计，传承了河、海、杨柳青年画等

“津味”核心文化符号，并赋予了现代气息[6]，彰显了

天津的“母亲”河——海河的文化底蕴。 

4.1  河海通融造就“津味”文化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天津市

举行，通过此次体育赛事传递“津味”文化内涵信息，

展现“津味”文化的特色，让人们了解天津，让世界了

解天津，天津正在张开双臂迎接八方来客。从全运会

的会徽视觉设计中可以看到其传承了“津味”文化元

素，它由书法字“津”、“13”、“张开双臂的人形”和“海

河”等设计元素构成，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会徽见图

1。视觉设计既体现了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体育精

神，具有鲜明的天津城市文化风格，还寓意了天津盛

世同心、开放包容的内涵。“奔向未来”具有明确的符

号性，巧妙涵盖了多个与主题相关的重要信息[7]。 

 

图 1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会徽 
Fig.1 Emblem of the thirteenth national games 

书法和“津”字两个设计元素代表中国的天津，

“13”数字代表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一个张开双臂人

形的“津”字体现天津人民奔向未来发展和奋发向上

的决心，它又呈“火炬”造型，“火炬”传递是大型综合

性体育赛事中独有的标志性活动，是历届国际奥运会

举办前进行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体现第十三届全

国运动会是一个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表明天津在各

个方面都达到主办城市的实力，借助体育盛会使天津

这个渤海之滨城市变得更加灿烂辉煌。会徽图形的整

体造型又呈河水流淌、汇聚的形式，象征天津的河海。

河海是由九河汇聚的河流，天津人把自己比作“河海

儿女”，河海养育着天津人，孕育着“津味”文化，会

徽中隐喻“河海”的核心图形代表天津城市文化的源

泉。以蓝色为主的会徽，色彩鲜明，符合渤海之滨的

天津城市特色，以一种简洁明快的形象展现在人民眼

前。第十三届全运会会徽、吉祥物评审委员会专家，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王国伦教授表示，以汉字书法风格

书写的“津”字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倾斜和手

写的“13”给人以运动感。张开双臂的“津”字，寓意喜

迎八方来宾，体现出天津盛世同心、开放包容的内涵，

火炬顶端的红色火焰代表着激情热烈，象征着光明、

团结、友谊与和平，体现全运会“全运惠民，健康中国”

的主题。会徽的整体也让人们看到，在天津市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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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是一次盛会。 

4.2  民间艺术展现“津味”文化精髓 

作为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另一个视觉形象大使

标志“津娃”，它取材于享誉中外的天津杨柳青年画，

与会徽遥相辉映，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风，见图 2。

人们提起天津城市文化就会联想到“津味”文化的名

片杨柳青年画，该画在天津四大民间艺术中最具影响

力，被称为民间艺术之绝品，名扬海内外，见图 3。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吉祥物“津娃”形象设计，提取杨

柳青年画中的“大头娃娃”为主要设计元素，将杨柳青

年画的艺术表现形式与现代卡通形象进行有机整合，

同时融入了极强的时代气息。吉祥物形象诙谐、幽默、

生动，表现出天津人乐观、豁达的群体性格。“津娃”

手持全运火炬，传递出全运精神和天津人民企盼“全

运”的心愿，而火苗为“13”的形态，传达了“第十三届

全运会”的基本信息。津娃身着象征着富贵、吉祥、

幸福的牡丹花图案服装，寓意繁荣富强、幸福安康，

也蕴含着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美好期

盼。津娃脚穿虎头鞋，手持红色绸带，做出跳跃的动

作，传递出运动的概念，同时寓意虎虎生威、红红火

火，映衬出团结奋进、欢乐祥和的景象，表现了天津

人民作为全运会东道主，欢迎来自祖国各地的宾客和

运动员，并预祝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的美好心愿。 

 

图 2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吉祥物 
Fig.2 Mascot of the thirteenth national games 

 

图 3  天津杨柳青年画 
Fig.3 New year pictures of yangliuqing 

4.3  民俗文化彰显“津味”文化气质 

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古城，天津优越的地理环境

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多元民俗民风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来天津必然要品尝天津小吃、听曲艺相声、 

逛万国街景、坐船渡河海和逛文化街赏民俗民

风。八方来客在天津都能感受到自己家乡文化的影

子，同时也能感受异域文化的魅力。十三届全运会的

视觉设计充分彰显了海纳百川的“津味”文化气质，其

源自于“津味”文化中的民俗文化特质，天津泥人张泥

塑的系列作品是最有代表性的。 “津娃”的形态是运

用了天津泥人张泥塑的“娃”造型特点，见图 4。同时，

这些“津娃”百变的造型，夸张、俏皮和快乐地演绎着

“津味”独特的文化气质，见图 5。 

 
图 4  天津泥人张泥塑 

Fig.4 Tianjin nirenzhang clay 

 
图 5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吉祥物应用 

Fig.5 Application of mascot in the thirteenth national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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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第十三届全运会的视觉设计取材于广泛熟知的

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的元素，并加以现代视觉化的表

现[8]。“津味”文化符号将传遍世界各地，不仅浓缩了

体育竞技的动感，又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9]。第十三

届全运会的举办对于举办城市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

遇与挑战，也是城市未来发展的需要，我们共同期待

第十三届全运会圆满成功。 

“津味”文化的精髓在于“河”与“海”的相聚，创造

出了多元包容、幽默豁达、自立自强的城市文化内涵

符号 [10]。第十三届全运会的视觉设计既是对“津味”

文化符号视觉化的展示，也是对“津味”文化符号又一

次深入的研究和挖掘。提炼最典型的、最具地域代表

性的符号，并进行视觉化应用，这对提高天津滨海之

都的影响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促进了天津城市全

面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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