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9 卷  第 14 期 包 装 工 程  

2018 年 7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263 

                            

收稿日期：2018-03-12 

作者简介：方超（1981—），男，河南人，三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现代标志设计中传统图案的设计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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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传统图案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融合与创新。方法 从传统图案的概念界定出发，结合凤

纹、龙纹、祥云等传统图案的审美意趣，探讨其在现代标志设计中丰富设计语言、传承传统文化、满足

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等方面的应用价值，然后从造型审美、形象运用、意境体现 3 方面详细探讨传统图

案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方式，并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设计实例，进一步探寻其中的设计思路及其

所取得的设计价值与社会影响，最后以此为基础，探索更大意义上的创新与发展。结论 将优秀的传统

图案融入现代标志设计中，通过学习、借鉴其中的精华元素，创新其形式及外延，能够实现传统与现代

的成功嫁接，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色彩，丰富标志设计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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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Culture of Traditional Logo in Modern Logo Design 

FANG Chao 
(Sanya University, Sanya 57200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fusion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modern logo design. Starting from the 

defini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 combined with phoenix, dragon grain, auspicious clouds pattern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 

interest, its application value in modern logo design is discussed, which enriches design language, inherit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atisfies people's cultural consumption demand. Then it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formula of traditional pattern 

in modern logo design from three aspects of styling aesthetic, image application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lists some 

representative designs. An example is mad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design ideas and the design value and social impact that 

they have achieved, and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this, more significan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explored. Excellent 

traditional pattern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modern logo design, through the study, draw lessons from the essence element, 

innovation in the form and extension, which can achieve the success of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grafting, give new life 

color fo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nrich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logo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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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世代的历史传承中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内涵，虽然历经千年，但是依然广

泛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无论传统汉字、书法、

吉祥符号，还是剪纸、水墨等传统绘画元素，每一种

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典型代表，既具体又抽

象，既绘形又入神，既确定又未定，追求一种“大巧

著拙”的浪漫飘逸境界[1]。其中，传统图案独具魅力。

祥花、瑞草、凤纹、龙纹、祥云、盘长以及书法艺术，

是对人民大众各个不同时期社会生活完美诠释，反映

了人们的审美旨趣，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和

追求，因此，这些传统图案被广泛应用在生活的各个

方面，陶瓷、雕刻、建筑、服装、首饰、设计等领域

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2]。具体到标志设计而言，新时

期的设计师从传统图案的造型审美、形象、意境的方

面入手，从这些耳熟能详的典型元素中，选取其独特

的形式，延伸其丰富的含意，再融入到标志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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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大提升了标志的视觉识别功能。 

1  传统图案在现代标志设计中重要价值 

一般说来，图案普遍有着广泛的形式与内容，既

可以是某些事物上的纹饰、颜色，又可以是整个事物。

若细致划分，图案主要有基础图案与工艺图案两大

类，且彼此间并不是完全不一致，有时也存在一些突

出的共同点。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每个时代的图

案风格都不尽相同。由此，可以将我国的传统图案分

为人物类图案、祥禽瑞兽类图案、植物类图案、几何

纹样、文字类图案等，这些图案多有着“吉祥”、“平

安”、“如意”等美好寓意，是古代人民对现实事物的

加工和变形，表达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想象以及对生

活的美好追求。将传统图案应用于现代标志设计中，

有着多种促进作用[3]。第一，丰富设计语言。传统图

案来自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其题材也多是人们日常生

活中的各个方面，有着丰富的形式与内涵。将这些优

秀的传统元素应用于标志设计，可以消除设计语言的

单调与匮乏性，进一步创新设计形式，获得整体的填

充与丰满效果。第二，传承传统文化。经济的迅速发

展，带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社会逐渐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迈进了现代化、信息化社会。在这一

社会环境下，传统图案等传统文化形式需要走出一条

新路，以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4]。将传统图案融入现

代标志设计中，可以对传统文化进行拓展和延伸，赋

予其新的生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传统图案的

传承与发展。第三，满足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标志

设计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其价值的实现。将传统图案融

入标志设计中，可以充分体现我国的传统文化，丰富

商品的文化内涵，满足人们更高的文化需求，从而帮

助商家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2  传统图案的设计文化在现代标志设计中

的体现 

鉴于传统图案在现代标志设计中重要价值，越来

越多的设计师开始在设计中添加传统图案元素，并获

得了相当程度的进步，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标志设计作

品。具体而言，其应用主要包含造型审美、形象运用、

意境体现 3 大方面。 

2.1  传统图案的造型审美体现 

现代标志设计对整体造型有着较高的要求，其强

调造型的对称、统一和平衡感，要求体现一种造型美。

中国传统图案丰富的形式语言恰恰有着直观化的外

形和结构，对其进行合理切割、变异、错位，灵活借

鉴其“形”，能够勾起人们对图案的联想，使他们在心

底产生一种新鲜感，主动收获新的信息[5]。中国汉字

独特的方块结构满足了标志设计的这一审美要求。在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书法艺术独树一帜，其独特

的架构形式、意境、笔势，是标志设计源源不断的造

型灵感来源，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标志设计中。在应用

过程中，书法的间架结构和造型所蕴涵的浓郁的民族

特色，能够有效丰富标志的表现形式，呈现新的标志

形象，进一步提升标志的艺术性与文化感染力。比如，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会徽就是对书法元素的造型进行

延伸而创造出来的。在会徽的绿色图案部分，汉字

“世”由 3 个相拥的人组成，像父母子女一家人相拥，

又像“你、我、他”将在世博会相遇。为了使设计更加

突出，设计师在“世”字人形图案上方添加了黄色和绿

色的两点，分别代表东西方，像极了好朋友在热情地

打招呼。线条活泼的字体，将书法自然的形体淋漓尽

致地展现出来，表达了和平、美好、自然、创新的新

理念以及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突出了世博会

以人为本的追求[6]。又如，中国邮政的标志运用了书

法斜体的汉字“中”，曲折线条富有动感，象征着“翅

膀”，寓意服务速度之快；中国银行的标志将汉字“中”

嵌入其中，外圆内方，迎合中国“天圆地方”的思想体

系，寓意财源滚滚。 

2.2  传统图案的形象运用体现  

经过了悠久历史的积淀，中国传统图案那与生俱

来的形象美，更加夺目，无论颜色、明暗还是线型、

位置等都展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象。将传统图案的形象

灵活地应用于现代标志设计中，能够使整个图案和

谐、比例柔和，在表达内涵美的同时展现深层次的审

美面貌。首先，太极图形的形象运用。太极图是一个

十分典型的中国传统图案，其以形象生动的构成形

式，反映宇宙万物的繁衍、互补等对立统一规律，这

种极具互补动感的构成形式得到了设计师的一致认

可，并被广泛应用于现代设计中[7]。比如，民生银行

的标志设计，就对太极图形进行了抽离解构，保持太

极中的两点不变，将本身的原型设置为“S”型，既符

合阴阳对接的理念，寓动于静，互动互生，又以流畅

的线条吸引了人们目光，给人以独特的审美感受，并

在无形中体现了民生银行生生不息的企业精神。其

次，龙纹图形的形象运用。龙纹图案是传统文化中广

为认可的一种代表图形，其是传统文化中吉祥寓意的

物化形式，对标志设计有着深刻的影响，将其应用于

标志设计中，能够给人独特的视觉感受，唤起大众的

亲切感[8]。但是，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设计师必须

要以现代为主，进行创新应用，既要正确把握与延伸

传统龙纹图形的“形”和“意”，又要融会贯通，找到传

统与现代的契合点，设计出全新的个性化标志。另外，

设计师还要注意到，现代标志毕竟是为现代人服务

的，其在应用龙纹图案的过程中，必须在强调创新性

的基础上，强化独特性，尽量避免所设计的标志与现

有的其他标志出现形式雷同的现象[9]。无论是单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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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龙纹，还是将其与其他元素结合，其标志设计必须

立足于企业理念与文化内涵，对龙“形”进行提取和衍

生，使其符合企业精神，既有现代感，又不失传统韵

味。最后，设计师还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寻求民族性

与国际化的契合点。当前，世界各地文化的交流越来

越频繁，如何在保持本土化的同时，不失国际性，是

设计师一直思考的问题。对于龙纹图形的运用，必须

做好两者的融合，寻求契合点，既表达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髓，又积极吸收国际先进的理念与思维创造方

法，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创新与发展，让龙纹图形被国

际所理解与认可，让标志设计更加睿智和独到。 

2.3  传统图案的意境审美体现  

现代标志设计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其不像绘画，

也不是字谜，却常常向大众展示着一种或直观或深远

的“含义”，而这恰恰与传统图案独特的意境异曲同

工，是两者的完美契合点，因此，在现代标志设计中，

设计师逐渐开始了对传统图案的意境审美体现。云纹

图案这一具有典雅东方美的传统图案，有着优美、流

畅、飘逸的艺术形象和美好的寓意，古往今来，一直

被应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现实角度看，云是生活

中常见的一种自然景观，其运动状态体现了大自然的

生机造化，表现了历代文人雅士的一种倾情向往，体

现了永恒的艺术魅力。作为标志设计师，要在实际的

设计工作中以敬畏的态度，将这一传统文化元素的美

放大，赋予标志设计更加灵动的气质[10]。比如，“白

云边”白酒的品牌标志设计，就是典型的云纹图案代

表。该标志以水墨画的形式勾勒了一位醉卧水边的古

人形象，同时配合下方那一抹祥云，简单几笔便勾

勒出一幅悠闲自在的生活场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

意境美，完美表达了人们的情感诉求，从而在视觉

上给人一种美好，无形中减轻了城市工作给人们带

来的压力[11]。需要注意的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

设计师要结合企业的实际需求，挖掘其中容易被大众

接受的形式元素及文化内涵，将云纹图案与商业标志

的经济价值相结合，促进品牌的扩展和延伸。典型的

例子是，江西绿茶的标志设计就巧妙运用了云纹图案

元素，其所营造的独特意境，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茶文

化的那种清新脱俗，升华了商业标志的内涵，使该企

业的年营业额不断提升。当然，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

设计师也不能过于追求商业属性，要在此基础上进行

文化品位的提升与表达。比如，某饭店的标志设计并

没有出现任何的餐饮物品，而是另辟蹊径，选择了一

把中国风味的折扇，再配合一朵飘逸的祥云，使整个

标志具备了一种流动、祥和的美感，将该饭店的饮食

理念生动地表达了出来，达到了理想的宣传效果[12]。 

3  结语 

中国传统图案的元素有很多，形式与内容也各具

特色，以上论述的几种仅是其中的几个典型代表，事

实上，每一种传统图案都有着不同的美，需要利用不

同的方式进行展现与表达。作为设计师，必须深入传

统文化内部，在认识和了解传统图案元素的基础上，

在继承中发扬，在发扬中创新，既要找到并充分利用

传统图案中的精髓，又要赋予它时代气息，实现传统

与现代的有机结合[13]。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我国

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赋予传统图案旺盛的生命力，

同时丰富标志设计的形式与内涵，走出一条有中国特

色的设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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