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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振兴乡村的战略政策背景下，开发乡村旅游的同时，古镇品牌的视觉形象设计研究对于

地域文化的传承也是至关重要的。挖掘霍童古镇的元素，分析霍童古镇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探讨品

牌视觉形象的具体应用。方法 挖掘霍童古镇特有的文化符号支提山华严禅寺、明清古街、文昌阁和霍

童线狮等自然人文景观，采用品牌形象设计的方式，在 VI 手册、吉祥物、办公用品、衍生产品和周边

中与霍童的特色文化相结合。从霍童文化出发，运用品牌形象 VI 设计来展现霍童古镇的特色文化。结

论 通过对古镇文化符号的挖掘，进行视觉品牌形象的二次创新设计，展现霍童古镇丰厚的文化底蕴与

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景观。通过直观地呈现霍童印象，让大众熟知霍童古镇的魅力所在，从而宣传霍童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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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Inheritance Design of Ancient Town Brand Image 

SHI Pei-ha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strategic policy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visual image design of 
ancient town brand is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the inheritance of regional cultur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elements of Huotong ancient town, analyze its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symbols, and discus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brand visual image. The unique cultural symbols of Huayan Temple, ancient street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nchang Pavilion, Huotong Line Lion and other natur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of Huotong ancient 
town were explored, and the brand image was designed to comb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e of Huotong in VI man-
ual, mascot, office supplies, derivative products and surrounding areas. Starting from Huotong culture, the brand image VI 
design is used to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e of Huotong ancient town. Through the excavation of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ancient town and the secondary innovative design of visual brand image, the rich cultural deposits and unique 
natural cultural landscape of Huotong ancient town are revealed. By visually presenting the impression of Huotong, the 
charm of Huotong ancient town can be known to the public, so as to publiciz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natural 
cultural landscape of Huotong. 
KEY WORDS: ancient town culture; brand image; Huotong; cultural inheritance 

在商业化的带动下，古镇或多或少都会千篇一

律。以江南古镇为例，因商业化氛围浓厚，为吸引更

多游客，把各地特色融为一体。要保留当地的文化特

色，就必须带动当地人民在发展古镇文化的同时发展

民俗，在必要的商业中获取经济，促使人民有动力去

维护自己的文化[1]。怎样在千篇一律中脱颖而出，作

出有特色且不同于其他古镇旅游的模式，是值得深究

的问题。在文化观光型旅游模式中，借助名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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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古迹和著名建筑等强调文化价值普遍多于文化

自身；在休闲度假型的旅游模式中，把古镇文化和商

业结合。商业的注入增加了古镇的经济发展，同时也

存在一些问题。在商业化的过度开发下，当地居民慢

慢搬离古镇，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文化魅力[2]。 
古镇文化的加入，使旅游品牌的形象具有区域特

征。从古镇文化中吸取元素并在整体设计中加以应

用，使这个旅游品牌的形象中包含着文化的含义[3]。

当古镇在推广上获得成功并且在市场上占据地位之

后，借助品牌形象扩大影响力并能获得收益。 

1  古镇文化在品牌形象设计中的实施 

1.1  古镇文化在品牌形象设计中的可行性 

在品牌形象设计中需要考虑到大众的接受程度

和喜欢程度，品牌形象的成功与否主要看大众的喜爱

程度，要在众多同类型的古镇旅游中脱颖而出是有待

商榷的[4]。古镇文化是古镇特有的一个属性，利用好

古镇文化，从中提取品牌形象设计所需的文化元素，

在品牌形象中就具备了独特的古镇文化特性。霍童古

镇的霍童溪是福建省八大水系之一，自西北向东南贯

穿真个境内。平遥古城与商业化的结合见图 1，旅游

品牌与商业化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平遥古

城，这种结合呈现了相辅相成的局面。品牌形象有很

多方面，如商业形象、餐饮形象、城市公益形象和旅

游品牌形象等[5]。观光品牌的形象，依靠现在的观光

热持续发展着，城市旅游行业的不同，使大众对中国

文化有了浓厚的兴趣。很多古镇原本没有可以发展的

空间，设备落后、经济发展底下，难以吸引大量的顾

客。近些年来，一些古镇文化的兴起，取决于人们物

质水平的提高和对文化的追求，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也

对古镇的文化有了新的推动力和可行力。 

1.2  古镇文化与品牌形象设计结合的意义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审美意识的不断提高，人民

对于物质的要求和美的感受的情感愈发强烈，对品牌

形象的要求也更加丰富。一个好的品牌形象和文化相

结合，与时俱进的同时更加符合地域特色，贴近文化

内涵的本身，吸引大量的潜在游客和投资商[6]。 
乡村古镇的核心价值是文化，它蕴含着丰富的智

慧宝藏和生命能量，是创意设计赖以点化的基石。以

文化为导向推动乡村古镇的复兴应当成为乡村古镇

保护与利用的落脚点和出发点[7]。例如铜陵大通古镇

保存有大量古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珍贵的历

史文化价值，打造古镇文化品牌，对于推广古镇文化

和带动当地旅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大通古镇

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开发力度不够，可游览观光景区较少，商家诚信经营

成为其稳定发展的基石；政府应主导开发，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和服务组织体系，利用多方资源，打造多样

化和多层次的特色古镇。结合古镇自身的文化底蕴和

发展的方向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结合古镇的文化

特色、人文风貌和地理环境等优势进行开发，结合消

费者的审美和对文化的需求进行宣传，更好地发扬古

镇文化[8]。 
品牌形象带动了古镇旅游业的经济发展。旅游品

牌文化得到更好的发扬，品牌形象再次充满活力，在

旅游事业发展的同时，带动了城市地区的产业发展。

例如平遥古城和凤凰城等诱发的旅游胜地[9]。2014 年

霍童古镇入选了中国十大最具有影响力的名镇和中

国最美的村镇。其中霍童线狮和霍童铁枝分别列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为 AAA 级名胜古迹。霍童

古镇的品牌效益是非常有价值的，历史底蕴浓厚。古

镇文化与品牌形象设计的结合见图 2，采用新颖的表

现手法把古镇文化更好地融入品牌形象中，品牌形象

的推广又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宣传古镇文化，从而让更多的人们加入保护与发扬传

承的队伍中。 

1.3  古镇文化在品牌形象设计中的可提取元素 

在古镇品牌 VI 视觉形象的设计中，把特有的古

镇文化与品牌形象设计相结合[10]。具有导视系统和公

共标识的品牌形象设计，才有古镇文化的特色。具有

古镇特点的特色纪念品和独特导视系统等造就了古

镇品牌的特色，让古镇旅游品牌更加具有民俗特点。

平遥古城 LOGO 设计思路见图 3，品牌形象借助平遥 
 

 
 

图 1  平遥古城与商业化的结合 
Fig.1  Combination of Pingyao ancient city and commercialization 

 

 
 

图 2  古镇文化与品牌形象设计的结合 
Fig.2  Combination of ancient town culture and brand imag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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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更具有内涵，反之平遥文化依托品牌形象向大众

宣传。这些设计为古镇的定位作出铺垫，在古镇文化

的加持下，使得品牌形象设计更容易让游客接受和喜

爱[11]。对于霍童古镇而言，采取和平遥文化宣传类似

的方法，利用品牌的效益和广告的手段，将霍童古镇

的品牌形象定制于实物上，制造独具特色的霍童镇纪

念品。 

1.4  古镇文化在品牌形象设计中思路 

古镇文化在古镇的旅游品牌形象设计上占重要

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古镇旅游是不完美的。要在众

多同类型的古镇旅游产品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在古镇

文化上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色特点。在品牌形象设计

中，需要在呈现方式上作出新颖的效果。利用古镇独

有的特点，在历史遗迹、名人建筑和特色风俗习惯等

特点中提取元素并融入设计当中。景区导视见图 4，

能清晰地看到该品牌形象设计的特点，利用景区的导

视系统来做设计，用不一样的表现形式和手法来提高

视觉冲击力[12]。 

2  霍童品牌形象设计的文化传承 

2.1  霍童古镇的品牌概况 

霍童古镇，是一个人文山水俱佳的少为人知的地
方。这里依然保持着幽静典雅的自然风貌，古韵犹存，
古物街道的老街焕发着明清时期的光彩。霍童线狮被
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支提山国家森
林公园和佛教重点寺院支提山华严寺。霍童古镇旅游
体系主要分为三种：古镇的古建筑、自然人文景观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手绘插画的表现形式下，可以更
加具象地呈现出该地的特色。 

霍童线狮是霍童古镇最具有代表性的品牌，是一
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传统的民俗文化，2006 年入
选非物质文化遗产。据当地人说开山大祖黄鞠曾为霍
童灌溉村田，造福百姓。当地的百姓就在每年“二月
二”举行隆重的线狮表演来纪念他。从霍童线狮的各
项制作到表演、从材料的选择到线狮的编制有着严谨
的要求。经过民间艺人不断的改善，霍童线狮从体积
最小的木偶发展到庞大的舞台表演，这都归功于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艺人和国家相关部门的努力。 

霍童古镇的另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霍童铁

枝，一提起霍童必定会想起线狮和铁枝。据记载，隋

代时大夫黄鞠为避隋炀帝的迫害，不得已迁徙咸村，

后与早年定居石桥村的姑丈朱福易地而居。黄鞠为报

答姑丈情谊，在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姑丈诞辰之日举行

灯会活动。霍铁童枝的手艺就拿人偶的头部来说，首

先要用上好的泥土制成人头模型，等待泥土干透了以

后，再用糯米糊将棉纸一层一层地粘在模型上，等到

棉纸干透形成了固定的形状，才能将泥土模型掏出，

最后由绘色师傅为头部上色。 

2.2  霍童古镇的品牌 LOGO 设计 

在霍童古镇的 LOGO 设计中，见图 5，运用线狮

图案，使标志和品牌形象结合在一起。在霍童古镇字

体设计上，采用书写体设计了“霍童”两个字体，运

用中国的印章文化形成“古镇”印章，体现霍童当地

的文化底蕴。用扁平化线条构成的形式，绘出霍童线

狮的图案，集中表现了霍童古镇的中心文化，线条使

整个设计轻便和简单、中规中矩、突出主题，吸引游

客。霍童古镇的品牌设计具有独特性、多样性和鲜明

性的特点，辨识度极高，能够加深客户对品牌形象的印

象。在色彩上将线狮图案分为两部分，一半透明色，一

半标准色，更能突出古镇的文化韵味，使之具备厚重

的古镇风格又具备一定的灵动性。在用色上选择饱和

度较低的中国红，一是提取于霍童古镇中常见的元素

色红色，二是使之同时具备厚重的特点，更能吸引年轻 
 

 
 

图 3  平遥古城 LOGO 设计思路 
Fig.3  Design ideas of LOGO of Pingyao ancient city 

 

 
 

图 4  景区导视 
Fig.4  Scenic spot guide 

 

 
图 5  LOGO 设计 

Fig.5  LOGO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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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从而达到传播的效果[13]。霍童古镇被定位为旅游

品牌，受众人群广泛，区别于其他旅游品牌，在古镇

旅游中独树一帜，拥有霍童特色的古镇旅游品牌在推

广中起到唯一性。霍童古镇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

通过旅游品牌形象设计，普及霍童古镇。这是因为整

个设计的商业感相对较差，与霍童古镇的文化进行结

合是品牌革新设计的关键。霍童古镇的 LOGO 设计

可以作为宣传的一个重要手段。品牌的 LOGO 是一

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公司所表达给顾客最直观的一种

宣传方式。霍童古镇的吉祥物见图 6，利用吉祥物的

宣传方式，将拥有更多的受众人群，利用拟人化的表

现手法与霍童线狮结合在一起，在可爱卡通化的同时

赋予它霍童线狮的文化。 

2.3  霍童古镇文化品牌衍生产品形象设计 

提取霍童古镇的风俗、景点和文化，形象设计可

以分成几个系列。在生活系列中，将霍童的文化和生

活中随处可见的设施相结合，从霍童线狮馆、霍童古

镇、支提山华严寺和黄鞠故里等当地的景点中提取元

素并融合到品牌形象设计中。文化品牌衍生产品见图

7，具有基础部分、应用部分、衍生产品及周边。提

取霍童文化中的文化记忆点，分别运用到 VI 手册中，

在相应的规范中统一霍童的风格。具体体现在景区指

向标、公共设施、海报和展架宣传等方面。多条系列

与多个元素的结合，使品牌形象设计更加丰富。 
红色贯穿于霍童 VI 设计的应用部分和基础部

分，体现霍童古镇的文化民俗和对游客的热情与欢

迎。在霍童古镇旅游品牌应用部分的设计中，详细介

绍霍童古镇的地图、宣传折页和门票、纪念品钥匙扣

和手机壳等都体现了浓郁的古镇文化。 

2.4  霍童古镇品牌形象线上图形 

在设计霍童古镇品牌形象的同时，在设计过程中

又融合了新时代的一些因素[14]。在霍童古镇旅游品牌

形象建设中，找到需要发展的目标，突出霍童古镇的

特点。霍童古镇的旅游品牌形象的宣传可以通过线上

和线下的宣传。霍童古镇公众号与 H5 微页面，见图

8，跟随现今互联网的普及，在手机端也需要有宣传

的方式出现。 

2.5  霍童古镇品牌形象辅助图形设计 

霍童古镇的文化元素众多，在提炼元素的时候应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分别是著名景点、古镇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二月二庙会等。将其用手绘插画的

表现形式应用在霍童古镇旅游品牌形象设计之中，也

可以采用书籍册邮票的方式，将霍童古镇的各个景点

印在书册上，标注好各个景点的介绍。设计专属于霍

童古镇的一个地图，利用手绘和广告宣传的方式，将

地图中各个景点的位置和介绍鲜明地展现给游客，加

深他们对霍童古镇文化的印象。霍童古镇旅游品牌形

象中的辅助图形见图 9，在霍童的旅游景点中，抽取

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五个景点，用扁平化的手法提取元

素绘制出五个辅助图形，更直观地介绍当地的文化。

在扁平化的辅助图形的基础上，加上颜色，使得画面

更有冲击力。 
 

 
 

图 6  霍童古镇吉祥物 
Fig.6  Mascot of Huotong ancient town 

 
 

  
 

图 7  文化品牌衍生产品 
Fig.7  Derivative products of cultural brands 

 

 
 

图 8  H5 微页面 
Fig.8  H5 micro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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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霍童古镇旅游品牌形象中的辅助图形 
Fig.9  Supplementary graphics in the tourism brand  

image of Huotong ancient town 

3  结语 

将霍童古镇推向大众，需要从单一的观光旅游转

移到多元化的体验中，向游客展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

涵和健康的生活体验。要在多元化的设计中脱颖而

出，就必须和传统模式的古镇旅游有所区分。把霍童

古镇较为特殊的文化提取出来，用有一定的特色的展

现方式，在第一眼的视觉感官上抓住大众的眼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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