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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入手，研究地域文化在景区视觉形象识别系统中的应用。方法 从地域文

化的内涵以及地域文化在景区形象设计中的应用现状出发，分析地域文化在景区视觉形象设计中的作

用，通过历史元素表现型、地理元素表现型、民族元素表现型、宗教元素表现型等四种表现形式在景区

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构建中的应用解析，论述地域文化在景区视觉形象设计中的重要作用。结论 通过研

究地域文化在景区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构建中的重要性以及表现形式，为地域文化在景区视觉形象识别系

统构建中的应用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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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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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make 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into the recognition system structure of visual 

image in scenic spot through a cultural point of view.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its current applica-

tion status involving in the image design in scenic spot, it tends to analyze the role of regional culture in scenic spot visual 

image design by analyzing 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elements phenotype, geographical elements phenotype, ethnic el-

ements phenotype and religious elements phenotype into the recognition system structure of visual image in scenic spot, it 

expounds the important role of regional culture in visual image design in scenic spot.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into the visual image design in scenic spot by exploring the importance and patterns of 

manifest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applied into the recognition system structure of visual image in scenic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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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旅游

已经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地域文化作为提升旅

游景区文化层次和内涵的重要资源，在各景区设计和规

划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景区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是

景区展示给游客的对外形象，能够较为直接、快速地传

达景区文化气息，提升游客对景区的印象。地域文化是

景区形象设计的重要源泉。研究地域文化在景区视觉形

象识别系统中的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地域文化与景区视觉形象识别系统 

1.1  地域文化的内涵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方传统文化的脉络，是该地域

历史发展过程中结合自然环境、地域条件、生活方式

所形成的一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化传统，有着强烈的区

域特点和历史印记[1]。” 地域文化反映一个地方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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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是该地域地理、生态、民俗、传统、习惯

等文明的表现，是展示和提升该地域文化特色的核心

元素。地域文化具有强烈的专属性和可识别性[2]。 

1.2  景区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内容 

景区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是景区展示给游客的第

一印象。景区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内容包括基础系统

和应用系统，基础系统是指基于概念和形象传递的基

本标识及设计规范，应用系统则是基于形象价值传播

的、符合延展的具体项目，包含公务用品、环境指示、

广告、公关用品、服装、交通工具等。景区视觉形象

识别系统的目的是为景区建立统一的、标准化的视觉

识别系统，统一景区对外形象，展示景区特色内涵，

提升景区带给游客的第一印象，增强游客对景区的好

感，从而提高旅游回头率，并吸引潜在的旅游客源。

融入地域文化的景区视觉识别系统设计，浓缩了一个

地方的特色风情，具有其他普通的景区视觉形象不可

比拟的独特个性和表现力。 

1.3  地域文化在景区视觉形象识别系统中的应用现状 

旅游业已经成为国内外发展势头最猛的产业之

一，各类旅游景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与此同时，

由于对视觉识别系统的重视程度不同，各地的旅游景

区形象设计则出现了参差不齐的现状。相对来说，国

外的一些景区视觉形象设计要比国内的好一些，尤其

是欧美国家。而国内的景区，除了一些大型的国家

5A 级风景区外，很多中小型景区都出现了景区视觉

形象识别雷同，识别性不强，发展不完善等问题。对

旅游景区的地域文化表现不充分，定位不准确，内容

也相对比较含糊，很多景区只有一些单独的广告和宣

传口号，配套的视觉识别系统没有得到过多的重视，

从而导致各景区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景区文化特

色不明显，游客体验感下降[3]，因此，研究地域文化

视角下景区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构建是我国众多景

区形象设计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2  地域文化在景区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构建 

   中的作用 

2.1  有助于提升景区的形象识别性 

地域文化反映的是一个地方的特色文化传承，是

该地方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属性，因此，融入独特

地域文化的景区视觉识别系统也具有其他视觉形象

不可比拟的独特个性[4]，这正是解决目前景区同质化

的一味对症“良药”。将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风俗，

经过资源整合和元素提炼，结合旅游景区独特的自然

环境，形成与众不同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有机体，提

升景区形象的独特个性，增强景区视觉形象的识别

性，促进景区形象建设的发展。 

2.2  有助于体现景区的文化内涵 

地域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不同地域不同的风土人

情，这种差异性正是旅游的意义所在[5]。中外很多地

区的旅游业发展表明，当旅游与文化的结合度越高，

旅游业中的文化成分越多时，旅游经济就会越发达。

不同特色的地域文化为旅游景区注入不一样的文化

内涵，带给游客特殊的文化体验，增强游客对景区的

层次印象，也吸引潜在的旅游客源。 

2.3  有助于树立独特的旅游品牌形象 

在旅游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个景区想要在竞争

激烈的旅游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然要走品牌化

发展之路，树立独特的旅游形象，打造卓越的旅游品

牌。将地域文化融入到景区视觉形象识别设计的构建

中，正是以文化为依托，通过文化的号召力，为景区

形象建设注入精髓和灵魂[6]，提升景区的形象个性，

体现景区的文化层次，提升旅游形象文化品味，塑造

个性化品牌文化，促进旅游品牌形象的建设和发展。 

3  地域文化在景区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构建 

   中的应用 

地域文化是个综合抽象型的概念，是一个地区历

史地理和人文等因素的总和[7]。地域文化在景区视觉

形象识别系统中的构建，就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挖

掘和整合各景区的地域文化特色，分析地域文化与景

区形象建设的契合点，将不同的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到

景区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构建中。在具体的设计中，

要依据景区的属性分类进行合理设计，寻找最适合的

表现形式。 

3.1  历史元素表现型 

历史元素表现型指的就是以该地历史文化、历史

古迹等作为主要元素进行表现的景区视觉形象设计，

主要适用于历史文化浓厚的文化景区。历史元素是一

个地方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传承下来的文化延续和历

史痕迹，将历史元素作为主要特色进行景区视觉形象

设计，可以提升旅游地的历史文化内涵，让游客感受

到旅游地浓厚的文化底蕴。 

如中国国家历史博物观标识形象设计（见图 1），

整个设计外形取自于司母戊鼎的剪影，司母戊鼎是承

载着中国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国家珍贵文物，是中国历

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鼎上由“中”和“史”两个字演化

而来，正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名字简化，整个标志设

计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

将历史文化元素完美的运用到了识别系统的设计中，

被称为“穿越历史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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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标识形象设计 
Fig.1 The logo image design of the Museum of Chinese History 

3.2  地理元素表现型 

地理元素表现型指的是以该地的地理文化环境、

自然风光特色为主要元素进行表现的景区视觉形象

设计，主要适用于自然风光型景区。将地理元素作为

主要特色进行景区视觉形象设计，就是将一个地方的

地貌风景和风光特色作为视觉元素提炼出来，通过在

标志、地景设计、导视系统等中的体现，凸显该地自

然风光的识别性和差异性，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 

如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毕思肯国家公园旅游视觉

形象设计（见图 2），这里主要是以大片的水域和一

些小岛组成[8]，主要特色即为清澈见底的水系，丰富

的水产资源，大面积的珊瑚礁和红杉树等，因此，导

览牌的设计颜色上选择了以珊瑚礁的红色为主，造型

上以各种水产生物如小龙虾、鱼类等来表现，景区内

的导视牌采用红杉树的树干和纹理等仿生形态，给人

以强烈的原生态特色，突出了该景区的生态环境和自

然风光特色。 

   

图 2  美国毕思肯国家公园景区视觉形象设计 
Fig.2 Visual image design of the Biscayne National Park 

3.3  民族元素表现型 

民族元素表现型指的是以该地具有民族特色的

民风、民俗为切入点进行表现的景区视觉形象设计。

民族元素从某种层次上讲，可以说是最具地域性和最

具表现力的视觉元素，民族元素的内容包括服饰特

点、饮食文化、礼仪文化、节庆活动、生活方式、婚

丧习俗等，可以涵盖一个地域民族特色的方方面面。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族化的设计元素作为极具视

觉冲击力的设计元素，在景区视觉形象设计的应用

中，既可以体现景区独有的风情特色，又对民族性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一定的推广和传承的作用。 

如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形象设计（见图 3）。屯堡

文化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文化资源，这里居住着一支至

今仍保留着明朝时期生活方式的汉族群体，在历经几

百年的历史沧桑之后，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硕

果仅存的一种文化形体[9]。屯堡的旅游形象就在分析

这里的民族文化特色基础上设计而成。标志设计正是

从当地的石墙建筑结构提炼而来，导视牌的设计则巧

妙地融入了当地服饰的主色和盘扣设计，木头上的浅

浮雕来源于地戏中的面具纹样，所用石材、木质结构

乃至整体的设计风格，都和屯堡的民族文化特征一脉

相承，将屯堡的文化特色较好地凸显了出来，实现了

地域性和时代性的完美结合。 

3.4  宗教元素表现型 

宗教元素表现型是指以该地宗教文化为主要元

素进行表现的景区视觉形象设计。宗教元素表现型首

先适用的即为宗教文化型的景区，包括众多观堂庙宇

等。除了这类景区外，很多其他景区也或多或少都有

一定的宗教文化元素存在。不同的宗教信仰具有不同

的文化内涵，宗教文化自身的内涵魅力，使得宗教元

素在景区形象设计中的融入为景区形象注入特殊的

文化意蕴。 

如陕西法门寺视觉形象识别系统设计（见图 4），

其在国内同类景区的视觉形象建设中比较具有特色。

法门寺是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的佛教圣地，在佛教

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法门寺的视觉形象设计即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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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贵州屯堡景区视觉形象设计 
Fig.3 Visual image design of Tunbao in Guizhou 

 

 

图 4  法门寺景区视觉形象设计 
Fig.4 Visual image design of Famen Temple 

着自身的佛教文化展开。标志的设计来源于宝相花、

合十舍利塔、佛指、阿育王塔的设计组合。宝相是佛

教徒对佛像的尊称，合十舍利塔是法门寺的标志性建

筑，阿育王寺则是法门寺的原名，整个标志设计完美

地展现了法门寺的佛教文化特色。印度红、棕黑、皇

家黄、袈裟棕的标准色彩配置，由宝相花、经幡演变

出的辅助图形，以及标识系统等其他应用部分，亦紧

紧围绕佛教文化这一主题，将法门寺的宗教文化元素

巧妙地融入了整个景区的视觉形象识别系统中，凸显

了景区文化，提升了景区的形象。 

4   结语 

设计本身一旦赋予了文化，就有了灵魂[10]。将地

域文化应用到景区视觉形象设计中，正是为景区视觉

形象注入了灵魂。地域文化视角下的景区形象识别系

统设计，就是要挖掘景区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凸显景

区的旅游特色，增强景区的文化内涵。本文从地域文

化的内涵以及地域文化在景区形象设计中的应用现

状出发，论述地域文化在景区视觉形象设计中的应用

价值和优势，同时，通过案例分析，研究地域文化在

景区形象识别系统构建中的不同应用形式，其目的是

希望通过本研究，提出地域文化在景区视觉设计中的

重要性，给景区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构建带来理论上

的新思考，促进景区形象建设向高品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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