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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化精神在标志设计中的体现 

刘 雷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艺术设计系，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发掘本土文化精神探索中国设计之根的灵魂，是中国设计师的必由之路。中国银行标志、中国联 

通公司标志、2008北京奥运会会徽的 “中国印”等设计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本土文化精神积淀。这一文化精神的 

发掘、探索以及沿用，已成为华人经典的设计风格。以中华母语文化为设计之根、设计之本，将中国传统文化 

与现代平面设计完美融合，体现出的 “民族性和世界性”，已成为华人设计师的设计 目标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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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平面设计正处于 “更新理念、沿承传统、创 

新设计、形成风格”的交融体系中，将本土文化的精髓融 

入平面设计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持续的发展性。探寻中 

国民族性和本土化设计风格，研究创新意识的设计文化， 

是体现时代设计精神以及发展中国现代平面设计的必由之 

路，也是走向世界的根本，更是中国平面设计的现代性与 

民族性相互碰撞中 “创新+融合”的文化体现。 

一

、 中国本土文化与现代平面设计的融合 

本土文化不仅仅包括本民族文化所具有的传统的、个 

性的内容，同时也要将外来文化融入本民族传统文化中， 

使之形成统一性的民族历史文化。民艺家张授一先生曾对 

“传统”一词进行解释：⋯ 传’即流传、传布，‘统’即 

一 脉相承的系统。”④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传统文化的 

历史性与民族性。人类文明的世代繁衍是本民族文化传统 

的、个性的、高贵的精神所致，但是从古至今真正的民族 

传统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时至今日开放性的大环境以及 

文化和社会的驱动力更加注定了 “传统”的变化。“传统 

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与消融”的文化发展体系将使我 

国的传统文化更加熠熠生辉。 

准确传达信息是平面设计的核心及目的。当今中国政 

治与经济的成就世界瞩目，由此而产生的国际交流逐渐频 

繁，从而使掌握中国文化底蕴的华人平面设计师群体逐渐 

学会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简洁明快的西方设计风格相融 

合，并在设计理念中渗透本土文化语言形式，形成一套屹 

立于世界平面设计之林的民族化设计语言及理论体系。 

二、中国本土文化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所谓标志，是以明确的文字、图形或者是文字和图形 

的高度概括语言代表或象征事物的符号。从远古社会华夏 

先民的神农结绳记事到如今的标志识别符号，可谓是煞费 

多少代人的青春与心血，为现代标志设计奠定了坚实的根 

基。标志，方寸之间彰显其深邃的内涵，它可以将事物、 

对象抽象的精神内容，用具体可见的图形、文字符号形式 

传达出来 。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文化的 

发展水平，可以使事物、对象之间树立形象、加强交流。 

越是民族的、传统的，就是越世界的。自20世纪七、 

八十年代 “设计”这一名词真正被我国设计界所熟悉以 

来，众多出色的设计大家凭借对设计的敏锐嗅觉一直将传 

统与现代设计理念相融合。正如我国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 

强先生的诸多标志设计，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了现 

代设计语言，充分展现了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把如今的 

设计界人士带进了一个 “视觉的盛宴”。图 1是靳棣强先生 

1980年为中国银行设计的商标，其设计灵感来源于秦朝古 

钱币和中国独有的红绳相结合的形式。“铜钱”与银行的 

行业特点相吻合，“中”代表中国，圆形方孔的古钱币造 

型寓意 “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念。标志中心设计元素采用 

红绳与古钱币，整体看来形成汉字 “中”的视觉符号，现 

代设计观念结合现代设计思维融合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视觉 

思维，体现出中国精神的文化特性，标志的识别性、简洁 

性、文化性得到了充分体现。标志中心的方形与红绳上下 

相接寓意中国银行与客户的关系是心连心，留白之处的沟 

通平台和两部通讯电话，寓意中国银行与员工之间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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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友爱。细看全局，采用 “中”与 “古钱币”嫁接的 

形式，显示出极具意蕴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这将标志设 

计中艺术这一特性完美表现出来，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 

力。此标志设计图形将中国银行的企业发展理念 “诚信、 

规范、勤勉、高效”以及 “以客户为中心，全心全意为客 

户”的服务理念高度概括，使中国银行的形象深入人心， 

遍布世界。中国银行这一标志形象的问世，不仅说明中国 

的平面设计理念必须依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充分证明 

了 “变化”中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能产生优 

秀作品的别样风采。 

@ 
中国银行 

图 1 靳棣强先生1980年为中国银行设计的商标 

1．中国传统图形在标志设计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图形如 “方胜”、 “盘长”、 “龙凤吉祥”、 

“福禄寿喜”、“福如东海”以及 “连年有鱼”等，早期在 

民间很为流传，它们通过借予、嫁接、谐音或者象征的表 

现手法寓意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福。如今这种典型的带有 

美好、吉祥形象的视觉语言造型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它 

就如一瓶芬芳浓郁的葡萄酒，让人们所品味，被人们所不 

舍。它所拥有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寄托了中国人民对幸福 

生活的向往。如今华人遍布世界各地，这些图形也深深影 

响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成为世界文化格局中一道亮丽的 

彩虹。 

图2 中国联通公司标志 

“中国联通公司”(如图2所示)的标志是中国传统图 

形在标志设计应用中最为成功的例子之一。中国联通公司 

的标志形象是源于佛教 “八吉祥”中 “盘长”图形演变设 

计而成。“盘长”图形常和 “方胜”图形结合使用，取其 

源远流长，相辅相成，四通八达之意，传递人们美好的心 

灵向往，寓意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时代，中国联通公司 

服务快速顺畅、管理井然有序。标志造型中的四个方形、 

六个圆形、十个空白分别蕴涵 “四通八达”、“事事如意”、 

“六六大顺”、 “路路相通”、 “十全十美”以及 “圆圆满 

满”等美好的经营发展理念，在吉祥喜庆中体现了中国联 

通公司一切为客户服务的宗旨。标志形象简洁易于识别， 

企业形象识别中的视觉识别系统，将中国古老的东方文化、 

浓厚的民族气息以及吉祥如意之意蕴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中国联通公司标志设计这个成功的例子可以看 出， 

中国人独 特的审美视觉思 

维仓0造了中国图案独特 的 

视觉语言，做到了其精髓与 

现代平面设计元素的融合， 

洋溢着民族文化亲和力。如 

此类似的还有我国古老的 

“太极八卦图”(图 3)，它 

以抽象的形态出现于人们的 

视野之内，是中国传统元素 
中最经典的视觉图形符号。 图3 我国古老的“太极八卦图” 

“S”形构图形式概括了古典美学中 “虚实相生”、“对立统 

一 ”的审美原则③。“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的 “东方时 

空”标志也同样吸取了 “太极精髓”，其精彩的图形设计 

与思维理念成为平面设计界表达传统文化最佳的视觉用语。 

2．中国文字在标志设计中的体现 

汉字拥有悠久的发展历 

史和完整的演变过程 ，它是 

东方文化的重要标志，其深 

厚的文化内涵是汉语拼音所 

无法比拟的。物象化的汉字 

符号与像声、像意是一整 

体 ，结构上的上与下、左 

与右、中心对称等都构成了 

简洁、明快的视觉设计 形 

象。汉字造型的研究不仅存 

在于文学领域 ，如今在平面 

设计和视觉艺术领域同样视 

它为重要宝藏，不断地发 

掘、汲取它的精华。无论是 

在远古还是在现今，无论是 

在人类社会生存的底层或是 

上层，无论使用范畴的大或 

者小，汉字系统的文化状态 

始终驾驭在汉字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之上。 

就在传统图形与现代元 

素相结合带给人们全新感受 

的同时，汉字设计作品同样 

不乏成功范例： “禄”、 

“福”字 (图4)、“寿”字 

(图5)、“双喜”字 (图6) 

等都已经成为世界人民喜 

庆、祝愿的特定汉字标识。 

“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 

夸张比喻被古人来形容汉字 

严谨的形态结构。字体笔画 

图4 福字 

图5 寿字 

粗细、结构疏密调整，视觉 图6 双喜字 

上的舒适，要求字体的书写规律不可改变、字型结构要清 

晰可见。汉字的独特魅力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下转 lO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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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继续提高电子商务教研室教学教研水平，完善教师 

知识、能力、年龄结构 

教研室现有教师均在学校承担大量教学任务，如果电 

子商务专业实验环节顺利进行的话，课程教学到位后，加 

上和外界交流的需要，现有的教师数量是不够的。因此， 

不但应扩充任课教师的数量，还应有起码的师资储备。还 

应敦促现有教师不断关注电子商务领域的新问题，在电子 

商务的应用上要身体力行，不断增强自己良好的网上商务 

感觉。如果现任教师不能适应电子商务专业需要的话，应 

该补充新的教师加入进来。亟需鼓励教师和外界进行交流， 

提高学术水平，开拓自己的眼界。 

5．电子商务专业乃至整个学校的学术氛围有待于提高 

2005年会议，印象最深的是这么高级别的会议，会务 

人员全部是在校学生，我问学生是自愿的还是有偿的服务， 

学生的回答很理性。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在一年前就开始了， 

全部是义务的，他们说这也是一种学习，而且是一次难得 

的人生经历，在为参会的专家提供服务的同时，他们自身 

也能够近距离地与大家名家交流，会议上学生的礼貌、专 

业、敬业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观我们学校，为 

什么我们的毕业生总是被认为上手很快而后劲不足呢?专 

科学生同样需要其持续发展能力，更何况我们学校的发展 

目标是升本呢?我们的一些学生重考试轻学习、重低层次 

的社会实践轻专业理论的深入学习。一个学校学风的建设 

是个体系，学术氛围的构建是个重要的环节。我们电子商 

务专业今后应该加强学术氛围的建设，以学术氛围促学风 

建设，以学术交流促进专业建设，以学术水平促进专业水 

平。一个大学，学术报告多了，讲座多了，论坛会议多了， 

自然对学生也是一种教育和熏陶。 

电子商务在我国从去年到今年发展迅猛，今年电子商 

务交易额有望超过 10000亿人民币，表明在我国有很大发 

展空间。目前虽然电子商务专业存在的问题较多，突出问 

题是学生就业没有明晰职业需求；企业对电子商务专业总 

是和计算机专业混为一体；培养模式尚不成熟等。但这些 

问题都是因发展太快引起的，属于正常现象。电子商务在 

企业存在广泛需求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 

何建设、完善、发展电子商务专业，其培养定位、培养模 

式等都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走出自己的路子，上海商学 

院和北京联合大学的高职高专类的电子商务建设给我们了 

很大启迪。我们学校从2001年开始的专业建设改革到今天 

为止也是成功的，表现在电子商务专业方面，我们的培养 

方案、专家指导委员会制度、三级考核体系、考试考核方 

法等，在参会院校中是领先的。展望未来，对我校的电子 

商务专业建设更有信心。 

(上接95页)文字遥不可及的。 

影响较大的如2008北京奥运会会徽 “中国印”(图7) 

的设计，让我们目睹了汉字所呈现出来的耀眼光芒。近乎 

完美的视觉形象传达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奥运会精神 

lo；B 

图7 2008北京奥运会会徽 “中国印” 

的完美融合。据标志设计主创设计师郭春宁解释：设计构 

思来源于中国书法和篆刻艺术的意向性表现，选取汉字 

“京”并加入拟人化的处理手法演变成为一个似乎在跑动、 

跳跃、舞动的栩栩如生的人形，再对二者进行有机的结合 

再造，最后形成的2008奥运会会徽形象不仅具有现代东方 

意蕴的图形语言形式而且体现出更高、更强、更快的新奥 

运精神。寓意 “新北京 ·新奥运”的2008奥运会会徽形 

象，虽然对 “京”字变形褒贬不一，但我们不能否认其标 

志形象带给了每个人吉祥喜庆、激情、欢腾、和平以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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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的幸福心理感受。 

三、总结 

从前文所举范例中可以深切的感受到：中国本土文化 

千百年积淀的深邃精神被中国设计师们所发掘、探索以及 

沿用，且其设计主流已经成为华人经典的设计风格，它影 

响到日、韩，甚至触动了西方国家的设计思潮。西方文化 

的充斥会让我们有片刻的眩晕，但我们要提醒自己保持清 

醒头脑，保持并突出东方文化独有的亲和力。毕竟，国人 

设计师流淌的是具有中国文化的血液，注定要以母语文化 

为设计之根、设计之本。世界的全球化、一体化为华人设 

计的发展带来良好的发展契机，从而要求设计界人士知识 

的全面性、广泛性。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平面设计完美 

的融合体现出 “民族性、世界性”的崭新东方文化，是我 

们华人设计师的目标和重任，更是国人设计道路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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