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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标志设计不再单一追求视觉效果、形式感及外

在美，对文化底蕴、民族精神的追求成为新时代艺术设

计的主流，并以此基础打造新设计理念，促使我国现代

设计不断焕发鲜活的生命力。而设计师也从形式和内容

的学习，开始转变思考方式，注重审美理念的创新，给

设计作品赋予时代感、文化与民族精神。

对于中国传统纹样自身来说，纹样形式与题材的种

类非常丰富，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字样。从古时就有

图形绘制以表达语言交流，如壁画、石器刻字等，不同

时代的纹样特色特往往不同，这些都为现代标志设计提

供了思想来源和设计灵感。纵观现代标志设计成果，其

优秀作品颇多，但是对传统图案纹样的创新应用却有待

加强，局限于符号图形的转化或借用，并未赋予文化。

对此，面对现代设计理念与文化迁移的问题，如何使得

中国传统纹样在现代化标志设计中充分地展现其属性，

并找到适合我国传统纹样标志设计的方法是重点。

1.中国传统图案纹样的特征

1.1 情感传递的质朴性

中国传统图案纹样设计多取之生活，也就是与人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很多日常生活接触到

的图案纹样都给人一种乡土气息，非常的质朴，这正是

因为中国传统图案纹样的创造反映的是民族风情等人文

环境，作品往往也被寄予了创作者的思想感情。例如剪

纸、刺绣等材质的纹样设计，会根据节日气氛或寓意的

不同而在设计作品中有所反映。可见，中国传统图案纹

样设计的最初理念则是自然本身，用很自然的方式或材

料。将情感转换成视觉形式，使得人们在接触图案纹样

时，同样也能感受到创作者的思想，产生情感共鸣 [1]。

1.2 表现手法的多样性

中国传统图案纹样的设计主题丰富多彩，主要原因

是他们取之自然和生活，自然界的元素被人们赋予了美

好形象和意义，给它们设计的生命。从设计类型来看，

主要有风景、植物、动物和人等方面的题材，从设计表

现来说主要有具象和抽象两大类设计纹样。

具体来说，中国传统图案纹样的表现手法有造型美、

四方连续、二方连续等特征。其中，造型美是文化历史的

社会变革所产生的一种民俗产物，是集体审美意识与审美

方式的体现。中国传统图案纹样的色彩、形式风格多种多

样，可以经过不同方式的转变以形成新的造型。并且，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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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传统图案纹样并没有局限于外在形式，而是蕴含着传统

文化、民族特色、艺术价值的底蕴，遵循着审美创造和民

俗设计的规律，是人们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设

计方式 [2]。色彩和线条作为传统图案纹样设计中的重要元

素，二者的装饰功能非常显著。创作者往往也会在线条和

色彩上下很大的功夫，以促使色彩和线条能实现实用、形

式的统一，寄予这圆满和谐的情感。除此之外，设计布局

上，创作者可能为凸显出寓意的丰富性，反而要求色彩与

线条结合形式的简单性，如均衡、对称，以追求视觉平衡。

对此，中古传统图案纹样起源于民间艺术，表达方

式和造型设计趋向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审美艺术表达，

正是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才得以滋养着传统图案

纹样的价值与风格，例如有些图案纹样设计追求造型美

观，有些纹样设计追求象征意义等等，这些都是以表达

手法为依托。

1.3 文化呈现的内涵性

在民间艺术创作过程中，象征手法是最为常用的一

种艺术表现手法。除了上文提到的几个表现方式外，还

有很多象征手法，如同音不同字的谐音表现方式，以此

增强图案纹样设计效果。与“鱼”有关的图案纹样设计

就有很多意义，用视觉图形方式传递人们“年年有余”

的美好希望 [3]。传统图案纹样创作选择的素材很多都是

与民间文化、事物有直接关系，因为美好生活的期待，

将这些情感因素寄托在各种生活事物中。除此之外，中

国传统图案纹样的审美设计中，色彩的搭配也很有讲究，

如红色代表喜庆，寓有红红火火之意，同样也是人们将

吉祥祝福的情感态度融入到审美创作中的具体表现。

2.中国传统纹样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表现现状

2.1 传统图形复制化严重

传统纹样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表现，多数集中在云

纹、龙凤、如意纹等元素，但是这些设计作品往往存在

一些方面的缺陷，集中表现在：第一传统纹样寓意理解

较为肤浅，仅仅是表面意思的转换表达或者是直接套用，

并无特别的创新之处。第二，很多创作者照搬照抄别人

的设计理念和表现手法，虽然作品元素是中国传统文化

元素，可以设计表现方式却大相径庭，没有体现出中国

传统文化的底蕴；创新价值的缺失 [4]。第三，很多纹样

设计作品的重复性较强。如吉祥或铜钱等元素的使用，

成为创作者思考后二次创作的反复利用品。主要是因为

铜钱设计形式，与中国哲学思想及文化有渊源，进而成

为各大金融企业求之的象征物。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

出艺术作品创作是有着较强的空间和生命力，但是也从

中反映出创作者的“拘泥于复古”而缺乏原创思维，设

计理念与出发点依然停留在再创作的基础上，这些创作

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2.2 地域文化差异认知不足

各地方少数民族纹样装饰在与当地历史文化相互影

响、渗透而产生的。同样也随着历史演变，不同民俗文

化背景下对纹样的审美模式与装饰需求也不同，从而创

作出不同的纹样特色。若创作者在现代标志设计中，想

要利用少数民族纹样符号作为设计元素，而没有考虑到

地域文化差异之间的不同，容易使得标志设计表达理念

出现偏差。如某些少数民族大象图腾寓意“祥”在傣族

人民的心中是吉祥和力量的象征。对此，若不了解地域文

化差异而不恰当地使用图腾纹样，则很容易引起误会，这

就要求创作者必须认识和理解纹样背后的文化历史底蕴。

2.3 设计表现方式缺少创新性

艺术设计的最终目的则是用某种普遍认同的符号进

行信息传递。中国传统纹样元素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

用，不仅要遵循设计原则，而且还要找到标志设计的创

意点，并不是简单地将所有元素进行融合。另外，传统

纹样本身的不同，其表达的寓意、文化含义或意义也是

不同的，创作者把握元素特点及其思想内涵，以特有的

方式展现出来，可表现出一定的创新性。但是，有些创

作者局限于继承传统纹样的文化传统性，而忽略了中国

传统纹样的其他方面，如纹样外在形式、色彩和含义等，

所有元素都罗列到一个设计作品中，其设计结果自然是

没有突显出设计主题，也没有考虑到传统纹样和现代设

计之间的互补关系，形式化较为严重 [5]。

3.中国传统纹样在现代标志设计中表现方法的探析

中国传统纹样历经多个朝代，已从原始的花鸟鱼虫、

商朝的麒麟龙凤、春秋战国的饕鬣渔猎，到汉代的花卉

吉祥文字、隋唐的联珠纹、明代的山水景观等等，与社

会发展同步。而中国传统纹样的功能，也多是用来美化

生活环境、寄往美好生活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对此，中

国传统纹样在现代标志设计的表现方法，追求现代的形

式与内容的“复古”。

3.1“形”的提取

一方面，中国传统纹样的民族特色鲜明，其设计灵

感和塑性方式与现代标志设计一脉相通。然而纵观纹样

元素的构成方式，其包含着整体的装饰美感，有时也强

调内部元素或结构之间的相互照应，如借用、穿插等。

对此，纹样设计会给人一种均衡、对称的整体协调的布

局美感。现代标志设计运用中国传统纹样，可先提取纹

样的结构元素或外在表现形式，也就是挖掘纹样文化意

蕴内涵之后，解构和重塑再进行衍生变形，利用现代科

学技术进行改造，设计出满足现代人们审美艺术需求的

符号标准。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传统纹样继承其文化

魅力或人文精神，对外形加以重新塑造，给予了纹样新

的魅力和活力 [6]。而标志设计的实用价值，在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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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融合企业理念和品牌形象，以强化标志设计的延

展性、辨识度，对宣传和吸引消费者有着非常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现代标志设计过程中，创作者需要对

色彩、图形和文字进行等元素符号进行加工处理，以体

现出标志的视觉形象价值。其中，“形”通常是指物象的

结构和外形。而现代标志设计造型不同于中国传统纹样，

二者的“时代”跨越性非常大，也这是创作设计的难度

要点之一。对此，创作者在保证纹样真实性和外形完整

性的基础上，多数会提取“形”且进行衍生创造。如中

国陶器纹样直接应用在现代标志中，作品造型的问题较

小，但是缺乏时尚感和独特性，与企业文化或品牌宣传

结合度不够。面对这种情况，创作者需要提取出纹样的

“形”及其他典型元素，借助于现代设计手法创新出新标

志。这种标志内涵着传统纹样的文化底蕴，同时又承载着

现代艺术的时代特征，足以表达企业现代化经营个性。

3.2“神”的传承

“神”可以理解为一种神韵或气势，不表征具象的物

体，而是多是以抽象的方式彰显出惊天地的气势或气魄。

“神”蕴含着纹样图形的人文精神品质，如中国水墨画

中的浓浓重色墨色的气韵则影响着作品的视觉效果，有

一些中国话就给人一种极强的视觉冲击力。精准定位中

国传统纹样“神”并融合进现代标志设计中，较为困难
[7]。面对这种问题，创作者如何在设计中既保留传统纹

样的“形”，又彰显出艺术设计的“意”，如果没有深刻

理解传统纹样的产生背景、文化底蕴及应用范畴等方面，

则难以捕捉到这种设计融合的关键。创作者应去除物化

表象符号，挖掘深层次精神中的“神”，也就是脱离物

化纹样找到其视觉态势，再用现代标志设计的物化载体，

来使得“形”和“神”的张力表现出来。

例如：中国书法艺术作品中纹样张力则表现得栩栩

如生，如厚重端庄的隶书、飞扬跋扈的草书、变化莫测

的行书等等。现代标志设计过程中，注重纹样设计的张

力则非常难，形式因素和纹样蕴含精神之间的协调关系，

以及设计作品要符合现代大众的审美需求与设计实际要

求。也就说如何找到连接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之间的关

节点，再用兼容这两个艺术要素的形式加以表现出来，

体现出文化厚重和现代感，才能体现出创作作品的灵魂。

3.3“色”的创新

“色”可以理解为色彩，色彩的搭配使用对作品的视

觉冲击效果影响是非常大的，现代标志设计得色差搭配会

直接影响到受众群体的接受程度，如过于明亮的色彩，会

造成视觉疲劳，而色彩阴暗则会给人一种压抑紧张的气氛。

创作者可将色彩当作信息要素之一，围绕设计理念服务。

中国传统纹样的色彩搭配和运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色彩观。

例如：节日用来烘托气氛的红色，其有奔放、喜庆的蕴含

等等。现代标志设计注重色彩要素，也是为了彰显企业理

念，将个人的愿望寄托在象征物上[8]。在“色”的创新上，

应依托于“形”和“神”，衬托出二者所要表现的理念，色

彩搭配也要主次分明，不能让次要的颜色喧宾夺主。

3.4“意”的延伸

中国传统纹样的表现方式也在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

化，其蕴含的人文意义也不断丰富。现代标志设计也会

融合人们的思想意愿，进而通过标志物传达一些形象塑

造、价值取向或人文精神，如此体现出企业文化，从而

演变成一种精神追求。一个标志符号被人们赋予了象征

意义，传统纹样通过外在样式表达内在的人文，若将传

统纹样以现代设计方式表现出来，借助于新的纹样载体，

其依然需要被赋予一个理念和内涵，促使人产生想象和

记忆 [9]。如湖南卫视台标像一条鱼，中间的梭形像一粒

米，有着“鱼米之乡”的美誉的湖南。而深层的意思则

体现在：形状如同一根飘动的纽带，象征电视台与观众

紧密联系在一起，表征着湖南卫视的“亲民”。

4.结束语

总之，将中古传统纹样在现代标志设计中表现出来，

若“形、神、意”没有呼应好，而创新不足，则会让人

误以为龙凤、鱼、云、风都有吉祥之意。对此，创作者

从传统纹样获得灵感，结合现代生活实际，创作出新作

品，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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