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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媒介融合对现代文化标识设计观念与形态的影响，探索现代文化标识设计发展趋势，

提高现代标识设计者在融合媒介元素、提升媒介素养方面的能力。方法 借助现有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设

计案例，分析具体的媒介融合现象及前沿技术、方法与思想，探讨媒介融合在开拓设计文化场域、元素与

重塑现代文化标识设计理念方面的多种影响，从而进一步勾勒未来现代城市文化标识设计的趋势与图景，

并提出现代设计者需要具备的媒介素养。结论 媒介融合对现代文化标识设计产生多元化影响，主要表

现在媒介融合拓展了文化标识设计的场域，丰富了文化标识设计的元素，改变了文化标识设计的形态与

思维方式，使得媒介效果成为影响现代文化标识设计的重要因素。现代文化标识将逐渐具有媒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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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Media Convergence on the Design of Modern City Cultural Logo 

JING Li-na, WANG Hai-feng 
(Suihua University, Suihua 15206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media convergence on the concept and form of modern cultural 
identity design, and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odern cultural identity desig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abilities 
of modern identity designers in integrating media elements and enhancing media literacy. With the help of existing design 
cases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convergence, the specific phenomenon of media convergence and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and ideas were analyzed, and various influence of media convergence on broadening the field of design cul-
ture and elements and remodeling modern cultural identity design concepts was discussed, so as to further outline the 
trend and picture of the future design of modern city culture logo, and point out the media literacy of modern designers. 
Media convergence has a diversified impact on the design of modern cultural identity. Thi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act that media convergence expands the field of cultural logo design, enriches the elements of cultural logo design and 
changes the form and thinking mode of cultural logo design to make media effect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modern cultural logo design. The modern cultural identity will gradually possess the media attributes. 
KEY WORDS: media convergence; logo design; media effect; media literacy; future landscape 

“融合”源于科学领域光线的聚合与发散[1]。19 世

纪美国学者卢森伯格对机械工具产业早期情况提出

技术融合思想。20 世纪中后期，大众传播领域的融

合观念开始生发。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认为两

种媒介融合的时刻是发现真理的时刻，由此产生新的

媒介，媒介成为人的延伸[2]。大众传播时代，媒介在

整合社会的各种信息并使之成为 IP 资源的同时，也

在带动产业变革和城市文化理念的更新及融合。城市

文化标识作为城市文脉的显性特征，其设计形态与思

想深受媒介融合观念的影响。本文旨在在媒介融合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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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下探讨媒介融合对现代城市文化标识设计的影响。 

1  媒介融合开拓设计文化场域与元素 

1.1  网络媒介成为文化交流的主场 

美国媒介学者保罗·莱文森在《新新媒介》中认

为，新新媒介使得每个消费者都是生产者，消费者/
生产者构成了一个旧媒介时代没有的共同体[3]。消费

者和生产者处于同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又以网络社区

的形式存在。新新媒介的参与者通过现代媒介文化符

号进行社交。社交平台成为现代城市文化的代表性集

散地与媒介信息的传输单元。 
现代城市文化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义：（1）实体

的城市，即由物理元素构成的可以感知的城市建筑等

内容组成的现实世界；（2）媒介的城市，即由文化符

号、媒体艺术等构成的媒介世界。基于媒介符号基础

上的社交与城市文化标识则是从第二个层面出发的。

近年流行的二维码便是建立在移动网络基础上的编

码形式，是利用几何图形点阵组合而成的记录数据、

符号、信息的图形。二维码作为传播工具传递信息、

再现现实，简言之，就是将城市实体空间用各种符号，

转化为一种抽象的再现式虚拟叙事[4]。随着二维码支

付、宣传、出版、社交、广告等系列功能的延展，二

维码已经成为城市信息流通与文化交流不可缺少的

窗口，已经从最初的符号形态转化为一种媒介形态。 

网络文化或新媒体文化的产生表明，新媒体不仅

拓殖了新的文化空间与文化方式，而且在汇入原有媒

体文化的过程中改变了原有的媒体文化格局。一言以

蔽之，新媒体对文化生态进行了重构[5]。新媒体重构

文化生态，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即为媒介塑造了更

加多元化的城市文化，表现为媒介融合对公共艺术、

文化标识、城市建筑等社会人文景观设计产生了巨大

影响。大众甲壳虫汽车设计的创意二维码，见图 1 和

图 2。 

1.2  网络符号被赋予文化标识意义 

在设计领域，往往借鉴符号学的概念、理论及相

关内容，不论是建筑设计，还是城市景观设计，抑或

公共艺术设计。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符号逐

渐引发符号学与语言学研究者的思考。尤其在以社交

网络为主要传播渠道的媒介时代，一个 Emoji 表情即

可表达出多样的情绪、感受，乃至更为复杂的想法，

如网络上流行的表情“喜极而泣”，见图 3。这张眼泪

装扮的笑脸所传达的含义，已经与官方设计初始的

“喜极而泣”含义相距甚远，既可以表现用户对搞笑

场景的特别心态，也可以用来缓解某些尴尬或无奈社

交场面。 
网络表情符号的产生和运用，顺应了以视觉为中

心的文化传播的需要，以形象直观、简单、明了的设

计，有效作用于交流互动者的视觉器官，使其脱离以 

 
 

图 1  大众甲壳虫汽车设计的创意二维码 
Fig.1 Creative QR code of Volkswagen beetle car 

 

 
 

图 2  大众甲壳虫汽车创意二维码动态效果 
Fig.2 Dynamic effects of Volkswagen beetle  

car creative QR code 
 

 
 

图 3  Emoji 表情“喜极而泣” 
Fig.3 Emoji expression "Face with Tears of Joy" 

 
语言文字为中心的理性活动模式，让交流互动者在不

需要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抽象思维活动参与的情

况下，以形象思维活动的方式就能快速而又直接地获

知对方的情感和态度[6]。在功用和简洁层面上，现代

标识设计很大程度上使用了直觉与感性的设计，如关

于禁火、小心等安全标识的设计。网络环境下的现代

标识设计，则可以考虑适当借鉴网络符号。一些商业

品牌，如鄂尔多斯品牌在 2010 至 2016 年使用的 Logo



第 40 卷  第 6 期 荆丽娜等：媒介融合对现代城市文化标识设计的影响 77 

 

也是借鉴了网络表情符号进行设计的[7]。 

2  媒介融合重塑现代文化标识设计理念 

2.1  “融媒体”与传统设计表现的突破 

在传媒产业，“三网融合”如火如荼，数字出版产

业 2016—2017 年度产值超过 5700 亿元。融媒体以摧

枯拉朽的方式，推动了传统设计理念更新与设计表现

突破。 

2.1.1  由静到动的流媒体设计形态表达 

新媒体时代传播形态、接受方式等发生变化，传

统意义上静态、二维、单一的设计已经很难表达出更

多面及复杂的意义，也很难吸引受众或用户的注意，

因此出现了动态、三维立体的多形态标志的设计发展

趋势。在体现理念内涵的同时，追求个性、形式多样、

应用效果以及符合市场需要的标志，已逐渐成为标志

品牌设计发展的新方向，使标志设计形式由此走向多

元化[8]。流媒体设计增加了设计的质感和厚度，标志

可以成为是 GIF 格式的动态图片，也可以是视频形式

的文件，更可以表现出具有交互性质的 H5 形态。 

2.1.2  由表现到传播的设计观念转变 

以往的文化设计，不论是美陈设计、建筑设计，

还是 Logo 设计、产品设计、景观设计等，其设计观

念主要放在设计的功用性、美观性、创意性上，注重

产品内涵与功能的完美表现。融媒体环境下的设计，

则逐渐加入了注重传播及传播效果的设计观念，注重

传播力的发挥。融媒体时代传播的便捷性，更加凸显

了产品或品牌在传播意义上能够为企业或城市带来

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注重传播效果的设计，需要

在设计时更多地进行换位思考，考虑受众或用户的好

奇心、群体记忆、共性经验等接受效果等问题，如某

地的钢琴楼梯，见图 4，将楼梯设计为钢琴样式，用

户踩到上面可以发出不同的悦耳的声音，便是采用互

动的方式进行建筑设计的一个案例。 
 

 
 

图 4  某地的钢琴楼梯 
Fig.4 Piano stairs in somewhere 

 

2.2  “大数据”与相关设计思维的启示 

现代意义上的设计思维是否可以基于大数据提

供的信息来完成，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用户或消

费者对于什么样的设计情有独钟，成为很多设计师冥

思苦想的题目。在传统设计中，美学、符号学、工程

学、心理学等因素起到很大的作用。现代设计思维则

需要在数字传播与大数据领域投入更多思考空间。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一书

中言及大数据有 5 个特点：大量、高速、多样、低价

值密度、真实性[9]。大数据对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发挥

重要影响，在催生智慧城市公共服务系统设计、道路

交通设计、城市景观设计等方面都起到支撑作用，能

使城市经济结构、产业发展、运行管理、公共服务等

方面步入更加协同有效的发展路径[10]。 
相关性则成为数据分析的主要方式。传统设计艺

术多着眼于设计本身，讲究设计思维的天人合一、重

道轻器、清静自然等，很多工业设计也沿袭这样的思

路，在严谨的逻辑思维上阐述设计理念的因果关系，

而缺少对设计元素与接受者在相关关系上的思考与

准备。面对新媒体环境下高速更新的以 ZB 单位计算

的丰富多样的低价值密度的知识与信息，现代设计者

往往感觉无从下手。当因果关系被设计者思考殆尽的

时候，基于大数据统计基础上的相关性研究则成为一

个良好的切入口。Google 公司的一组动态 Logo 便是

利用了媒介融合思想与相关性原则很好地意义传递

出来，如 Google 动态标志及二维码，见图 5 和图 6。

原研哉公开的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标志和二维码提案

亦是如此，见图 7 和图 8。 
 

 
 

图 5  Google 动态标志 
Fig.5 Google dynamic logo 

 

 
 

图 6  Google 动态效果二维码 
Fig.6 QR code of the dynamic Google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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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原研哉公开的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标志提案 
Fig.7 The 2020 Tokyo Olympic Games logo proposal pub-

lished by Kenya hara 
 

 
 

图 8  原研哉设计的东京奥运会标志动态效果二维码 
Fig.8 QR code of dynamic effects of the Tokyo Olympic 

Games logo designed by Kenya hara 
 

3  万物皆媒视域下的未来标识景观 

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推动，现代文化标识成为一

种媒介形态将会成为可能。清华大学学者彭兰认为，

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等新技术的推动下，一

个万物皆媒的泛媒时代正在到来。泛媒化趋势首先表

现为物体的媒介化[11]。总体来看，万物皆媒、人机合

一、自我进化将成为未来媒体的发展方向[12]。从 1960
年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思想，到如今“万物皆媒”
的观点，媒介融合又将进一步走向人工智能，即实现

媒介与人的融合。 
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标识将会承载越来越多的讯

息，从这个角度讲，标识即讯息，标识即媒介，这成

为了当今文化标识设计的发展趋势。很多传统的老字

号品牌形象已经很难适应如今的品牌传播形势。品牌

形象需要借助多元化与现代化的标识承载更多的商

品信息。新生代品牌将移动互联网、O2O 模式、虚拟

体验等营销策略与传统品牌手段相结合，借力新媒体

强势发展，重塑老字号品牌[13]。当原有品牌形象退化

成一个静态、单一、封闭的符号时，便需要注入新新

媒介的活力，赋予其更多更新的讯息，以适应融合的

发展趋势。哈尔滨作为中欧文化融合的一个代表城

市，其 2017 年建成的新哈站融合了 1904 年老哈站的

建筑特色，也融入了很多现代媒介元素，将原有的哈

尔滨建筑标识赋予新的活力。新哈站正在以媒介性的

标识迎来送往，展现万物皆媒视域下标识的媒介效

果。融合了中西风格与现代媒介元素的新哈尔滨站见

图 9。 
 

 
 

图 9  融合了中西风格与现代媒介元素的新哈尔滨站 
Fig.9 New Harbin station combining Chinese and western 

style with modern media elements 
 

4  结语 

媒介融合对现代文化标识设计的影响是多方面

的，主要是思想观念上的影响，其次是借助新媒体新

技术产生的新元素完成文化标识的多元化与融合性

设计。传播效果成为现代文化标识设计需要考虑的重

要因素。在传媒领域，受众、用户已不再是传统传播

学意义上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可以进行主动参与、积

极评价、创造价值的自媒体。现代文化标识设计在传

播过程中已然受到来自受众、用户的评价与干预。一

些优秀城市文化标识的确立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网络投票。借助新媒体平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手段，实现标识的符号属性向媒介属性的渗透与嬗

变，逐渐成为标识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势。作为设计者，

应该在原有设计修养中注入媒介素养内容，以便适应

媒介融合时代城市文化标识设计艺术的大众传播需

求。设计者通过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可以使标识设

计逐渐成为媒介融合视域下的独特文化与艺术景观。

目前，设计相关行业从业者的媒介素养偏低，设计者

应顺应和把握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更加深入地了解

媒介及媒介融合相关知识与思想，使之与自身的设计

理念、内容、技术相结合，创作出更具时代性、艺术

性与媒介属性融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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