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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将七巧板原理应用到现代品牌标志设计中，以求开拓设计思路，克服标志视觉同质化，形

成差异化，具有视觉感染力，从而让品牌形象更深入人心。方法 分析七巧板模型化思维方式的特征，

根据七巧板原理将标志图形或字体、色彩等视觉元素分割成若干个模块，通过各模块之间的任意组合、

搭配，设计出灵活多变、充满活力又具有规则的个性化品牌标志。结论 七巧板原理给现代品牌标志设

计带来了无限的想象和创新空间。灵活运用 4 种设计方式，能够创造出彰显个性、色彩绚丽、灵活多变

的品牌标志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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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Personalized Brand Logo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Jigsaw Puzzle 

XU Ling-li, PENG Ya-li, HU Xin-ming, LUO Na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2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pply jigsaw puzzle principle in the modern brand logo desig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esign ideas and overcome the symbol vision homogeneity, thus leading to the differentiation with visual appeal, so that 

the brand image can be more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led way of thinking of 

jigsaw puzzle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jigsaw puzzle principle, the logo or font, color and other visual elements 

were divided into several modules. Through any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modules, the flexible, vibrant and regular per-

sonalized brand logo was designed. The jigsaw puzzle principle brings to the modern brand logo design unlimited imagi-

nation and innovation space. Flexible use of 4 design methods of elements and combinations of forms as well as color 

changes can create a colorful, flexible brand logo that highlights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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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标志是特定企业品牌的象征和识别符号，是

品牌形象设计中的核心要素。通过简练的造型、生动

的形象不断刺激和反复刻画来传达企业品牌的价值

理念、经营内容和产品特性等信息[1]。如今，灵活多

变具有个性化的品牌标志形象成为主流，会帮助品牌

与客户建立一种全新的对话方式，让公司形象更深入

人心。然而这种灵活多变具有个性化的品牌标志并不

是指可以无任何规则的、任意的设计，而是必须在一

定规则的基础上，遵循相关的视觉传播法则，与品牌

标志相关的图形元素遵循一定的视觉构成和结构原

理进行的灵活组合。 

1  七巧板概述 

1.1  七巧板的设计原理 

七巧板凝聚着设计者的智慧，蕴藏了非凡的设计

原理，它看似单调的造型结构正是作为了拼接众多不

同造型的通用性参考[2]。七巧板原理简单来讲就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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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重组，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已经设计好的抽象几何

元素进行无限可能的变化、重组，幻化出千姿百态又

风格统一的视觉形象。七巧板原理对于现代设计有着

很大的启发，已经在家具设计、产品设计以及平面设

计等设计领域中得到很好运用。例如日本著名设计师

福田繁雄设计的地铁的壁画图案，就非常巧妙地运用

了七巧板的设计原理，他将七巧板设计成一颗心的轮

廓外形，通过个体单位的拼合组成不同造型的飞舞的

和平鸽[3]。同样，七巧板原理也可以尝试导入到现代

品牌标志设计当中，拓展设计思路，产生新的创意，

让现代品牌标志形象可延展、可系列化，从而产生灵

活多变且具有独特个性的品牌标志形象。 

1.2  七巧板模型化思维方式的特征 

“七巧板原理”是模型化思维方式的一种创新，是

按照不同的构想设计，通过多种形式的板块组合形成

的各种形象[4]。七巧板的构思非常巧妙，单从七巧板

的表面形态结构来看是非常简单的，是由七块板组成

一个完整的正方形。就是这 7 个简单的几何形态，能

够组合成千变万化的图形，有着非常丰富的表现力。

经过分析总结出七巧板这种模型化思维方式具有如

下几个特征。 

1）抽象与概括。抽象与概括是指从具体共同性

的事物中揭示其本质意义的两种思维活动。七巧板是

以几何形态为基础的设计，里面包含五个三角形，一

个平行四边形和一个正方形。七巧板是一种高度概括

的图形。它通过这几个最为简单的几何形态，可以组

合出千变万化的图形。要想设计出最大可能性的图

形，母图的设计就应该经过抽象和概括，得到简洁明

了的几何图形。 

2）分解与重组。分解与重组是指将一个或几个

自然物象进行分解后再重新组合起来创造出新形象

手法。分解与重组过程中的重点是重组。七巧板有着

很强的造型能力，它可以经过分解后，可以产生七模

块，然后再由这七个模块重新组成形态各异的图形。

经过重组之后产生的具有新意味的图形给观者留下

了想象的空间，使母图具有更深层次的延展性。 

3）变化与规律。七巧板具有变化与规律的特征，

它包涵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思维，体现了一种格律

之美。七巧板的七个几何板块之间要有连接，它们可

以通过角边相接或边边相接来组成新的图形。在品牌

标志设计中，图形、文字、色彩等各种视觉元素也可

以通过连接组合来形成千变万化的视觉语言。 

2  七巧板原理在个性化品牌标志中的应用 

2.1  七巧板原理在个性化品牌标志中应用的必要性 

企业形象和内涵的不断提高，也需要个性化和差

异化的图形标志呈现出个性化的设计趋势[5]。灵活多

变具有个性化的品牌标志形象符合当今越来越多元

化的个性化需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受到人们的欢

迎。这些个性化品牌标志是指具有独特个性和审美情

趣，能够很好地传达出品牌形象的艺术和文化内涵的

标志图形。 

在品牌标志设计中融入七巧板原理，要抓住七巧

板模型化设计思维的特征。首先要将图形或字体、色

彩等视觉元素抽象概括出来，采用模块化设计，然后

进行分解重组，将视觉元素分割成若干个模块，最后

按照一定的格律进行组搭配，可以设计出富有变充满

活力的个性化品牌标志形象。由于是在同一个母图的

基础上运用分解、组合的方法，图形形态是在原有图

形的风格样式的基础之上而变化的，所以经分解、组

合后的系列图形具有基于原有图形的系统性和整体

性[6]。这样灵活多变的品牌标志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

力，能够表达出独特的个性和时代特征，可以广泛适

应各种现代媒体、材料以及各种标识物用品的工艺制

作。 

2.2  七巧板原理在个性化品牌标志中的应用方式 

七巧板原理在个性化品牌标志形象设计中的运

用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种方式。 

元素不变，组合形式不变的设计方式，即指按照

七巧板原理将品牌标志中的视觉元素打散重组，构成

风格统一而又相互区别的图形。这种设计方式首先要

针对相关视觉元素抽象概括成简洁的抽象图形元素，

使品牌标志图形具有无限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构成

元素不发生任何变化，都是已有的视觉元素。文字、

图形、色彩等视觉元素的组合形式没有发生改变，按

照统一的编排方式组合，具有统一的规律性。例如俄

罗斯 ALUTECH 集团的标志形象设计，见图 1。俄罗

斯 ALUTECH 集团是欧洲领先的卷帘门系统和分节

提升门供应商[7]，ALUTECH 集团标志形象由图形和

文字两大部分构成，采用了模块化的形式。这个标志

图形可以分解重组，4 个抽象图形具有独立性，可以

单独和文字进行组合应用。整个品牌标志形象设计生

动，丰富了 ALUTECH 集团视觉形象的整体视觉效

果，增强了视觉魅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图 1  俄罗斯 ALUTECH 集团品牌标志形象设计 
Fig.1 Russia ALUTECH Group brand logo image design 

 

元素不变，组合形式变化的设计方式即指先设计

出多种视觉元素，然后再将这些视觉元素进行变化重

组，组合形式发生变化，得到多样化的品牌标志形象。

在这个设计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新的元素，而是用已

经存在的有限元素按照一定的网格进行无限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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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重组，可以构成风格统一而又有区别的品牌标志

图形。组合方式虽然发生了不规则变化，但这些视觉

图形元素都具有统一的属性，属于一个系列，达到了

可群组、识别的目的。这种设计方式运用在品牌标志

设计中能增强标志的延展性和适应性，表现力丰富，

能够灵活运用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例如公关公司的

品牌标志形象设计，见图 2。设计师根据该公司在媒

体领域的角色选择了字体元素和图形，将这些视觉元

素进行模块化处理，主要是可单元组合的模块。字体

模块按照一定的网格以上下左右的视觉规律进行对

位组合，边边相接，产生灵活多变具有个性的品牌标

志形象。又例如某“住宅内容”视频制作公司的品牌形

象设计，见图 3。在这个设计中把应用在印刷品和网

站上的"Residency"字样设计成一个个正方形字母模

块。在应用中，正方形字母模块元素不发生任何改变，

但是字母模块的组合方式会随着不同的使用环境而

发生改变，在千变万化的形状和形式中，为品牌注入

无限的活力。图 2 和图 3 都是采用了元素不变，组合

形式变化的设计方式。组合方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但

这些视觉图形都具有统一的属性，属于一个系列中，

达到了可群组、识别的目的。 
 

   
 

图 2  公共空间公关公司品牌标志形象设计 
Fig.2 The brand logo image design for Public  

space public relations company 
 

 
 

图 3  “住宅内容”视频制作公司 
Fig.3 Residential content video production company 

 
元素改变，组合形式变化的设计方式，即在这种

设计方式中构成元素发生改变的同时组合形式也发

生变化，可以组合形成具有新意味的标志图形。元素

与组合形式发生变化并不是完全无任何规则的改变，

变化的元素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律和相似性。这类 

设计可以独立成为品牌标志，也可以配合标志文字组

合成品牌标志，或者成为辅助图形。在这个设计过程

中，构成元素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已有的单一元素，

而是经过变化构成新的抽象的几何元素，但是不论这

些新元素和组合形式如何变化，它们都具有内在规律

和相似性，具有延展性，存在于一个统一的系统中。

例如葡萄牙的 Casada Miisica 博物馆的标志形象设

计，见图 4。博物馆标志形象通过一系列的元素重组、

变化而形成多种形态，整个标志造型非常巧妙地和博

物馆建筑外形结合在一起，恰到好处地展示出建筑不

同角度的外观变化。整个品牌标志形象设计简洁大

方、创意新颖，具有很强的延展性和互动性。又例如

非常独特的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标志，见图 5，

它可以反映出在这里的产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图

形中的 3 个点都是一个起点，由此产生的射线效果代

表了一次实验的进程结果。光源的位置发生改变，组

合形式改变，光束的形态也发生着改变。可见，图 4

和图 5 虽然组合形式发生了改变，但是它们都具有内

在的规律性和系统性的设计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设计

的延展空间。 
 

 
 

图 4  Casada Miisica 博物馆的标志形象设计 
Fig.4 Casada Miisica museum logo image design 

 

 
 

图 5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标志 
Fig.5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edia laboratory logo 
 

元素不变，色彩组合变化的设计方式。在品牌标

志形象设计中运用七巧板原理，除了可以通过图形、

字体元素组合变化外，色彩元素的组合变化也可以产

生令人惊喜的视觉效果。这样的品牌标志地外在造型

不发生改变，改变的主要是色彩搭配，不同的色彩能

够代表不同的品牌个性，带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和更

精彩的视觉体验 [8]。由色块组合的图形元素是固定

的，组合形式也没有发生变化，但块面的色彩是可以

发生变化的，增加品牌观感的丰富性。例如 MANK

公司品牌标志形象设计，见图 6。MANK 是匈牙利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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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融资与支持公司的简称[9]，该设计将公司名称的简

写 MANK 字母用一组非常简约的视觉符号表现出

来，确定了两种配色方案，规则的正方形图形采用了

强烈的对比色，而不规则形状的图形则采用对比度较

低的色彩。通过这样丰富的色彩组合变化，淋漓尽致

地展现出该公司的业务和涉猎领域的多样性。又例如

莫霍克精品纸业的品牌标志设计，见图 7。以字母“M”

为主体进行设计，代表着品牌名字"Mohawk"，表现

了纸张绕着圆筒的运动。这个品牌标志以十几种色彩

组合变幻出无数不同的图案，灵活多变，可以广泛用

于广告、纸样、宣传册和纸令包装。图 6 和图 7 中抽

象的图形元素保持不变，改变的主要是色彩搭配，得

到丰富多彩的组合形式，这样的品牌标志十分灵活多

变，具有个性。  
 

  
 

图 6  MANK 公司品牌标志形象设计 
Fig.6 MANK brand image design 

 

 
 

图 7  莫霍克精品纸业品牌标志设计 
Fig.7 Mohawk fine paper brand logo design 

 

以上为笔者总结的将七巧板原理运用到现代品

牌标志中的 4 种较为常见的设计方式。将七巧板原理

运用到个性化品牌标志设计中，不能只是将主题进行

生搬硬套，停留在表面的形式表达上，而应该进行深

入的挖掘，思考如何将单一的视觉元素，包括图形、

文字、色彩、肌理等设计成富有变化的系列型符号，

更好地表达出品牌的个性和文化。在设计过程中，首

先需要明确品牌的主题，考虑该项目的行业特质，能

否合理设计出视觉元素模块，能否克服模块组合的固

化状态，将模块设计成灵活多变的具有个性的标志

图形。 

3  结语 

七巧板原理给人们的设计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新

的设计理念[10]。本文通过对七巧板模型化思维方式的

总结与提炼，归纳出概括与抽象、分解与重组、变化

与规律的特点，并将之应用到个性化品牌标志的设计

中，以求在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中挖掘出共性的规律

和方法。同时在标志设计中灵活运用元素的组合形式

以及色彩组合变化的设计方式，科学、有效地表现品

牌标志的系统性、延展性。七巧板原理为品牌标志设

计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意空间，设计者应该更深入挖

掘七巧板原理，探索出具有新意的视觉呈现形式，将

其运用到品牌标志形象设计中，产生灵活、多变且具

有个性的品牌标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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