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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新媒体背景下老字号品牌的动态化创新设计与推广。方法 调研老字号品牌现状，发现

制约老字号品牌的核心问题，以动态设计的方法实现品牌推广的新突破。结论 新媒体时代为老字号品

牌提供了信息交互传递的推广契机，动态化设计可以解决品牌推广所出现的形象老龄化、表现程式化等

问题，使老字号品牌传播实现多元动态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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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honored Brand Dynamic Design and Promotion 

YANG Meng, YAO Ying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a, the dynamic design and extension of the old brand is studied.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the old brand, we find that the core problem of the old brand is re-

stricted, and the new breakthrough of brand promotion is realized by the method of dynamic design. The new media era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promote the information interactive transfer for time-honored brand. Dynamic design can solve 

the brand image of the aging performance, program and other issues, the time-honored brand communication to achieve 

dynamic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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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品牌市场方式
的转变，品牌传播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老字号
品牌因为传播手段单一以及品牌形象更新迟缓等问
题逐渐萎缩。年轻的消费群体更愿意追求个性化的商
品和新鲜有趣的购买情境，同时由于国内外新生品牌
的冲击，老字号品牌与年轻受众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20%的企业面临破产[1]。许多国际经典品牌借助多媒
体平台多元、快速、趣味、互动性的优势，采取标志
动态化以及辅助元素动态化的品牌推广思路，对老字
号品牌的传播有重要的借鉴。 

1  老字号品牌的发展困境 

据艾瑞调研数据 2016 年统计，新媒体正逐步取

代传统媒体成为使用率 高的媒体形态。视频类网

站、客户端、APP 等新媒体用户从 5 年前的 24.7%提

高到 近 3 个月的 64.9%，互联网电视、音频类网站、

移动电台 APP 也有相似趋势。相比之下，报纸、宣

传单页等传统面授载体的使用比例下跌明显[2]。 

面对新媒体的冲击，老字号品牌在视觉形象与推

广方面愈发显示出与时代脱节，主要问题有：（1）与

当代市场变化脱轨，如马家烧麦等餐饮品牌未涉足订

餐 APP；（2）品牌形象时代感缺失、无力回应新兴品

牌的冲击，如八王寺汽水呆板的包装形式使其在本地

市场无法与外来品牌对抗；（3）品牌传播手段单一、

门户网站管理不佳，如中和福茶庄无官网、淘宝、微

信微博等沟通渠道，广告宣传范围窄，渐离受众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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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态化设计推广为品牌带来新机遇 

2.1  扭转品牌老龄化趋势 

动态的标志和辅助元素系统具有多元变化的骨

骼形式，照顾了应用系统和视觉表达系统的从属联

系，可以更加自如地应对各种不同性质的传播媒介，

吸引年轻一代消费者的视线[3]。上海世博会北京馆运

用动静交替的展示画面，在变换的京城画面中静听

“北京声音”；静态墙壁覆盖红色“北京的胡同牌”，老

字号“同仁堂”、“全聚德”等触摸显示屏融入其中，经

过点击，有关老字号文化历史的宣传片映入眼帘，吸

引无数年轻访客，见图 1。老字号品牌的动态化推广

搭建起年轻群体与老字号品牌沟通的桥梁，使得老字

号品牌逐渐弱化的形象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图 1  世博会北京馆的老字号动态宣传 

Fig.1 The time-honored dynamic propaganda of the Beijing 
pavilion of the world expo 

2.2  改变品牌单一化推广途径 

老字号品牌通过对品牌标志和辅助元素系统进

行动态化设计，利用运动、分解、重组等多维设计表

现形式，可以突破传统的思维观念束缚，带给人们新

鲜的动态感受。这将改变大众对老字号品牌的固有认

知，动态化地展示老字号品牌所独有的技术优势，巩

固对消费者的品牌吸引力和视觉体验。 

传统印象中的老字号品牌保守、陈旧，其独特的

品牌文化和产品优势无法全面迅速地传达给受众，

“守旧不变”似乎成为大部分老字号品牌的标签式记

忆。动态化推广可以改变老字号品牌止步不前的旧形

式，通过动态的交流形式与受众沟通，增加了可信赖

和与时俱进的新形象。 

2.3  增强受众自主性体验 

老字号品牌引入动态化设计，集中视点于目标受

众，可以使消费者有兴趣花费相对长的时间关注拥有

古老文化的品牌历史，主动接触老字号品牌产品，了

解品牌文化，在轻松愉悦的体验下完成对老字号品牌

的新认知[4]。如北京同升和鞋店，在企业官网用插画

形式古香古韵地表现出同升和鞋店笑迎八方宾客、生

意兴隆的热闹场面；传统纹样与动画设计相结合仿佛

带领观者进入热闹的王府井大街，身临其境地体验不

同时期同升和鞋店的风貌。标志等品牌元素的动态化

作为一种新型设计手段，改变了老字号品牌被动的趋

势，媒介适应性强，增加了受众与品牌的沟通几率，

消费者可以自主获取感兴趣的信息，体验老字号品牌

的内在价值。 

3  老字号品牌动态化设计与推广路径 

3.1  整体框架 

动态化设计具有媒介融合性广、空间可变性强、

情景描述细的特点。老字号品牌依据自身优势加强

视、听、触等方面的感官延伸，利用标志、辅助图形

的动态化设计，完成连同产品包装、官网页面在内的

一体化方案设计，整体框架见图 2。 

 
图 2  老字号品牌动态化推广整体框架 

Fig.2 Time-honored brand dynamic promotion of the overall 
framework 

3.2 强化运动、可变的标志形态 

老字号品牌面临同质化难题，表现之一即是标志

延续单一的平面化形态，多以字体和吉祥纹样为主，

语意雷同，难以体现差异化。在原有标志的基础上，

利用位移、变形、旋转、变质等动效元素模型两两组

合，可以起到活跃品牌形象的作用，见图 3[5]。运动

的元素相对于静止的元素具有时间的优势，在二维、

三维空间内更具有变化的优势，形式也更丰富，它们

使平面的视觉元素焕发新的活力，为品牌视觉系统提

供丰富的形式。笔者对老龙口白酒进行品牌改造设

计，利用品牌名称中蕴含的龙的意象，进行演绎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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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4。龙身分割为 4 部分，分别代表重要的酿酒步

骤：粮食煮熟、搅拌、发酵、蒸馏；沿袭原有标志的

主要色彩，以悠久的文化氛围为依托融入红、黄、蓝、

黑搭配的复古的色系；以平面简洁的造型语言共同组

成了方圆的严谨结构。构成标志的元素可以向水平、

垂直、纵深的方位移动，也可以沿着固定路径运动，

运动方式可以增添环绕式转动或者往返运动。这些位

移变化使原来标志固定不变的模式增添了运动的特

质，通过规则和不规则的变形、点线面体的生长，来

丰富品牌的表现形式[6]。 

 

图 3  动效元素模型 
Fig.3 Dynamic element model 

 
图 4  “老龙口”动态化标志设计 

Fig.4 The "Laolongkou" dynamic logo design 

3.3  品牌理念的动态演绎 

每一个老字号企业都有其独特的品牌文化。品牌

故事和历史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在宣传中利用动态

化手段讲好品牌故事，将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7]。

“老龙口”白酒的优势在于其纯粹独特的酿造过程，笔

者在动态标志的基础上，将原料粉碎、入窖发酵、搅

拌、蒸煮糊化等多个过程以抽象的图像符号加以表

现，并使之动态化，使老字号的文化和历史以图形元

素的形式“动”给人们看，见图 5。这样的介绍增添了许

多互动因素，将一个固定的图形变得有意境、有故事深

度和想象空间。辅助元素的延伸设计使品牌形成系列化

的整体形象，适应多变的传播环境，加强受众对老字号

品牌的印象和内涵的认识。消费者根据融入了图像、文

字、声音、视频的视听画面整理、更新、重新判断老字

号品牌信息，这种表现过程可以完整的展现老字号品牌

的内涵，即使标志表现的范围有限，其相关的视觉图案

元素也可以延续编排这种动态的叙事性，在多媒体平台

上重现老字号品牌的文化优势。 

3.4  多元整合的品牌推广系统 

针对原有品牌形象弱化、辅助元素匮乏、宣传手

段单一等问题，老字号品牌标志在结构模式统一的前

提下，可以根据图形运动的形态变化进行分解，也可

以将主体的图形结构进行拆分，变化组合成多元统一

的多种视觉元素，见图 6，运用到 UI 和媒体页面等

辅助设计中，使其适应新媒体的传媒特性[8]。品牌推

广系统的图形语言由基础的二维元素构成，通过点线

面设计关系的变化进行组合、拼贴或者融合表达，具

体包括图形的分离、相遇、元素的盖叠、透叠以及差

叠、相融、减缺、重叠，这种变化增加了老字号品牌

的视觉多样性，见图 7。品牌视觉元素通过多元互动 

 

图 5  “老龙口”酿酒文化动态化展示 
Fig.5 "Laolongkou" wine culture dynamic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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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老龙口”标志动态化拆分示意图 

Fig.6 "Laolongkou" logo dynamic split schematic diagram 

 
图 7  品牌标志动效变化模型 

Fig.7 Dynamic change model of brand logo 

与整合实现审美的一致，强调良好的适应性和延展
性，这种探索性的设计使得视觉元素不再单一，丰富
了老字号品牌推广系统[9]。 

3.5  品牌与包装的多维度展示 

老字号品牌与新媒体技术产生互动，改变了原来

的单向传播模式，增加了和受众的双向沟通，全面改

变了品牌与包装的展示方式。 

1）动静结合的品牌形象宣传。通过线下拓展品

牌把图案元素和其他辅助的实物定格在消费者面前，

稳定客户群体；线上进行品牌整体演绎，让年轻受众

感受视觉的冲击，这种多平台的动态呈现拓宽了老字

号品牌形象的空间。 

2）旋转展示包装。通过转化展示视角，利用旋

转包装进行新产品推广，动态呈现包装图案以及使用

过程中的互动因素。如 2017 年可口可乐新年包装在

微信宣传中的旋转展示，利用产品固有特点在使用过

程中与包装相互作用，产生了互动性的动态效果，见

图 8。笔者设计的老龙口旋转包装展示见图 9，把体

现酿酒文化的辅助元素进行动态趣味编排，运用到包

装展示、页面宣传上，有效的吸引更多的消费者，通

过动态的包装展示和宣传页面的推广，在产品与用户

之间构建起高效、新颖、有力的桥梁。 

 
图 8  旋转展示包装及应用 

Fig.8 Rotate display packaging and application 

 

图 9  “老龙口”辅助元素的动态化展示 
Fig.9 Dynamic display of "Laolongkou" auxiliary elements 

3）多媒介传播渠道整合。老字号品牌推广的动

态化，充分利用数字化优势、增强交互性的沟通形态，

丰富了表现形式，适应多媒体平台的传播，把各展示

元 素 加 入 动 态 效 果 打 破 视 角 固 化 的 格 式 ， 运 用 到

APP、门户网站、户外媒体、互联网电视等平台推广

中，在销售和传播中提供了富有空间性、交互性、体

验性的精神产品及服务，见图 10。通过老字号品牌

展示频次的提高以及核心元素的维度变化，使其对目

标受众的传播更具视觉冲击力，加强了纵深感和想象

空间[10]。 

 

图 10  “老龙口”多媒介动态展示 
Fig.10 The multi-media dynamic display of "Laolongkou" 

4  结语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受众审美的提高，体验

性消费的追求以及信息获取方式的转变，迫使老字号

品牌做出创新和改变。本文通过研究品牌的动态化设

计与推广，探索强化运动可变的标志形态、品牌理念

的动态演绎、多元整合的品牌推广系统构建、品牌与

包装的多维度展示等手段，活跃老字号品牌系统，通

过动态、交互体验等感官方式，借助多种传播媒介接

收更丰富、多元的品牌信息，使老字号品牌传播实现

多元动态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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