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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品牌创意设计不仅要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且应注重提高消费者的审美情趣，打造中国自主的文化创意品牌。将

地方特色和品牌创意设计进行融合，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品牌创意的设计与开发对传播地方特色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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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设计不仅满足了用户的不同需求，也迎合了用户

对产品的期望。以地方特色文化为精神核心的品牌创意设计

不仅传播了地方文化，而且为地方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作为载体传承和弘扬了地方特色文化。

1 地方元素与品牌创意设计的关系

1.1 地方元素

指向性。在历史长河中，不同民族在不同地区文化不同，

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区生产的文化也不同，因此具备文化指向

这一特点。

独特性。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改革，中国创造了具有地

方特色的民俗风情和文化景观。这与该区域的经济、政治、

宗教和其他因素密切相关。品牌创意设计与地方文化的融

合，不仅要注重这些“表面功夫”，还要深入分析地方文化

的背景以及文化的成因，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促进两者的

融合。

包容性。虽然不同地区的文化有其独特的特点，但从历

史的角度来看，这些独特的地方文化最初产生于同一条历史

河流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化为不同的文化。这就是为什

么当地文化是独特和包容的。

1.2 品牌创意设计

品牌创意设计包括通过现代设计语言对传统文化进行

重组和表达，以满足现代人的知识和审美需求。如何在不丧

失大众文化活动意识的前提下形象化、符号化、生产化，如

何保持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平衡，如何解决传统技术与现

代生产技术的矛盾，从品牌创意设计在当前主流市场的发展

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向是旅游产品，通过

使用已知的旅游景点作为设计来源，并将自然或文化景观与

产品形式相结合来开发。这些产品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在

短时间内创造和销售具有高用户接受度的品牌创意设计，占

领市场份额。然而，此类产品与文化的融合度较差，文化传

承和保护的作用不强，商业氛围浓厚，产品同质化严重。第

二个方向是以博物馆藏品为基础的文化和博物馆产品。这些

产品的优点是它们可以直接将收集的文物，与现代工业产品

联系起来。它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用现代工业产品原

始文物背后的内涵。第三个方向是以地方特色文化为核心的

创意产品。目前此类产品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据调查，

近年来各地区在进行文化创意，存在为刺激品牌创意设计发

展而举办的竞赛，但能满足市场需求的品牌创意设计很少能

在工业园区孵化出来，原因是设计脱离实际，大部分品牌创

意设计纸上谈兵。

1.3 相互制约

在地方元素与品牌创意设计两者结合的过程中存在相

互制约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分为以下两点：分别

为传统文化与人民群众认知之间的矛盾以及文化价值与商

业价值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展现具有特色

的品牌创意设计是当下企业应当探求的重点。如果错误地运

用地方元素，不仅仅会使得用户偏离特定的文化，同时也会

直接影响品牌创意设计的可接受度，在对商业价值与文化价

值矛盾进行探究的过程中，重点是如何使得两者保持平衡，

如果过于注重文化价值那么也会降低产品的商业价值，因此

品牌创意设计与地方元素两者处于相互制约相互融合的关

系。片面地强调一方不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以及产品的设

计，因此应当在地方元素与品牌创意设计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点，更好地梳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出发展开品牌

创意设计以及研发。

2 地方元素与品牌创意设计的结合

2.1 用户群体广泛化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用户的需求也越来越复

杂。不同年龄、场地和地区的用户有不同的需求。因此，有

必要明确品牌创意设计的用户定位，提炼用户需求，梳理地

方特色文化，找到两者的结合点，用“整体”的设计方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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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需求之间的关系，针对目标设计调整文化和产品。与一般

满足用户需求的方式相比，这种方式可以扩大品牌创意设计

的受众，广泛接受用户的需求，创造品牌效应。品牌创意设

计必须有自己的品牌，品牌作为用户与公司之间重要的桥

梁，优秀的品牌创意设计不仅仅能够起到吸引用户消费的作

用，同时也能够增加产品用户之间存在的联系，使得用户更

加注重产品的体验感，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同时也能够拉紧用

户与品牌之间的距离，提高品牌的认知度以及接受度。我们

应该将当地传统文化视为一部品牌史，将特色文化与品牌联

系起来，打造具有独特地方特色的文化创意企业。

2.2 文化语言可视化

文化语言的形象化是指在不曲解传统文化的意义的前

提下，将传统文化中晦涩难懂的部分或精神部分转化为图形

和图像，呈现给用户。这主要通过以下三点实现：文化语言

的象征。首先，符号是可以用来指代或表示某物的符号。其

次，它是一种载体，承载着精神内涵。“二十八颗星”灯是

一种基于二十八颗星的二十八盏灯。在古代，它被用于祝福

和祭祀。灯上的图案十分复杂，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对

这些传统图案进行符号化处理，在确保内涵不丢失的基础

上，我们可以将复杂性转化为简单性，设计具有独特地方属

性的 IP图像，象征着二十八颗星的形象和背后的历史，并从

中衍生出不同类型的文化和创意产品。再者，文化具体化。

中国传统文化常常包含在诗歌、歌曲和壁画中，显示的内容

要么过于抽象，要么过于陈旧。如果观众缺乏相关知识背景，

则很难理解其含义。动态的文化和语言。除了诗歌、歌曲、

赋和墙制品的二维图形处理外，还可以使用三维计算机技术

动态处理上述故事。动态处理的优点是具有更多的视觉效

果，可以很容易地激发用户对产品的兴趣，引起情感共鸣。

2.3 色彩运用对比化

色彩源于本体。在对一个色彩设计进行实际应用的设计

时候，应该充分将一个色彩的应用特点与其利用结合起来，

使得欣赏的过程中能够充分体会出色彩绘画所想要表达的

意见，通过运用色彩也能够给群众欣赏过程中带来视觉上的

效应。在品牌创意设计的过程中，通过明确设计的手法能够

直接使得设计艺术作品本身出现动态之美，例如在进行冬奥

会海报标志设计的过程中，作为志愿者代表的体育运动标志

同样是采用了红橙黄的色调图案，这样的色彩搭配不仅仅能

够给受众在欣赏的过程中传达出一种青春活力的感受，高明

度的立体色彩色则会直接使一个人容易产生轻快的立体感

觉，而这种低明度的立体色彩色则会使一个人容易产生一种

沉重的身体感觉，将二者感觉进行完美结合，这种感觉存在

较为强烈的空间差异化的视觉感受，会使一个人的视觉感官

系统受到一定的视觉冲击。在品牌创意设计的发展过程中，

色彩的这种对比组合应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色彩在这种对

比的应用状态下，与单独的一种色彩存在一定的不同之处，

因此作为设计人员在对一些具有较大张力配色展开设计的

过程中，应当对不同色彩所表现出的张力，或者是静态之美，

展开全方位的分析，以及确定这一点，对于提高设计作品的

整体品味而言尤为重要。色彩的相互搭配是也会直接之间关

系着色彩最终所需要呈现出的整体效果，颜色之间互相影响

交错，所以能展现出的整体美感效果是也会有很大不同的。

例如，将其中白色与白和黑色之间进行高度对比组合运用，

或者将其中红色与蓝和绿色之间进行高度对比组合运用等，

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提升广告受众或者群体对于这种

颜色的认同知觉度。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品牌创意设计的设计与开发仍面临许

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设计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质量差、

同质化、文化融合差等。但随着人们对品牌创意设计的日益

关注，通过不懈的努力，一款能够将地方元素与品牌创意设

计相结合的产品，将随着品牌创建一种新形式的创意文化，

其产品最终会被公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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