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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境大设计”的传统文化符号
李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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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从传统文化符合的起源和思维过程谈起，并挖掘

出传统意蕴中“语境”烘托的价值和重要性，并从中寻求到与如

今图形设计学科的共通之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让我们更加直观的意识到其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帮助，从而点明了

将传统语境的烘托手法运用于其中的本土设计才具有灵魂，并发

人深思。本文着重论述了传统文化符号有着强烈的内涵与环境传

达效果，为我们在平面设计的视觉传达与主题营造上提供了有力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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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中，设计已演化成为了与我们息息

相关而无法或缺的日常行为，是由外在的物质生活和内在的精神

生活所组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中，有着前人在悠长的历史

岁月中默默承传和创新的成果。因此，走入国际化的现代设计中

则应该珍惜传统的民族艺术，所以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使

传统的乐章焕发生命力，是我们每个人值得深思的问题。因此，

我们不应该轻视身边的文化瑰宝，而一味地追求西方化的设计风

格，多考虑如何根植于本土的传统艺术形式中，因为只有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从而在浩瀚的传统文化符号的海洋中吸收消化传统

的精粹，以自己的生活体验，以现代视觉语言及表现手法塑造崭

新的中国传统形象。将现代视觉设计融入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

充分的利用好传统文化符号带给我们的种种寓意，通过传统所独

有的“小语境”来营造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大设计”，这对每

一个中国人均有深远的影响。东方哲学体系所灌输的和平宁静思

想，正好弥补以西方为主导，欠缺安稳这方面的不足。因此，作

为一名当代的设计师，应将传统图形和中国文化的精粹融汇于现

代思潮中，以体现中国传统的文化性和哲学思想，成为一个保函

本土智慧的国际化艺术格调。

一、传统文化符号的起源

设计作为人类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生存方式，其渊源是伴随着

“制造工具的人”的产生而产生的。而早期人类有关设计的经验

性总结，如在中国古代的《考工记》和古罗马老普林尼的《博物

志》，都可视作设计学作为一门理论的最初萌芽和起点。甚至于

“第一把石斧”的产生，标志着原始人的生活向石器时代的转变，

也同样预示着设计成为很重要的因素加速了人们的进化过程。然

而设计学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我们做出思辨的归纳和理

论的阐述，则随之日趋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了。

事实上，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人们对于设计的发展从来未曾停止过。前人在生活的点滴中代代

传承与各种积累，不断地完善与创新，谱写出源源不绝的设计史。

如今，一个普遍的现象亦是，大家只知道一味盲目的追求西式化

的设计，却没有想过根植于本土，扎根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维度之

中。如果我们不了解本国千年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又如何能很好

地传承与创新呢？正所谓“搞设计需要了解历史，需要感悟文化。”

因此，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对历史的感悟！

图 1　甲骨文（来自网络）

时至今日，设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部分。在多

姿多彩的日常生活当中，设计的概念无处不在，我们根本无法想

象没有设计，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也是无法想象的。这就

预示着与当今国际化生活的脱轨。无论是轻工业中的细小零件或

者航天事业的大型飞行器，一张贺卡以至于楼市，城市的规划风

格以及品牌形象，都与设计这一关键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俨然，

设计活动成为人类每日生活中的共同特征和需求。

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一个群体的社会。我们不单单只是以天造

物为伴，而是主要在于人与人的相处与彼此之间得到很好的沟通，

才能相互熟悉，进而融入这个共同的社会。而沟通包括所见、所闻、

所感等等这些感觉。在远古社会，人们就将一些简易的图形或符

号刻在龟甲（如图 1.1）为文字进行沟通，以至于演化成象形文字，

随之形成了后来的文字。因此，以图形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与传递

信息，似乎是人类的本能。从古至今，人类从生活中的体验从未

驻足不前和创新美不胜收的视觉语言，这些不但是我们设计上最

简洁便利的沟通方式，同时也是蕴含精神生活的文化载体。

二、在图形设计中的“语境”

通过上文的了解，可以看出在传统文化符号中，对意蕴的把

握是至关重要的，往往通过情景的营造与烘托作为表现形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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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在现代平面设计，这种独特的视觉语言则称之为图形符号的

意境，通常能够以更加强烈的情感烘托环境，从而突显出设计的

主旨。在图形设计的学科中，则将其称之为语境，称之为为符号

学三个要素“标志、系统、语境”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由

图形的外延意义与内涵意义来共同决定的，所谓图形的外延意义

亦是指以可见的标示造型为形象，从而使其意义具体化，内涵意

义是指许多图形都具备相比其外延意义更加深刻的内涵，也就是

我们所能够从图形中读到或感知的内涵，如同有些传统文化符号，

不仅有着华丽的外形，同时又含义深刻，具有独到的精神内涵，

如图 2.2 所示，由我国国花之称的天香牡丹纹样，既有着雍容华

贵的外延造型形象，又有着深刻而独特的内在意蕴，而这些内涵

的表现均离不开语境的营造与烘托。

图 2　天香牡丹纹样（来自网络）

何为语境呢？可以总结为是使用语言的环境，这也被称作语

言行为的必要条件，往往与语言的使用相协调。任何艺术语言行

为亦是以一定的语境作为条件，倘若离开了语境，在接收方面的

意义也就打了折扣。其在语用意义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传

统文化符号作为一种视觉语言，同样如此，孤立的语言要素或单

位是无从分析其价值的，假如想把一件事物的真正含义表达明确，

也就是说完全理解真正的意思，则务必考虑到语境的因素，因为

语境的重要性在于其可以通过氛围的营造给人一定的心理暗示。

如我们常见一些用色彩营造语境的例子，在有彩色系的构成组合

中，常常用不同的色彩搭配表达春、夏、秋、冬或是喜、怒、哀、

乐的氛围体现，各种不同的风格适合于不同的色彩搭配去营

造语境，我们用红色去代表炽热的夏季，则更加的容易表达

出炎热的主题，如果用秋季金灿灿的颜色，那就无法造出相适应

的语境服务主体了。就好像我们的设计主题是一种忧郁的格调，

那么要是用蓝色系去烘托气氛，营造出这种忧郁的环境是不是对

于主题的表达会更加的容易呢？人们通过语境的铺垫会比较容易

的上升到设计师想要表达的平台上。在现实生活中也常见到类似

的例子，在公路两旁常常有隔离墩，为了引起驾驶员的注意，特

异将隔离墩刷成了黑黄相间的横条状，这个色彩的搭配在专业术

语中被称之为“蜂鸣色”，给人以强烈的警示效果，交通中正是

通过这样的色彩搭配形式渲染出警示的语境，使驾驶员可以很快

地察觉到，很好地避免了风险。

三、鉴古知今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意蕴是来源于生活，并且高于生活的艺

术，有着独特的意蕴和文化，它历史悠久，内涵丰厚，具有质朴

的生活情趣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明

珠，也是传统文化体系的瑰宝。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地域与不同

的时代都派生出独特的视觉语言。对于中国传统图形而言，我们

可以看到前人在悠长的岁月中默默承传和创新的成果。同时，传

统文化符号蕴含着古老文化的遗存，其大都根植于一定的民俗生

活中，与民俗生活和习俗相结合，是同一种民俗事象的另一种构

成方式。传统图形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我传承的文化事象，还是

一个民族情感的特有表达，展现独特精神风貌和世界观的一种行

为方式。任何一种传统艺术现象，都是经由相应的表现体构成的，

这些表现体，正是各式各样的传统符号与传统文化。所以，如今

我们这一代设计师如何承传创新，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在现

代国际化设计中，应以语境即现代设计中的环境烘托作为基本的

思想，我们可以通过对传统文化符号的探索找到与现代设计的丝

丝联系。

对于人类的意识过程而言，其实就是一个将世界转化为符号

的过程，思维无非是对符号的一种挑选或是一种有目的的组合，

转换，再生的操作过程，这何尝不是现代图形设计的理论呢。

四、结语

通过对现代设计学科中图形设计的研究，我们是否看到了两

者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了呢，我们的传统文化符合中渗透着

中华民族虔诚的人文精神、超然的哲学意境以及优美的符合造诣。

这也为新一代的设计师寻觅到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拥有着无比智

慧的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感悟出了如今图形设计学科的相关知

识体系。这不仅为传统文化符号形成了掷地有声的艺术价值，同

时亦是如今本土设计走向国际化坚实的后盾，这也为如今的本土

设计师指明了方向，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基础，为我们提

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符合源泉，从而构建了多姿多彩的

东方艺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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