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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机制下传统村落品牌形象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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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耦合机制下传统村落品牌形象设计的方法，指导传统村落品牌形象设计实践。方法 运

用耦合分析法与符号构建法，分析传统村落品牌形象设计与地域文化之间的耦合关系，通过耦合受众感

知，构建传统村落品牌形象的受众认知度；耦合地域特色文化，构建传统村落品牌形象的核心内涵、独特

性与识别性；耦合传统村落品牌形象应用场景，构建传统村落品牌形象的实用价值与品牌力量。结论 通

过对耦合机制下传统村落品牌形象设计方法的研究，避免村落形象设计趋同化，彰显传统村落基因魅力，

塑造个性显著的传统村落品牌形象，在提高受众认知度的同时，提升传统村落影响力与综合竞争力。将

研究方法应用到赫图阿拉满族传统村落品牌形象设计实践中，使研究理论更加科学合理，并为其他传统

村落品牌形象设计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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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Image Design Method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under Coupling Mechanism 

LI Zheng-jun, CHEN Hui-jiao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method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brand image design under the coupling 

mechanism and to guide the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village brand image design. Using coupling analysis method and sym-

bolic construction method, we analyze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village brand image design and re-

gional culture, and construct the audience re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brand image by coupling audience perception; 

coupli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culture to construct the core connotation as well as uniqueness and recognition of tradi-

tional village brand image; coupling traditional village brand image application scene to construct the The practical value 

and brand pow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 brand image. Through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village brand image design methods 

under the coupling mechanism, we can avoid the convergence of village image design, highlight the charm of traditional 

village genes, shape the brand imag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with remarkable personality, and enhance the influence and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while improving audience recognition. Applying the above- 

mentioned research methods to the practice of brand image design of Hetuala Manchu traditional villages makes the 

research theory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brand image design of other 

tradition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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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明确提出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1]，这对

传统村落保护与品牌形象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相关研究与资料的整理发现，传统村落品牌形象

设计相对落后，理论研究与设计实践应用脱节。传统

村落品牌形象受众认知度较低，品牌形象特色弱化，

传统村落品牌形象需要文化内涵的注入。据此开展耦

合机制下传统村落品牌形象设计方法的研究。运用耦

合机制梳理传统村落品牌形设计与地域文化之间的

耦合关系，而如何依据耦合关系挖掘地域特色文化并

进行品牌形象构建，如何对地域特色文化进行提炼与

再设计，如何解读传统村落对品牌形象在应用中的需

求，成为研究的重点。 

1  相关概念及文献综述 

1.1  相关概念 

耦合机制的概念。耦合机制是物理学上一个基本

的理论概念，是指 2 个及以上的运动方式或者系统之

间，通过内在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关联性，产生联合的

现象[2]。本研究通过对传统村落品牌形象设计与传统

村落地域文化之间耦合关系的分析，依据彼此之间良

性互动、相互依赖与协调的内在关联性，归纳传统村

落品牌形象设计的方法。 

传统村落品牌形象的概念。借用城市品牌形象阐

释传统村落品牌形象的概念，传统村落品牌形象是村

落设计者从“村落的历史、文化、人文、地理及特色

产业等要素”提炼并整合构建而得到的所属村落的形

象特征符号系统，以此传递给公众传统村落形象特色

与品牌的核心概念[3]。传统村落品牌形象概念与村落

形象的概念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村落形象是包括村

落的地域生态、人文景观、文化民俗的客观整体形象

在人们心中的总体认知，而村落品牌形象是基于村落

形象的特征化、典型化、符号化，是村落形象的识别

度反映，能提高村落的知名度。 

1.2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通过文献检索与相关性整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 5 个方面：（1）乡村复合生态耦合的研究[4]及传统

村落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的研究[5]；（2）古村落

的视觉形象设计及推广的措施与路径研究[6]；（3）在

“功用价值”层面，阐述传统村落存在的视觉形象特

征，探讨适用于古村落的形象设计方案[7]；（4）对传

统村落品牌形象设计过程中的视觉符号元素进行提

取与凝练，以此构建传统村落品牌形象[8]；（5）以地

域文化气质氛围的塑造为起点，挖掘地方特色显著的

村落品牌视觉形象符号，对村落形象进行设计[9]。文

献研究显示从耦合机制的视角研究传统村落品牌形

象设计的成果鲜少，打造特色鲜明、文化魅力凸显的

传统村落品牌形象需要系统耦合的方法理论体系。 

2  传统村落品牌形象设计的耦合关系分析 

传统村落品牌形象设计的目的是通过视觉符号

把村落特色文化内涵、精神风貌、情感态度向社会推

广出去，并且获得受众认知。因此传统村落品牌形象

的设计与地域特色文化之间具有紧密的耦合关系。两

者之间的耦合关系体现在品牌形象设计过程中，也就

是说传统村落品牌形象设计所选用的视觉符号和最

后呈现的视觉形象能否被受众感知，并且具有独特

性，能在应用场景里体现价值是关键。 

2.1  村落品牌形象与受众感知的耦合关系分析 

感知是人的一种形象认识的心理行为，是大脑对

客观事物产生的个别属性反映[10]。这种反映可以通过

感知深化，形成认知并产生意义，进而升华为群体认

同，形成情感记忆。传统村落品牌形象是传统村落地

域文化内涵与精神风貌的视觉符号载体。因此村落品

牌形象的内涵能否被受众感知是村落品牌形象能否

被真正构建起来的重要因素，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作

用的耦合关系。村落品牌形象与受众感知的耦合关

系，其实就是感知与被感知的过程，受众通过村落品

牌形象的表征了解传统村落的内涵。同样，传统村落

品牌形象只有被受众了解，传统村落品牌形象才被真

正建构起来。传统村落品牌形象只有与公众感知耦

合，传统村落文化内涵才能得到推广与被认知，传统

村落品牌形象才能产生品牌力量与实用价值。 

2.2  村落品牌形象与地域特色文化的耦合关系分析 

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与传承，需要以社会其他群

体和居民能认知到传统村落独特文化内涵为前提[11]。

因此，村落品牌形象的设计，应是村落生态、人文景

观、地域民俗等文化中典型性、独特性的可视化符号

的组织与再设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避免与其他传统

村落产生趋同性的关键。因此村落品牌形象的设计要

充分耦合地域特色文化符号。一方面，传统村落品牌

形象的差异性与识别性需要地域特色文化精神内涵

的注入及可视化符号的组织与构建；另一方面，地域

特色文化需要依托村落品牌形象的构建来传播与推

广，它们相互作用、彼此影响，最终联合起来，从文

化内涵可视化设计角度展现传统村落特有的面貌，提

升传统村落文化魅力与影响力。 

2.3  村落品牌形象与应用场景的耦合关系分析 

村落品牌形象与村落应用场景有着紧密的耦合

关系。首先，村落品牌形象是依据其应用场景的需求

展开设计的，应用场景的需求决定了传统村落品牌形

象的风格气质。其次，村落品牌形象只有在应用场景

中才能体现其自身价值与品牌力量。因此，传统村落

品牌形象与应用场景的耦合设计，有利于最大限度发

挥传统村落的品牌价值，提高村落品牌形象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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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影响力。两者具体的耦合关系包括 3 个方面：（1）

品牌形象与村落环境营建的耦合（标识系统、广告系

统、色彩系统、公共设施等）；（2）品牌形象与旅游

景观的耦合（文化景观、自然生态景观等）；（3）品

牌形象与特色乡村产业的耦合（特色农牧渔业、非物

质文化产业等）。 

3  传统村落品牌形象设计方法 

3.1  基于受众感知反馈的地域文化符号抽取 

地域文化符号与受众感知耦合的符号抽取是村

落品牌形象设计的重要环节从村落自然生态、人文景

观、生活民俗等文化符号中整理出能被受众感知的视

觉符号及其意涵，是构建村落品牌形象被受众认知的

基础。 

首先是村落形象与受众感知耦合的调查。通过实

地考察收集传统村落地域特色文化符号，依据本土居

民、相关研究学者的建议选取具有典型性、独特性、

识别性的文化符号。并且设计调查问卷，调查研究社

会群众对村落文化符号的原有感知及容易产生记忆

认同感知的文化符号。 

其次是传统村落形象与受众感知耦合的符号整

理。受众在村落原生形象的造型、色彩等其他因素的

刺激下，对村落文化符号进行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

忆，形成符号认知，以此产生感知反馈。对受众感知

反馈进行分类整理，归纳、梳理出感知耦合度较高的

文化符号，确保受众感知反馈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完

整性、真实性。 

最后是村落品牌形象与受众感知耦合的符号选

取。依据受众感知反馈的整理，秉承传统村落品牌形

象设计符号提取的原真性、独特性、代表性原则，从

造型、色彩、象征性符号 3 个层面进行符号选取。 

3.2  基于地域特色文化耦合的符号构建 

传统村落文化符号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

并且传承下来的，具有地域独特性。村落品牌形象的

符号构建，包括符号的造型结构、意涵的构建。依据

受众的感知反馈，对村落生态、人文景观、文化民俗

等地域文化符号中具有典型性、独特性、识别性的文

化符号与传统村落品牌形象进行耦合构建，塑造村落

品牌形象的识别性。 

首先是地域特色文化意涵的构建。对这些符号进 

 

行能指与所指的分解，然后分别对其展开提取与归

纳，抽出简练的本质内涵，保留其原有的价值特征，

基于要传达的意涵选择能指对象，再由能指对象确定

符号媒介，通过抽象到具象的转换，结合形式创新、

构建与形义同构等设计手段，塑造形式简练优美、内

涵突显的形义符号。 

其次是文化符号造型的构建。主要包括 3 种方

法：（1）描绘法，即采用率直线条或者块面的形式对

图像进行艺术展现，抓住表现对象造型中的特点，突

出其本质特征，使其新图形符号能准确体现原生图形

的信息；（2）几何概括法，对造型符号进行几何形归

纳，根据其特点采用解构、拼接或者融合的方式，依

据抽象形态弱化冗余的细节，抓住特色，用简练的造

型符号进行概括，形成典型且具有形式美的抽象造

型；（3）象征法，一般通过具体符号体现村落特征与

城村落精神内涵，运用事物之间的造型和色彩传达抽

象概念，将意识形态融入符号中，便于向受众传递信

息，多与其他造型符号一同呈现，使图形符号加丰富。 

最后是色彩构建。依据受众对村落色彩符号的感

知反馈，对村落地域文化表现事物色彩的主色调进行

归纳、分析，依据不同色彩所具有的明度、饱和度，

被受众感知后产生的视觉体验与感受的不同，抽取与

重构更能反映村落形象特征与典型性的全新的色彩

体系，确定村落品牌形象设计中色彩使用的色值与色

域，使符号色彩具有明确的视觉识别效应。 

如陆琳和陈扬对葛沽镇的品牌形象设计，通过妈

祖文化感情内涵的构建，以“宝撵”的形象为品牌形

象的整体造型基础，结合“葛”字小篆字体的结构形

式，依据民俗文化进行色彩提取，运用现代的艺术处

理手法对葛沽镇的品牌形象展开设计，使妈祖文化内

涵被受众重新认识，品牌文化形象以崭新的面貌呈

现，并被广泛认同[12]。葛沽镇的品牌形象设计见图 1。 

3.3  基于应用场景耦合的传统村落品牌形象塑造 

基于应用场景耦合的设计，是要依据传统村落环

境营建应用场景、特色旅游应用场景、特色乡村产业

应用场景的需求，对传统村落视觉识别系统形象、主

视觉形象、标志物等多种村落品牌形象设计形式和设

计语汇进行耦合设计，体现在传统村落标识系统、广

告系统、公共设施系统、旅游系统等方面。传统村落

品牌形象设计与应用场景耦合，不仅能实现其品牌价

值，也有助于自身的推广。因此村落品牌形象的设计 

 
 

图 1  葛沽镇的品牌形象设计 
Fig.1  Gegu Town’s brand imag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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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浙江温岭市金山湾五岙村品牌形象设计 
Fig.2  Zhejiang Wenling City Jinshan Bay Five Ao Village brand image design 

 
要充分考虑应用场景的需求，对传统村落形象进行风

格气质的定位、特色内涵的注入、造型色彩的塑造，

进而构建品牌形象价值。 

首先是依据应用场景需求，从传统村落人文、经

济、政策、环境等方面对传统村落品牌形象进行风格

定位，因地制宜地对传统村落品牌形象展开设计。其

次是传统村落特色内涵的注入，梳理传统村落地域特

色中公众可感知的记忆与情感共识部分，提炼出具有

地域独特性、代表性的设计语汇与视觉符号。再次是

依据应用场景对地域特色视觉符号进行造型形式与

色彩的构建。最后整体构建品牌形象价值，实现价值

提升与品牌形象塑造与推广。 

浙江温岭市金山湾五岙村品牌形象设计见图 2[13]，

其视觉识别系统中的标识、象征图案、标准色还有标

准字等都充分凝练了应用场景气质内涵，并且结构形

式整齐划一，形成了高度统一的视觉品牌形象。 

4  赫图阿拉满族传统村落品牌形象设计 

“一地一特色，一地一内容”是城市形象设计的

核心[14]。赫图阿拉古村落是满族的发祥地，在特定的

历史环境和生活实践活动中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

满族文化，但其现有的视觉品牌形象特色弱化、村落

形象识别度较低，村落品牌形象需要文化与村落精神

内涵的注入，才能彰显村落特色与文化魅力。依据赫

图阿拉自然生态、人文景观、地域民俗等特色文化符

号，运用受众感知耦合、地域特色文化耦合、应用场

景耦合的方法，开展赫图阿拉品牌形象设计。 

赫图阿拉品牌形象不只是村落外在形象的视觉

化表现，而是以具有识别性为目的，以认知为形式，

以文化基因进行品牌形象的塑造[15]。赫图阿拉品牌形

象与其他传统村落形象产生差异性的重要因素是地

域特色文化形式与内涵的注入。因此，在赫图阿拉品

牌形象设计应用符号的选取上，借鉴了当地居民与相

关研究学者的意见，收集了具有典型性、独特性、代

表性的文化符号，然后设计了能被受众感知的符号调

查问卷，并以此为依据对赫图阿拉典型符号进行了提取。 

通过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向游客或其他非

本地居民发送问卷，线下与线上回收有效问卷各 130

份，共计回收 260 份。本次调查问卷的设计主要从 2

部分进行：收集接受调查的受众者的基础信息，也就

是村落文化感知者的性别、年龄及接受教育程度等；

关于受访者对赫图阿拉地域文化的整体感知情况的

调查。通过调查分析，梳理归纳出具有典型性、独特

性、代表性且能被受众感知的文化符号，见表 1。 

 
表 1  受众感知的传统村落品牌形象设计元素整理 

Tab.1  Collation of perceived traditional village brand image design elements 

感知方式 感知符号 受众感知符号反馈 衡量问项 

宗教符号 

  

（萨满服饰、神鼓） 

萨满教的服饰和法器跟其他

宗教区别很大，特征明显，

让人觉得很神秘 

视觉 

建筑符号 

   

（索罗杆、故宫、城门、民居） 

赫图阿拉的这些建筑风格别

具特色，满族建筑风格明显；

建筑的形态与装饰都十分精

致，能从中感受到满族特色

建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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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感知方式 感知符号 受众感知符号反馈 衡量问项 

服饰符号 

   
（旗袍、坎肩、旗头、帽子） 

清宫剧服饰就是旗袍，一看就

是满族服饰；满族服饰精致，

形式独特，很有识别性 

色彩符号 

  
（八旗色彩、红墙绿瓦） 

满族的典型色彩当然是八旗

的颜色和建筑的红砖绿瓦了，

色彩艳丽、经典好看 

视觉 

其他符号 

   
（满族剪纸、文字、自然风貌） 

满族文字虽然不易看懂，但是

很有特色；在满族建筑里经常

能看到满族剪纸 

 

基于受众感知的反馈，选取索罗杆子、赫图阿拉

城门、汗宫大衙门、山水与“赫”字设计赫图阿拉品

牌形象的造型符号，并以八旗色彩中的红色、黄色、

蓝色元素为主色彩，见表 2。基于形式美法则，通过

白描、夸张变形、删繁就简的设计方法进行赫图阿拉

品牌形象设计。 

赫图阿拉村落品牌形象设计包括 3 方面内容。首

先，以赫图阿拉典型性建筑符号为基础，以赫图阿拉

汗宫大衙门为整体造型，利用夸张变形的设计手法使

其造型与赫图阿拉的“赫”字进行结合，形成初始形

象。其次，将索罗杆外形中特色视觉元素“斗”进行

夸张变形，形成新的具有标识性与趣味的造型符号，

融入汗宫大衙门造型的顶部；将赫图阿拉城门造型进

行简化与抽象设计，与“赫”字底部结合；加入赫图

阿拉自然风貌山水符号，进行元素的融合与重组，深

层次挖掘赫图阿拉特色，整合村落形象，系统化梳理

赫图阿拉的气质风格与核心意象。最后，色彩元素的

情感运用，赫图阿拉品牌形象中红色、黄色、蓝色的

标准色运用，蕴含双层寓意，一方面是赫图阿拉文化

所代表的宗教信仰与精神风貌，另一方面体现色彩本

身具有的热情、吉祥、红火、活力的内涵，两者同时

象征着赫图阿拉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美好寓

意，见图 3。 
 

表 2  传统村落品牌形象设计元素提取 
Tab.2  Extra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brand  

image design elements 

造型符号提取 色彩符号提取 

 

 

C:56%
M:95%
Y:95%
K:46%

 

C:8% 
M:0% 
Y:85%
K:0% 

— 

C:59%
M:0% 
Y:13%
K:0% 

 

 
 

图 3  赫图阿拉品牌视觉形象设计 
Fig.3  Visual image design of Hetuala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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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传统村落品牌形象是传统村落文化内涵与精神

风貌的载体，能够让人们对传统村落产生感知、认知、

认同，并且内化产生情感记忆，是传统村落传播与推

广的利器。通过研究耦合机制下传统村落品牌形象的

设计方法，以及对赫图阿拉进行品牌形象设计的实

践，能够为其他传统村落品牌形象设计提供新的理论

指导与方法建议，使传统村落品牌形象更加具有地域

特色与文化内涵，并且能广泛被受众认知。将耦合下

的传统村落品牌形象作为地域特色文化的载体，有利

于促进传统村落特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增强传统村

落居民的凝聚力与归属感，提升传统村落知名度与竞

争力，体现传统村落品牌形象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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