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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主义设计手法在地域文化保护中的启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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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旅游商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平衡地域文化独特性的保护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造成的村落同质化现象，解决设计时地域文化应用简单、单一的问题。通过挖掘地域独特的元素，探索

地区独有性格。论述如何在艺术创作时使用地域视觉元素，重构乡村地域文化，树立新的形象，引发对

乡村的再认识。方法 以象征主义手法为启示，从论述象征主义的价值和归纳其表现手法入手，通过分

析一个地区独有的地理环境情感，打破其固有的装饰图案，挖掘地域设计元素，总结如何在乡村艺术设

计中使用地域设计元素的去表现一个地区的个性。结论 地域文化展现着一个地区的性格，由性格所表

现出来的文化艺术价值远远高出单一的装饰图案。通过挖掘地域性格，使地域文化可以得到更好地保存

和传承，使传统乡村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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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Design Method of Symbolism  
in Regional Culture Protection 

WU Jia-yi, KE Pei-xiong 
(Xiamen Academy of Arts and Design, Fuzhou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balance the protec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uniqueness and the homogenization of villages 
resulting from the economic benefits brought by rapid development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business economy; solve the simple and unitary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during design, explore the unique regional 
character through mining the unique regional elements; discuss how to use regional visual elements, reconstitute the rural 
regional culture and establish a new image in art creation, thus triggering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ntryside. Inspired 
by symbolism, starting from discussing the value of symbolism and summarizing its expression techniques, and by ana-
lyzing the "emotions" of a region's unique geographic environment, its inherent decorative patterns were broken down, the 
regional design elements were excavated, and finally, how to use regional design elements in rural art design to express 
the personality of a region was summarized. Regional culture shows the character of a region. The cultural and artistic 
value expressed by character is far superior to that of a single decorative pattern. Through the excavation of regional 
character, regional culture can be better preserved and inherited, so that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can be regenerated. 
KEY WORDS: regional culture; design method; symbolism; rural art 

在近几年“精准扶贫”和“新农村建设”的大政策

下，乡村的发展十分迅速。同时，随着“文旅联合”

相关政策的推出，开发地域特色的艺术文化成为各个

地区的发展核心。文化艺术与旅游业协调发展更使老

旧沉闷的农村经济快速提升。在商业旅游快速发展的

前提下，过于急进、浮躁的设计随之产生，这难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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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乡村设计的作用并非止步

于扶贫济困、发展村落经济，也肩负着表达文化内涵、

传承地域文化的责任，现下许多地区尝试用艺术激活

乡村，通过许多田园养生体系、文艺展览等艺术来改

变乡村战略，吸引游客到来、村民回流。手法大都相

似、略有不同，城市村落存在着趋同的风险。每个地

区都有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若要传承并非一定要

加之以外来的力量。这些特定的元素构成了当地人们

的审美习惯，隐含了一个地区过去几百年的发展历

史。区域的地理景观、文明、民俗是 有价值的吸引

力，也是新农村设计灵感的源泉，要保留村落独有的

风格，就要挖掘其独特的性格特征和环境中独具地域

特色的元素，以回应老一辈人内心的情感与情怀，同

时顺应时代的潮流，适应现在人们的生活所需。提升

新生一辈在传统文化上学习体会、提高认同感，从而

顺应历史、传承地域文化。 

1  象征主义设计手法的启示 

1.1  象征主义设计手法概述 

说到象征主义手法， 常见到的表现是在文学类

作品当中，同时还有艺术类、画作类的作品当中，很

少或几近没有用于环境设计和村落设计中的。将地

域文化表现在设计中，能从象征主义中获得启示。

象征主义在于关注主观感受，脱离实际，用一些符号、

色彩寄托内心情感与情怀，将装饰元素从表面意象引

向虚幻却又实际存在的理念意向世界。象征主义所表

现的作品能感触到的并非具体的寓意信息，而是某种

意境所带有的不定性及抽象性。在设计手法的使用

中，打破理性的符号搬用，运用主观色彩来展现模糊

不清的隐喻含义。根据符号学分类方式，其一为具象

的基础符号，其二为抽象基础符号，它相对于具象而

言[1]。对实际中客观存在的地域文化形态如环境、装

饰图案、风俗等进行提取、抽象、变化后赋予其特定

的意义[2]。在艺术方法上否定空泛的装饰符号的应用

和生硬的图案堆砌，强调用有质感的形象和符号，以

暗示、烘托、联想的方法来描绘一个空间环境的氛围。

力求达到找回内心感情与情怀上的抽象感觉。 
象征主义手法不专注于展现外表的物象。象征，

并不是一对一的实际意义涵盖，不能通过语言、图示

等直接解释其含义，是一种经由虚幻的暗示、联想、

想象所获取而来的画面和意境，从而引起群众相似的

感受与启示[3]。以这种手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到

一个地区适合、独有的元素，并分析感知，将其适应

于设计应用。象征主义设计手法通过对情感的摸索，

通过感性感知具体的内容所表现出来的物象。并非以

理智的观察归纳总结为方法，通过情感伤的力量，想

象力呈现内容。 初对一个村落进行设计时，需要去

感触一个村落的自然环境[4]。比如许多设计师会将环

境中的水提炼成为设计语言。在对水的分析中，融合

对水的感触。一个环境中的水是有感情的，柔和、平

静还是激进、强烈都决定了设计师的设计语言选用，

我们所见到的是曲婉的线条，参差错落的小径或是对

比明显、情感起伏强烈的色块对比，不仅是表达水的

装饰性符号。 

1.2  象征主义设计手法运用的必要性分析 

我们难以完全模仿出古村落的样貌，难以真实地

回到过去、还原过去。一来是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是

我们对过去一些材料及结构的摒弃，二来是周围地貌

环境的改变，但过去的样子仍然有迹可循。所有类型

的建筑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建造时当地的人文风尚

及历史特点。居民建筑是一个地区人们日常生活的空

间载体，从各个角落中表达着当地的风俗习惯及思想

信念[5]。透过居民和环境，我们依旧可以想象、回忆、

感触过去村落的情感，可以感受原村落的文化、习俗、

甚至历史环境的变化。感受小桥流水、秀女涣衣，回

忆用树枝斗蛐蛐的孩童顽皮的形态，想象古村如画、

如仙境的过去。在新农村的建设设计中，可以通过倒

叙的手法，通过对古村如画一般的景色中挖掘具有当

地地域文化的特殊象征性元素，从书籍、回忆中挖掘

过去的情感色彩。以感性象征性地设计线条、图块、

色彩展现远山、沟壑、流水等村落环境、主体村落房

屋的有序排布，构成一幅新的画卷。象征性地域元素

的挖掘如同一个纽带，接连了过去。忽视不同材料、

结构的变迁所带来的差异[6]。物换星移情独留，让村

落的设计在从过去到现在的过渡变得更为自然，更加

能够保留村落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 

2  乡村设计中地域文化应用的意义 

2.1  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没有具体、确切的定义。地域是一个范

围一个区域，它可大可小。地域文化像标记，标志一

定区域范围内源远流长、特定的文化习俗[7]。包含所

在地区环境特征、人文习俗、生活习惯等由历史长期

流传而来的文明表象，在特定区域有其独特性。它是

长期积累而来的，具有稳定性，在一段时期内不易改

变。同时它又是不断发展的，不会一成不变，具有发

展性。 

2.2  挖掘地域文化的必要性 

在提取一个村落的地域文化去进行设计时，时常

限于对过去文化的调查研究，束手束脚、照搬照用，

社会在发展，农村也在发展，农村也需要迎来与未来

城市融合的一天。农村现代化使得农村不是一个传统

意义上的农村，是一个适合未来人们生活居住的场 
所[8]。这也必须让提取的设计元素符合现代人们的审

美，包含传统的文化理念，因此，不仅要对地域文化

深度调研，而且要从中汲取可以使用的设计元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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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要局限于对于文化符号的使用，以画喻景，以整

体效果为主，讲求大的感情色彩，而修改局部设计去

满足村民对于功能材料的需求。同时以细节入微，以

村落习俗、居民日常生活习惯为指引，设计既现代又

传统的新农村。 

2.3  渲染地域文化特性，提高大众审美水准 

在漫长的变迁中有些被遗弃，有些渐渐失传。人

们向往更美好的生活，追求快速发展。钢筋、水泥、

瓷砖、塑料板的入侵使村落慢慢失去了原有的样子。

在新农村的发展中，许多尝试用传统的材料替代钢筋

水泥瓷砖，改变楼楼紧挨的窒息排列[9]，但介于家家

都想获得更大室内活动空间与更坚固、便利的建筑材

料而未取得成功，即使改变了建筑房屋的外形，也显

得形式化。再加上外来文化的入侵，部分地区的居民

养成了新的审美习惯，认为传统的就是老旧的。象征

主义手法的使用有助于为当地村民慢慢建立新的审

美习惯。挖掘记忆中的感受再次建立具体的外在信

息。运用隐喻、信息提示引发受众的联想感知，展现

原本抽象的概念与意境。让受众以除去图案文字的方

式感同身受，用更加隐晦的方法了解历史，体验过去，

感受文化的情趣。此外受众亦可体会外在的符号体会

民俗风尚，追寻历史的痕迹，对传统文化加以理解。

如同外来文化入侵一样。如果传统的风格渐渐发展为

符合村民所需、具有现代审美体验的风格，可以慢慢

成为新的潮流，逐渐取缔瓷砖钢筋的时代。形成符合

时代所需，渲染地域文化特性的新农村[10]。 

3  象征主义设计手法在地域文化中的应用 

3.1  地域象征性装饰语言的积累 

在过去，人们从大自然中吸取灵感、汲取材料、

装饰房屋，带着朴素的情感与内心的期望。久而久之

积累成了丰富多彩的象征性装饰语言，不同地区的人

们带着各自不同的审美习惯用不同色彩与图案表达

着不同的含义，植物图像、动物图像， 初清晰明了，

而后渐渐抽象。逐渐积累成为经典，形成了一个地区

的地域文化，他们个性鲜明，如同人一般，有自己独

特的性格，带有情感，有自己的审美情趣。例如，江

南的黛瓦红墙依水小巷、桂林的群峰倒影山浮水、闽

北的碧水丹山、珍木灵草等，不一样的地域文明和环

境养就了多样的元素情感。养成的地域文化元素也有

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的一些色彩图形等视觉语言符号，

带着一个地区的感情色彩就能很好地区分不同地区

的视觉符号，可以挑选有价值的视觉元素，去除过于

复杂繁琐老旧的图纹，通过多种的组合以及不同样式

构成，形成新的装饰元素设计。 

3.2  地域原始材料的采用 

象征主义结合室外的环境特征，将其感情色彩表

现在室内空间中，传统房屋建造将当地的自然建造材

料用到屋内做装饰用具的历史，例如装饰石板、木材

家具、卵石墙面等。原始材料被取代一方面是原始材

料的难加工性，不如钢筋水泥等材料无需加工，可以

直接使用。二是原始材料的外观造型可以改动的空间

小，不像水泥的可塑性强。若要寻回原始材料的使用，

需将材料进一步研究升级，比如生土建筑，原始的生

土建筑筑墙多坑坑洼洼，不易塑形、不易清理，而

后被村民抛弃，改用混凝土，但在近几年的改进中，

生土材料不仅保留了过去的优势，具有环保、透气

性强的优点，而且可塑性强，更加规整易于使用，

并且拥有更加细腻的肌理。而卵石木材在抛弃老旧

的使用模式，加以新的使用方式，用于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结构、更多的陈列方式，便可以获得更广泛

的使用，也变得更易于被接受，更符合现代村民的

审美习惯。 

3.3  提炼地域文化象征性色彩应用 

在复建中，对于色彩有许多的误区，认为不同颜

色代表了不同的寓意，便用大红大绿、蓝墙绿瓦代替

了过去更纯朴的色彩。例如在武夷山村落中，过去人

们行走在黄黄的土墙之间，深褐色的木板门窗加之泥

青黑色的瓦当，在四周浓郁的茶绿色当中，显得如同

一幅画卷。而今在对于一些景区的复建当中，加之绿

油红彩，色彩虽然十分夺目但是不协调。在色彩的提

炼中，应当带有感情色彩，根据当地的环境带有象征

主义的目光，选取基调，而后选用色彩。而不是根据

当地的文化习俗，照搬照用所谓吉利、寓意鲜明的  
色彩。 

4  结语 

地域文化元素展示了地区性格，也诉说着地区的

灵魂，它是使得落后地区乡村城镇重生的必备条件。

当我们过于在乎表象的时候，反而忽略了我们 应该

珍惜的、 有价值的文化语言。从现实中超脱出来，

带着情感和情怀去感触传统的地域文化，将装饰元素

从表面意象中挖掘出来，合理地运用在新的设计中，

拒绝空泛的装饰符号应用和生硬的图案堆砌，用有质

感的形象和符号描绘一个空间环境的氛围。从真正意

义上激活一个已经失去根茎面目全非的地区，用设计

达到“破”与“立”，抓住新视野，抓准建设核心，

把握文化与旅游相互协调发展。在平衡地域文化独特

性的同时解决快速发展所造成的村落同质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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