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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标志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渗入与发展。方法 从标志设计的信息传达功能出发，引申

出更高层面的审美追求，进而探索其中对文化内涵的彰显与表达，由此开始了对传统文化元素的挖掘，

从其丰富的类型与独特的内涵着手，分析其融于标志设计中所表现出的优化标志设计的信息传递效果、

视觉审美效果，以及解决标志设计中的现有问题与不足的重要意义，接着深入传统文化内部，以传统色

彩、传统文字与传统图案为落脚点，就其在标志设计中的创新表现展开了具体探讨。结论 在标志设计

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有着极高的可行性，如此既能够提高信息传达的效果，又能够在形式与内容上体现

一种文化内涵，在审美追求上更进一步，从而使所设计的标志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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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explore the infilt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logo 

design. Starting from the information function of logo design, it extends a higher level of aesthetic pursuit, and then ex-

plores the highlight and expression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thus starting to dig the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its 

rich types and the unique connot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melt into logo design by the optimization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effect of logo design, visual aesthetic effects, and solv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logo design and the im-

portance of insufficient. Then going into internal deep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traditional color, text and traditional design 

as the foothold, it discusse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logo design. It is highly feasible to integrat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to logo design, which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but also reflect a kind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form and content, and further on the aesthetic pursuit, so as to make the designed logo more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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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认知中，标志一直是作为一种象征性传播

符号存在于脑海中的，其功能多是对信息进行巧妙的

表达，给人带来一种感官上的认知，获得其中的基本

信息。但是，从当前的实际发展情况看，很多标志在

设计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趋同国际化，导致整体上缺乏

特色，这使得标志设计的表达效果大大降低，缺乏特

色与内涵，也失去了国际化竞争的优势[1]。为了使标

志设计的效果更加理想，在实际的应用中能够将各种

元素进行灵活而有机的应用与整合，设计师开始了更

加多样化的尝试。鉴于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存在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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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已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且这种渗透与互助也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彼此的支持，标志设计在不断

的尝试与寻觅中开始聚焦于传统文化，希望能够以传

统文化中的代表性元素为支撑，丰富标志的表达形式

和审美体验，进一步提升辨识度和文化内涵，从而以

更加独特的形式成为个性化的存在，在迎合大众审美

的同时，成功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本研究主要结

合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元素及其作用于标志设计的主

要作用，深入探索具体的融合策略。 

1  传统文化元素在标志设计中的主要作用 

传统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在千

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造就了别样的艺术风格，成为了独

特的存在[2]。从整体上分析，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

涉及诸多方面，无论是文字元素、印章篆刻相关元素、

传统图案元素还是哲学思想元素，都在不断发展和衍

变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并逐渐成为传统

文化艺术的精髓所在[3]。将这样的元素与标志设计相

结合，有助于标志设计特色、风格的建立，实现更大

意义上的丰富与提升。 

1.1  增强标志设计的信息传达效果 

传统文化元素有着极强的个性特征和深厚的文

化特点，这些不仅能够直接简明地呈现标志作品的思

想内容，还能够进行一定的情感变化，从而提升其信

息传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避免不必要的认知障碍和

思想歧义[4]。正因如此，在标志设计中，传统文化元

素已经成为重要的存在要素，帮助设计师更加轻松地

实现信息的传达。 

1.2  提高标志设计的审美效果 

在传达信息的基础上，标志设计还应注重审美效

果的表达，以适应更多的人群，以更加鲜明、有效的

方式进行内容和思想的传达[5]。传统文化元素的独特

性，给了标志设计不一样的表现方式，转变了千篇一

律的设计风格，不仅使受众的感受焕然一新，还能起

到返璞归真的设计效果，更好地凸显主题，展现与众

不同的审美风格，这对标志设计能够起到很好的优化

效果。 

1.3  解决标志设计的问题与不足 

从当前的社会现实看，各种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

的普及，已经给人们的视觉和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和冲击。在这一背景下，毫无特性和新意的标志根本

无法吸引受众的目光[6]。这时，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

标志设计中，可以在千篇一律的标志海洋中翻起更大

的浪花，实现艺术效果的升华，并以更大的视觉吸引

力抓住受众的视线，从而避免单一化或者繁杂化的标

志设计所带来的乏味与凌乱，成为独特的存在。 

2  传统文化元素在标志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在标志设计中，传统文字、传统色彩和传统图案

三大方面已经融入进来，并进行着艺术化的创作和改

造[7]。事实证明，这样的尝试和应用是可行的，其价

值远非其他艺术元素所能比。下面从色彩、文字和图

案三大方面对标志设计中的具体应用方向和方法进

行分析。 

2.1  传统色彩元素的应用 

传统文化中的色彩元素十分独特，其在不断发展

的过程中成为了典型的中国元素，表达着我国人民的

情感和喜好。例如，红色代表喜庆吉祥、黄色代表雍

容典雅等，都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更为独特的是，

这种色彩元素不仅表现在人们认知上的普遍共性，还

在不同的民族中有着不同的表现，结合不同民族对色

彩元素的不同理解和感悟能够更好地表现色彩对标

志设计的作用，从而使标志设计的效果更加突出[8]。

例如，汉族对红、黄等颜色十分喜爱；蒙古族喜欢蓝、

绿、橘等。结合这些色彩的特点和情感表现，能够给

当前的标志设计带来更多的灵感和思路指引，从而更

加有效地烘托主题、表达思想。以蒙古族传统色彩在

标志设计中的应用为例，蒙古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

烂的草原文化，挖掘其中的代表性色彩元素，并将其

与标志设计科学融合，不仅能够使标志设计更加个性

与独特，还能将草原的地域特色和草原人的性格进行

展现，让人从中更加了解草原，了解蒙古族的传统文

化特点[9]。在蒙古族的一些企业标志设计中，色彩元

素就有着多样化的应用。以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

限公司的标志设计为例，设计师将主体的形象设计成

卡通小羊的造型，并配以白色，在展现羊的实际色彩

的同时凸显了主题，背景则选为草原的绿色，让人瞬

间产生联想，感受到草原的辽阔与清新，看到羊群的

活泼与庞大，不自觉地对草原心生向往，对该标志也

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使其深深印刻在脑海。另外，内

蒙古著名乳品企业蒙牛的标志设计将绿色的草原作

为背景色，配合潇洒的书法体和弯角的造型，展现的

是牛的坚韧、勤劳与奉献，同时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

追求，突出了该企业追求天然、远离污染的主旨。从

以上实例可以看出，将传统色彩元素进行科学地应

用，不仅可以使标志设计的文化内涵得到更好的表

达，还能延伸开来，以更加新颖的形式起到视觉审美

的强化，有利于企业文化的表达。 

2.2  传统文字元素的应用 

传统文字元素中的代表就是书法，作为一种经历

了千年演化而来的抽象符号，书法有着不同的字体和

独特的美感，其在发展中已经从单纯地传播信息变为

一种艺术形式，不仅对国人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还

对不谙国文的外国友人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所以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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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有着顽强和旺盛的生命力，不断与各个领域产生着

联系，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尤其是不同类型的标志

设计常会选用不同的书法字体，以此凸显个性[10]。例

如，篆书瘦劲挺拔、平衡对称，给人以典雅古朴、意

境深远的感觉，可以在标志设计中进行抽象的艺术处

理，如此会很有金石之味；楷书规矩严整、匀称稳重，

适合用于饮料、食品类的标志设计中；草书恣意放纵，

适合烟酒包装中的标志设计。例如，康师傅矿物质水

标志设计中，设计师以“康师傅”三个字为核心，将

其设计成行书的字体，整体凸显出一种圆润古朴且疏

密匀停，十分有滋味，然后将下方的四个字“矿物质

水”设计成黑体，整体讲求工整，既避免了两者的冲

突，又有所侧重，且大小不一，设计巧妙，呈现了十

分醒目且强烈的视觉效果。又如，我国探月工程的标

志设计同样对书法元素进行了巧妙的借鉴，勾勒出一

个艺术化的古汉字“月”，并在其上设计了一双脚印，

有着强大的视觉吸引力，既形象展示了我国探月工程

的梦想，又艺术化地深化了实际的设计效果，将中国

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不止于此，上海世博会的标志、

北京奥运会会徽标志等同样对书法元素有着灵活的

借鉴和运用，这些都成为了标志设计界对书法元素的

代表性应用案例。然而，书法元素并不是随意使用的，

其要求设计师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深刻的认知以及

灵活的设计手法，能够结合实际将书法的精髓融入标

志之中，如此才能强化视觉效果，带来更多、更好的

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标志设计作品[11]。 

2.3  传统吉祥图案元素的应用 

与文字和色彩有着同等地位的传统文化元素当

属传统吉祥图案，这些图案不仅有着多样化的样式，

还有着极为丰富和深厚的文化寓意，可以与文字、色

彩等元素紧密配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带来更

加理想的艺术设计效果[12]。在标志设计中，设计师若

能将传统吉祥图案元素进行巧妙地应用，便可以轻松

实现基本的直观性需求，还能赋予标志更加独特的个

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对龙纹图案的应用上，设计

师多会借助龙的形象进行艺术化的改造和升级，在保

持龙的基本形象不变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艺术化处

理，使之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有时也会充分利用

生龙活虎、望子成龙等相关的成语对其深厚内蕴进行

展现。总之，一切以实际需求为基本点，讲究活用、

实用 [13]。例如，华夏银行的标志设计就以龙的形象

为原型，设计成了玉龙的形式，在经过一定的艺术

化处理，使得整体呈现出一种简洁之中内蕴深厚的

艺术效果，寓意华夏银行在中国文化的沃土中实现

跨越和飞升。 

3  结语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丰富而

独特，对艺术设计领域的诸多方面有着极强的可用价

值，尤其在当前这个新时代背景下，重视并充分应用

传统文化元素，无疑可以为设计领域带来更多的设计

灵感和设计形式，促成艺术设计作品内涵的丰富和效

果的升华。在标志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已被

证实有着极强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因此设计者可以大

胆地结合实际的需求对其进行艺术化改造和借鉴，将

其中的精髓为我所用，以更加灵活的思维和多变的手

法赋予标志设计更多的形式和更深的寓意，使标志设

计作品找到更加明确的设计方向，实现更加理想的设

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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