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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之间的现代视觉表达的密码。结论 视觉化设计和开发黄龙府民间传说是解决其生存与发展问
题的有效手段，也是必然的选择，可以通过符号化现代形象、文创产品、地域特色产品包装 3 种途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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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anglongfu Folk Legend 

JIANG Xiao-wei 
(Changchu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ways of visua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Huanglongfu folk legend.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Huanglongfu folk legend and visual design wa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visualizing and developing the representative folk legend "Fulongquan" in 

Huanglongfu folk legend, the ways to creatively express Huanglongfu folk legend with visual design languages in the new 

era were discussed, so as to unravel the code of modern visual expression existing betwee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

ment and th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uanglongfu folk legend. Visualizing and developing Huanglongfu folk leg-

end is an effective means and the inevitable choice to solve i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problem. It could visualize 

Huanglongfu folk legend by three kinds of ways of symbolized modern imag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and regional 

product packaging,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herit Huanglongfu folk legend, realize its rebirth in the era of visual 

culture, and promote it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eanwhile, it is also helpful to increase people's pride and confidence 

in their hearts, enhance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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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府即是今天的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是一座

有着 7 000 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城[1]，历史上曾为两汉

夫余国都城，隋、唐、辽、金重镇[2]，以岳飞发出“直

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的誓言而闻名于世[3]。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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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历史文化丰厚，虽历尽沧桑，但雄风犹在。至今不

仅遗留下来众多雄浑威武的人文创造，更孕育出无数

豪迈震撼的民间传说，这些民间传说价值重大，是可

以打开历史文化记忆的秘钥，更是开启设计灵感思维

的不竭源泉。民间传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4]，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一个民族

的精神基石，引领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保护传承民间

传说关乎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是文化复兴的

需要，更是一种使命和责任。时下，各国对民间传说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高度重视，

我国政府同样非常重视，国家非遗保护工作明确将

“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列为工作方针，2021 年 5

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规划》提出要“推动非遗融入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2021 年 5 月，农安县在知名企业家座谈会上，

深入介绍了自己的璀璨文化与厚重历史，收到了一定

效果。然而，单纯依靠政府的宣传与推广是不够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人文环境的改变，人类进入了读图

时代，即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早就宣称的“世界图像

时代”[5]，人类体验模式由语言和文字转向视觉和图

像，诚如英国批评家伯格讲的：在历史上，不曾有过

如此强烈集中的视觉信息[6]。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

间传说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其消亡速度超乎人

们想象。黄龙府文化作为小区域文化，其民间传说更

是大量流失，即使幸存的一些传说也被严重边缘化。

因此，迫切需要严肃正视黄龙府民间传说的生存状

态，顺应变化，尽快利用现代视觉语言对其进行创造

性转化与开发，使其重获新生[7]。 

1  民间传说“伏龙泉”的发展和传播现状 

黄龙府许许多多民间传说都不是空穴来风的，有

的有实物，有的有地名，“伏龙泉”就是一个有地名

的民间传说[8]。伏龙泉位于农安县西北部，距古城黄

龙府 45 km，是隶属于农安县的一个镇，历史悠久，

有辽金时代的温道沟古城遗址。农安县当地关于“伏

龙泉”的民间传说，主要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

来的。在经历长时间口耳相传的传播后，被学者记录

了下来，整理成了文本形式，传说的核心情节得以固

定，口头传承的变异性被完全超越。传说具体是从什

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已经无从考证。当代著名诗人刘

庆霖曾专为“伏龙泉”传说作过一首诗，学者侯树槐、

侯金萍及匿名网友以文本形式对“伏龙泉”传说做过

记述。目前“伏龙泉”传说主要有口头传承和文本呈

现两种传统方式，通过口述、书刊和网页等形式进行

传播、交流。“伏龙泉”传说见图 1。传说重在讲述

一位坚忍执着、顽强不屈的小伙子挖开清泉的故事。

在传说中，伏龙泉很久以前是一片大沙漠，忽一日，

天上出现一条黄龙翘首舞动，顿时大雨倾盆而降，而

后沙漠中现出一眼清泉，但没过多久，清泉被整整刮

了四十九天的沙尘完全掩埋，人们难以再生活下去，

这时一位小伙子用砍柴的大斧子不停挖泉， 终成功

挖开清泉，人们为了后世永记小伙子挖泉功德，将这

里命名为“斧龙泉”，年月久了，就被谐音成“伏龙

泉”了。 
“伏龙泉”传说凝聚着黄龙府人的坚强意志和伟

大气魄，凝结着他们的感恩情愫与敬畏情怀，浸透着

他们的辛勤汗水，是他们精神生活的结晶，体现了他

们的责任感和担当感，彰显了他们迎难而上、勇往直

前的坚毅精神。传说世代相传，留存至今，已成为当

地人们的精神内在，始终引领人们敢于挑战困难，勇

于担当，不忘恩情。“伏龙泉”传说属于地名传说，

意义非凡。当前，国家对地名文化遗产十分重视，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推

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图 1  民间传说“伏龙泉” 
Fig.1 Folk legend "Fulongquan" 

 

“伏龙泉”传说作为黄龙府知名的民间传说之一，

在过去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如今，在调查中发现

可以讲述这一传说的人已经十分少见了，一些人甚至

对该传说闻所未闻。如此经典励志、哲思深厚的传说，

却鲜为人知，甚至已经濒临“消亡”，令人深感遗憾。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伏龙泉”传说的存在形式与传播

路径依旧是口头传承和文本呈现两种传统方式，这与

现代人视觉、交互、多维空间的认知、思维相抵触，因而

不被关注而湮没无闻。在以视觉文化为中心的现代社

会，只有将民间传说与时代要求和特点相结合，创新

表达方式，不断调试自身来适应变化的外部社会，才

能传承不息。因此应对民间传说进行与时俱进的视觉

化表达，让它重新获得生命力。 

2  基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视觉化设计 

在文字出现前，人类经历了 原始的“听故事”时

代，当时民间传说以口头讲述的形式播散着；文字出

现后，人类进入了“读故事”时代，民间传说的传承

历史从此被改写，文本叙述成了民间传说的主要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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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而今，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人们的

心理因素发生了相应变化，认知、思维转向视觉，对

文化的接受、理解完全离不开视觉的形象化表达。视

觉文化开始大行其道，以语言文字为“主角”的文化

逐渐转向以视觉图像为“主角”的文化，“语言文字”

开始被“视觉图像”替代，视觉呈现出空前的繁荣[9]。

一个“看故事”时代正在席卷着民间传说，朝着更富

魅惑力、更直观生动的视觉方向前行。在这种形势下，

通过视觉化设计传承与发展民间传说是必然选择。不

可多得的黄龙府民间传说是黄龙府人民精神信仰与

灵魂气节的载体，凝结着黄龙府的历史与文化记忆，

烙刻着黄龙府往昔的峥嵘与豪迈。虽今日不见铁马金

戈，不闻铁骨铮铮，但昔日黄龙府重兵把守、威震四

方，契丹、汉、渤海、女真、兀惹、铁骊、党项、突

厥等族都曾住在这里，乃是“杂诸国风俗”，诞生在

这里的民间传说自然是价值重大。然而在如今的视觉

文化时代，各种文化、信息都以符合现代人认知思维

的视觉形式吸引着人们，人们已是应接不暇，加上近

代以来我国数次否定批判传统文化的运动致使人们

对民间传说产生“土气”“过时”的偏见，再加上全

球化、现代化的大环境造成人们对外来文化、现代文

化过度崇尚的心理。这些都使得民间传说不易被关

注，特别是黄龙府这样地处边陲的小地方，其民间传

说更是难以被注意，因此，应尽快对黄龙府民间传说

进行符合现代人取向、思维的视觉化设计，以争得关

注，并使其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得到拓展，从而在现

有传播形式基础上增加一道保险，促成其传承机制的

进一步完善。此外通过现代视觉化设计这种外在的干

预，也可扭转人们对民间传说的文化自卑感，消除影

响民间传说在当代生存的深层因素，帮助黄龙府民间

传说在当代的存续和传承。 
视觉化设计是指运用视觉方式创造性表达一种

文化、技能、知识体系或活动等，即通过视觉手段对

其进行媒介性转化，以易于感知、理解和记忆，同时

满足人们视觉审美需求。具体来说，是指采用图形、

文字、图像、形态、色彩、结构、材料等基本视觉元

素对内容、理念、精神或气质进行创意性视觉表达，

以达到借助视觉语言进行传达交流的目的，实现通过

看的方式进行表达传播。黄龙府民间传说的视觉化设

计即运用图形等视觉元素对黄龙府民间传说进行符

合视觉文化特征的现代创造性表达，以融入现代社

会，适合于现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及方式，使其以

视觉形式再生。其核心在于摆脱黄龙府民间传说传

统、老旧的呈现方式，创新表达方式，以符合视觉文

化背景下人们直观、视觉、多维空间的认知、思维模式，

使人们主观认可、内心接受，心理产生情感和认同感，

从而使黄龙府民间传说得到有效的传播与交流，进而

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大部分民间传说都是运用历

史表达方式和文学表现手法构建出来的，以表达一种

精神、一种价值观或者阐释一种地方风物或习俗，需

要运用抽象逻辑思维去概括、判断和推理，才能获得

对传说故事的认知和理解，而通过视觉化设计，创造

出具有充分可理解性与较强冲击力的视觉形象，更加

直观易懂、形象生动，与语言、文字相比能在短时间

内引起人们关注、形成认知，且不受地域、文化、语

言等不同的影响，易于传播推广[10]，可以使民间传说

得到切实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 

3  视觉化设计与开发途径 

当下，黄龙府民间传说在对外宣传时缺失视觉形

象信息，依旧靠传统口头、文本形式传播，无法对接

现代社会，特别是那些仅靠口头传播的传说随着老讲

述家的过世，也都跟着陨灭了，令人痛惜，若再不采

取有效措施，将流失得更严重。而靠整理成文本并在

书刊或网络平台上展示的传说，顶多能保留下来，生

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依旧无法解决。在视觉文化时

代，各种文化都以充满感染力的视觉形式吸引着人

们，以致文本形式的民间传说很难夺人之目，自然也

就很难获得人们的关注，那也就谈不上传播交流，更

谈不上传承发展。因为民间传说的传承不是将其变成

遗存物，而是使其获得有效的传播与交流，激活自身

内在的生命力。因此，迫切需要对黄龙府民间传说进

行现代视觉化设计，以适应现代社会，从而被现代人

接受、认同，得到真正的传承与发展。民间传说本身

属于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民间传说实则是

让现代人去接受传统文化，这就要求民间传说的传播

途径、方式要能够与现代视觉文化相契合，与现代人

视觉、直观的取向和思维相符合。因此，探寻切实可

行的现代视觉化设计途径对黄龙府民间传说进行创

新表达至关重要，有利于吸引现代人，增进情感、建

构认同。依据传说自身的特点和现代视觉表达的方

式，可以通过如下三种途径对黄龙府民间传说进行视

觉化设计和开发。 

3.1  以符号化形象为载体的视觉化设计与开发 

符号是一种用来传递信息的载体或者用来指代

其他事物的象征物，符号 基本的功能是传达信息。

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能指即符号形象本身，所指

则为被理解的概念。视觉符号是一种通过视觉去感知

的符号化形象，它利用图形、色彩、文字等视觉要素

进行信息传播交流。视觉符号能够超越语言文字以极

为单纯明了的表达方式展现复杂密集的信息，有效传

递一种精神、内涵，使人们产生深刻的印象和记忆。

视觉符号这种符号化形象是对一种文化艺术或复杂

事物的视觉浓缩，极富亲和力、感染力，对现代人具

有先天的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与人类心灵相犀

的一种共通语言，有着触动灵魂的力量。动画电影《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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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奇缘 2》片尾字幕出现的大量由剧中经典元素凝练

而成的图形符号，令人刻骨铭心，这就是视觉符号这

种符号化形象的神奇力量。以视觉符号这种符号化形

象为载体对民间传说进行视觉化设计是指运用清晰

凝练、简洁规范的现代视觉语言将民间传说的核心内

容与精神内蕴传达出来，即以鲜明、生动的现代图形

符号去呈现传说的内核，使其直观化、形象化，有灵

魂、有情感，从而凭借对图形符号的视觉共识获得互

动和认可，促进传播交流[11]。运用现代符号化形象来

视觉化设计和开发黄龙府民间传说，相当于在其古老

身躯上着一件可以跟现代人交感相应的时尚外衣，以

赢得关注和青睐。此举有助于人们从心理上转变对民

间传说“陈旧”“过时”的文化定位，产生对民间传

说的文化自豪感与认同感，形成黄龙府民间传说传承

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12]，从而增强人们对其的尊重，

升起自觉式传承意识，进而真正做到传承与发展黄龙

府民间传说。在将黄龙府民间传说进行符号化、视觉

化的表达过程中，要时刻准备与不同文化素养、职业、

经历的人进行对话，所运用的视觉符号 好是长久以

来人们共识、认同的，否则，视觉符号就需要更加直

观形象，以易于理解[13]。“伏龙泉”传说符号化形象

的创作需要把握好传说的民族气质和文化内涵，在适

合的语境下，对传说中的核心形象进行图形的提炼、

概括，以 优化的方式正确地表达出传说的本真与精

髓。这就需要对“伏龙泉”传说中的文学形象进行挖

掘、选择，找出可以令观者与设计者产生某种默契的

典型形象，从而进行艺术加工与创意表现， 终创作

出具有充分可理解性、能够实现人们与“伏龙泉”传

说之间情感对接的视觉形象。设计中要力求简洁、明

晰，避免细节的冗余、繁杂，所用视觉语言应极度精

准、高度凝练，以确保信息传达的准确性与形象的冲

击力，同时为保证形象的延续性与艺术魅力，也要做

到造型鲜明、美观，在传达“伏龙泉”传说独特价值

与意义的同时，表达出文化个性，满足审美需求。 

3.1.1  符号化形象创意构思 

“伏龙泉”传说存储着历史、文化、社会等大量

信息，如何用 简明、单纯的图形来传递“伏龙泉”

传说的丰富信息，是设计的重中之重。首先，应对“伏

龙泉”传说产生的社会背景、自然风貌、历史文化、

人文民俗进行深入调研，以获取能够用作创意依据和

设计突破点的相关资料，为设计的创意构思和视觉表

现确立主要方向和内容。其次，对所获信息资料进行

梳理归纳和鉴别分析，找到设计的入手点，可以从“伏

龙泉”传说核心内容入手，也可以从“伏龙泉”传说

的精神气质入手，也可以从伏龙泉三个文字的形态入

手，也可以从“伏龙泉”传说地域和历史的典型元素

入手，还可以从“伏龙泉”传说所特有的形象元素入

手。创意的入手点要能 大程度地体现“伏龙泉”传

说的独特个性与优势。下面将从“伏龙泉”传说所特

有的形象元素入手进行设计实践。 

3.1.2  符号化形象设计实践 

以特有的形象元素为入手点展开设计，通常可以

获得更为独特、鲜明的形象，易于识别、认知和记忆。

“伏龙泉”传说有很多可供选择的形象元素，比如小

伙子挖泉的动态、黄龙翘首舞动的姿态、砍柴的大斧

子形象、翻涌的清泉形象、风卷沙尘形象、倾盆大雨

形象等。从中选择挖泉动态元素进行艺术加工与创意

表现，并融入翘首舞动的黄龙雄姿、清泉水滴形象，

可以超越语言文字，鲜活地呈现出“伏龙泉”传说的

主导形象和核心内容，充分展现“伏龙泉”传说的文

化本真与精神气质，“伏龙泉”传说的符号化形象见

图 2。 

 

 
 

图 2 “伏龙泉”传说的符号化形象 
Fig.2 Symbolic image of "Fulongquan" legend 

 
1）图形设计。视觉图形能够做到无言自语，这

是文字所无法比拟的。图形直观易懂，可以短时间内

吸引人的注意，并且可以超越语言与时间的限制。简

洁有限的图形却可以传达大量复杂的信息与含义，并

且易于受众理解、记忆，同时还可以给受众以体验感。

黄龙府地处东北松辽平原腹地，是辽金文化的发源

地，“铁马金戈，铮铮不息”是辽金文化的主要特征。

图形设计中，选择挖泉动态元素作为设计出发点，既

是对辽金文化的融入，更是对传说内容的转译，这是

对文化的视觉物化。挖泉是“伏龙泉”传说的核心文

化元素，挥动臂膀挖泉的动态直观呈现出“伏龙泉”

传说的内核与灵魂，具有易感知、易联想、易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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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体验，为人们提供了体悟悠远历史的联想空间。

传说中小伙子昼夜不停地挥动大斧子挖泉，可就在泉

水涌出的 后一刻，他停住了挥动的臂膀，累死在了

泉眼旁。选此挖泉的动态，虽充满悲情色彩，却更能

触动人的情感、震撼人的心灵，强化传说的精神要旨，

寓意“伏龙泉”传说精神生生不息，蕴含文化传承之

意，暗示当地人们对勤劳、勇敢、善良品质的执着追

求，以及对不畏困难、敢于担当精神的传颂。挥起的

大斧子形象，意在传递“伏龙泉”中的“伏”字，更

旨在传达“福”，通过这种谐音手法的运用，达到隐

喻福气、幸福的目的。映衬在人形后面的一滴清泉，

旨在传达这一眼清泉的来之不易以及人们的倍加珍

惜之情与无尽感恩之意，蕴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

报”的传说要义，同时传递出“伏龙泉”中的“泉”

字。融于清泉水滴中翘首舞动的龙，正是“伏龙泉”

传说中送来清泉的黄龙。黄龙对黄龙府来说，意义非

比寻常，相传辽太祖在黄龙府城外的行宫中去世时，

“黄龙缭绕”，遂改名为黄龙府[14]。龙文化是 具代

表性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龙图腾的民族与龙的传

人， 早的、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龙形文物，正

是出土在黄龙府。融入龙形是真正在传承文化，同时

隐喻龙腾盛世，表达人们的敬畏之心与祈吉祥、求太

平的美好之愿。此外，也传递出“伏龙泉”中的“龙”

字。整体图形设计为强化形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提

炼、浓缩与概括，有融有破、有分有合、有虚有实、

有主有次， 终形成了既具艺术魅力又不失文化内涵

的图形符号，符合现代人快速、简约、碎片的符号语

言解读需求，可以令受众透过符号化形象解读到整个

传说与文化，有效表达了人们通过“伏龙泉”传说传

递知恩图报、执着奋进的心理情愫与追求吉祥安康的

心理夙愿。 

2）字体设计。字体除阅读功能外，更多展示的

是其图形诉求功能，字体在整个符号化形象中地位仅

次于图形。字体作为一种传递信息 直接的方式，具

有高度的准确性，可以直接传递符号化形象的名称，

补充说明图形的内涵，透过视听觉同步运动，强化符

号化形象。设计中融入了“伏龙泉”传说中的龙元素

与泉眼元素，通过字形笔画的“替换”“添加”“连接”

进行名称的表达。伏龙泉三个汉字采用雄浑厚重的书

法体，传达出深沉凝重的视觉感受和饱满淳朴的传统

文化气息，与凝练的图形符号相得益彰；伏龙泉三个

拼音采用严肃庄重的印刷体，传达出经典时尚的视觉

感受和现代文化气息。三个汉字的中心文字“龙”，

其繁体字“龍”的第一笔“点”用龙头形象进行了恰

如其分的替换，第十三笔“竖弯钩”顺势添加了龙尾

形象，通过这样的图形化处理，整个字被赋予了生命

力与感染力，既强化了“伏龙泉”传说的形象，又与

图形形成了呼应，呈现出圆满祥和的文化氛围。三个

汉字的拼音经过设计处理在形式上与三个汉字形成

对比互称，每个拼音上又各选取一个适合的字母添加

了泉眼形象，并选择字母局部进行了连接，使拼音更

加连贯统一，以此暗示“伏龙泉”传说文化绵延不绝、

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整体字体设计，配合图形，增

强了信息传递效果，有助“伏龙泉”传说文化的普及

与发展。 
3）色彩设计。色彩能够强化刺激，给人心理暗

示和感受，增强受众对符号化形象的认识，加深对符

号化形象的印象。诚如法国罗丹所言：“色彩即思想。”

透过色彩所具有的心理反应和视觉刺激，能够突出表

现符号化形象的内涵与精神。在整个符号化形象中，

色彩具有 强烈的视觉识别效应，是强化符号化形象

的利器。设计中为进一步强化形象，使形象具有灵魂

性、思想性，选取了“伏龙泉”传说中沙漠的黄橙色

作为标准色，象征着厚厚黄沙掩盖清泉，一斧一斧挖

走黄沙，挖开泉眼的典型文化特征，旨在传达“伏龙

泉”传说不畏艰辛、自强拼搏的文化寓意；黄橙色又

是“伏龙泉”传说中黄龙的颜色，选黄橙色为主色，

隐含黄龙送来清泉的文化特征，旨在传达“伏龙泉”

传说敬畏万物、崇尚自然的文化寓意，更意在生动传

递黄龙府与黄龙的不解之缘，以此揭示“伏龙泉”传

说深湛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教育价值。黄橙色作

为沙漠、黄龙的颜色与清泉并不匹配，研究发现色彩与

不相匹配的物象结合时， 能引人注目、加深印象[15]，

通过这样的设计，旨在引人关注，意在令人记忆，从

而真正使“伏龙泉”传说得到传承。黄橙色有着太阳

一般的光辉度，明亮夺目，预示着“伏龙泉”传说辉

煌的发展前景和勃勃的生命活力。为弥补标准色在一

定情况下可能存在的短板，又选取蓝色和绿色作为辅

助色，以用来辅助标准色加强视觉效果。蓝色为涌出

的清泉颜色，象征博大、永恒、坚定；绿色代表清泉

所带来的生机盎然景象。三种颜色绚丽奇美，鲜活悦

目，象征着“伏龙泉”传说朝气蓬勃的发展势头，蕴

藏着文化传承与发展之意，有效传达了“伏龙泉”传

说执着向上、不卑不亢的精神气质与文化气场。 
整个符号化形象明确传达了“伏龙泉”传说的文

化特征、价值理念与文化内涵，有效表达了人们通过

“伏龙泉”传说激发奋进之心、守住吉祥太平的美好

之意，既散发出持重质朴的传统文化气息，又不显陈

旧，富有视觉亲和力，并展示出极强的个性，有助于

“伏龙泉”传说的传播交流与传承发展。 

3.2  以文创产品为载体的视觉化设计与开发 

随着消费的不断升级，文创产业发展得如火如

荼。报告显示，全球文创产业创造产值达 2.25 万亿

美元，远超 1.57 万亿美元的电信业全球产值[16]。文

创产业衍生出的文创产品[17]，已成为潮流代言品，拥

有超强人气，能够以其庞大的粉丝团队伍有效地传递

文化。通过文创产品传播民间传说可以打破人们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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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传说固有的老旧印象，使民间传说成为时尚新宠。

黄龙府地处要塞，历史上乃兵家必争之地，其易守难

攻的封闭地理位置使其民间传说得以保持原生态，加

之几度毁弃于战火的硝烟中，又几番繁华，使得这里

的民间传说异常宝贵和珍奇。如此弥足珍贵的黄龙府

民间传说要想尽快发挥其价值，得到传承和发展，就

需要以积极的态度融入时代潮流，用好文创产品这一

新潮载体。借助文创产品传播黄龙府民间传说，关键

要设计好图形和形态，将黄龙府民间传说以形象生

动、可触可感的形式展现出来、传递出去。 

3.2.1  文创产品创意构思 

文创产品设计分精神层、行为层和物质层 3 个层

次 [18]，其中用来传递精神内涵的精神层需要重点关

注，因为它是文创的“心”，关乎文创的灵魂，用来

进行人与物互动的行为层和用来传达外在形象的物

质层也需同时兼顾，以确保所做文创产品汇聚精神性

的同时，不缺失实用性和艺术性。以文创产品为视觉

媒介设计、开发“伏龙泉”传说，令“伏龙泉”传说

成为一种可以被带走的文化和记忆，这是对“伏龙泉”

传说 好的保护。设计中要避免内容表达浅显，应实

地调研、挖掘采集“伏龙泉”传说或传说地意义深刻

的文化元素进行艺术浓缩，形成可以呈现“伏龙泉”

传说气质、神韵的图形、形态、结构，使人们更好地

感知传说的精髓，感受文化发生的情境，提升情境互

动，产生共情。“伏龙泉”传说的典型环境、经典形

象都可以成为创意构思文创产品图形、形态的切入

点。关键要考虑如何以明快、简约、富有时代感的设

计语言传达出“伏龙泉”传说的人文精神与内在气质，

创造出既合乎国际审美标准，又不失黄龙府文化气息

的设计。 

3.2.2  文创产品设计实践 

文创产品其实是基于现代符号化形象而衍生出

的具有一定实物形态的实用性产品[19]，实际设计中有

机结合文化性与产品功能至关重要。以“伏龙泉”传

说文创产品设计为例，见图 3，设计中依据实用性、

科学性、艺术性、经济性原则，对“伏龙泉”传说及

传说地的文化元素进行了梳理、鉴别、提取、概括、

重构，并深层次、全方位挖掘出了文化元素背后的意

蕴与内在联系，在不脱离功能的基础上，运用合理的

设计手法，立足本土，对标国际，创作出了简洁明朗、

现代大气、形外有形、意外有意的文创产品。透过这

些文创产品，可以感受到“伏龙泉”传说的精神价值

与文化情怀，无形的“伏龙泉”传说精神与情感被

塑造成了有形的实物，充满着追思情愫与无尽的感

怀。这些文创产品形态、图形主要提取了“伏龙泉”

传说中的大斧子形象，及传说地的辽金温道沟古城

形象和辽金帝王形象，这几个符号根植传统器具文

化、辽金古建筑文化及辽金服饰文化，生动呈现了

“伏龙泉”传说的文化特征与精神气质，具有一定的

认可度。 
 

 
 

图 3 “伏龙泉”传说的文创产品设计 
Fig.3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of "Fulongquan" leg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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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斧子形象设计。斧子形象是“伏龙泉”传说

的灵魂文化元素，具有极高的辨识度。提取斧子形象

用于文创产品设计，相当于将“伏龙泉”传说植入了

产品中，可以更好地激发人们对产品背后故事的联

想。所设计的木梳、LED 台灯均为凝练的斧子形象，

设计中采用极简设计表现手法，产生一种冷静、纯粹、

简约的风格特征，更能吸引现代快节奏生活下人们的

目光，从而更好地传播“伏龙泉”传说。其中木梳是

凝练的斧头造型，弧形的斧头刀口部位设计成梳背，

既持握舒适，符合人机学，又不会产生忌讳。为强化

品牌形象，木梳面一端雕刻出先前设计的符号化形

象；为强化故事的传达，同时更好地激发人们内心的

情怀，在木梳面另一端镶嵌一颗蓝玛瑙珠，用以传达

那一眼珍贵的清泉，从而深化传说内涵。斧头形象充

满阳刚之气，上面搭配阴柔之美的玛瑙，形成强烈对

比，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更能激起人们心灵的震撼，

令人们深深爱上这种独特的文化气息。同时，整把木

梳的设计也映射出一斧一斧挖开清泉的情景，令人们

进入一种悠远的回忆，产生情感的共感体验。LED

台灯是凝练整把斧子的造型，只是为了不影响产品使

用功能而进行了重构，将斧头与斧柄原本的直角关

系，设计成了平角关系， 终使“伏龙泉”传说中冷

峻的大斧子形象变成了萌化人心的小斧子形象，兼具

“伏龙泉”传说神韵与时尚元素，提升了产品文化品

味，增加了吸引力。斧头灯罩内置 LED 灯珠，光线

通过斧柄灯座上端的两圈凹槽形成漫反射，既使光线

变得更加舒适美丽，又提升了台灯的精致感， 主要

是柔和洒下的黄橙色光芒，营造出了“伏龙泉”传说

的茫茫沙海情境，易于人们产生产品视觉体验。 
2）温道沟古城形象设计。温道沟古城是“伏龙

泉”传说所在地的一处重要古遗址，从中提取该古城

形象进行创意表达，不仅具有代表性，更具有代入感，

易于使人们产生联想或唤起人们的回忆，引起人们情

感的共鸣。提取温道沟古城形象进行家用香炉盘核心

部分设计，不仅可以强化产品的地域性，更能渲染出

“伏龙泉”传说悠远持重的气氛。 主要是在使用该

产品时，即燃起香时，烟雾从古城镂空处缥缈而出，

能霎时燃起一种古城重现“人间烟火”的气息，可以

令人们内心产生“伏龙泉”传说满血复活的幻觉，获

得穿越时空的体验。这不仅能凸显出产品的创意性，

增加其趣味性，更能触动人们心灵中对“伏龙泉”传

说的认同感和好感。提炼温道沟古城形象设计拨浪

鼓，运用抽象、概括、节奏等手法，将古城形象以纯

粹有力、凝练质朴的视觉效果呈现出来。设计中为避

免图形的简单拼贴，将拨浪鼓造型与古城形象进行了

巧妙融合，二者浑然一体，极具魅力，同时汇聚了“伏

龙泉”传说厚重淳朴的文化气息，易于产生深刻印象。 
3）辽金帝王形象设计。黄龙府被誉为“辽金文

明发祥地”，而传说地伏龙泉镇又有辽金古遗址，这

使得孕育在这里的“伏龙泉”传说被打上了浓重的辽

金文化烙印。从中提取辽金帝王形象具有典型性和代

表性，更具有极高的识别度，既可一展黄龙府文化之

雄风，又可展示“伏龙泉”传说之独特优势，更可传

递“伏龙泉”传说之本真。辽金帝王励精图治，始终

不忘安邦立业之资顽强拼搏的本色，这也正是“伏龙

泉”传说的精神追求。家用香炉盘侧面及棒球帽帽身

部位均有凝练的辽金帝王形象，再现了铮铮铁骨，令

人们感受到了辽金帝王的霸气。设计中进行了高度的

概括与升华，尽显辽金帝王的飒爽英姿，以及“伏龙

泉”传说的神韵气度。 
整体设计中文化元素和产品造型做到了巧妙相

融，图形、形态同物质载体更是相得益彰[20]，既充满

饱满庄重的传统文化味道，又不缺乏现代化人文气

息，充分展现出“伏龙泉”传说的独特魅力。透过这

些文创产品，可以令人们感触到“伏龙泉”传说的深

邃，领略到“伏龙泉”传说的威武，触摸到“伏龙泉”

传说的“心跳”，由此激起人们去追思“伏龙泉”传

说的渊源，洞悉“伏龙泉”传说的精髓，这是对“伏

龙泉”传说切实的传承与发展。 

3.3  以地域特色产品包装为载体的视觉化设计与开发 

包装是产品的附属品，包装设计是指针对产品信

息与保护的设计[21]，可以成为传承民间传说与开发其

产品间的一条纽带[22]。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生活水平的

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需求的满足，在生活消费

中，文化消费的比重已越来越大。民间传说作为民间

文化的“百科全书”[23]，具有满满的文化性，将其形

象直观地融入地域性产品包装设计中[24]，可以在提升

地域性产品文化内涵与地方特色的同时，满足人们对

文化的渴求、对地方文化的认知。黄龙府民间传说内

涵深刻、价值独特，可以为包装设计提供民俗传说、

史事传说等诸多题材，这些题材都可以作为包装设计

的图形、造型创意依据。黄龙府民间传说可为包装设

计提供的主要题材，见表 1。 

3.3.1  地域特色产品包装创意构思 

包装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以地域特色产品包装

为载体视觉化设计和开发“伏龙泉”传说，让传说回

到生活中去，这是 理想的传承方式，属于活态传承。

设计中切忌平铺直叙，简单呈现传说情节，应深入发

掘、探寻“伏龙泉”传说的经典形象、精神意涵及传

说地的文化元素，以此进行创意构思，形成富有创造

性的图形、造型，有机融合文化性与产品特性，提升

文化价值与产品特色，以引起现代人对产品的追求和

向往。 

3.3.2  地域特色产品包装设计实践 

以“伏龙泉”传说地域性产品包装设计为例，见

图 4。泉水、沙子作为传说中的代表性事物，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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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黄龙府民间传说可为包装设计提供的主要题材 
Tab.1 Main subjects provided by Huanglongfu folk legends for packaging design 

神话传说 宗教传说 民俗传说 史事传说 动植物传说 寓言传说 爱情传说 地名传说 

农 安 辽 塔

传说 

黄龙寺的传

说 
洒龙道穿龙尾 

春捺钵和誓

师铭 

狗 为 何 跟 猫

结仇 

黄龙塔与小

金马 
兀术与鹰格 黄龙府 

万 金 塔 传

说 

双泉寺神水

的传说 

端午节挂七彩葫

芦、插艾蒿的传

说 

岳飞誓战黄

龙府 

兔 子 尾 巴 长

不了 
化食草 考女婿 伏龙泉 

白沙涧  吃鳝鱼的来历 宝泉涌 打碗花 铜心铁胆 于炕仙的传说 农安前巴吉垒

锔大家什  扎蓬棵和蚂蚱菜 神蜡之光 老黄牛救主 谁都逃不掉 蜜蜂与荞麦 欢喜岭的由来

始 祖 公 和

始 祖 婆 的

传说 

  臭姑 
红 菇 娘 的 来

历传说 
神鸟 

把并蒂莲比作

恩爱的人的来

历传说 

黄鱼圈的故事

长 脖 老 等

和鱼鹰 
   靰鞡的传说 一坛金元宝 石人与郎中 农安元宝洼 

     败运遇佳人 仙人草 哈拉海 

 

 
 

图 4 “伏龙泉”传说的地域性产品包装设计 
Fig.4 Regional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of "Fulongquan" legend 

 
的伏龙泉镇地域特色产品。据考察，伏龙泉镇确实有

如传说的描述，有大量的地下水资源和沙料资源。通

过包装设计将传说与产品相结合，既能很好地推广产

品，又能更有效地播散传说。相当于重塑新的“传承

场”，能使“伏龙泉”传说重新回到生活中，真正获

得新生。产品包装设计 重要的是图形的创作与使

用，“伏龙泉”传说的人物、事物形象，蕴含在传说

中的精神与文化内涵及传说地的历史风貌、人文风貌

都可以作为包装图形的创作突破口，深层次探究其中

的典型并将其与时代性相结合，是“伏龙泉”传说产

品包装设计的重中之重，更是切实传承与发展“伏龙

泉”传说的重中之重。设计中将所凝练的图形以国际

化、客观化的方式进行创新性表达，营造出了“伏龙

泉”传说威武、震撼的气质，令人敬慕、肃然，感受

到了民族自豪感。 

1）地域性产品矿泉水包装设计。考虑到产品特

性，包装造型设计成一滴清泉的形象，这与先前设计

的符号化形象中的一滴清泉遥相呼应，同样用来传达

人们对这一眼清泉的守护与爱惜之情。瓶身上部设计

的两道龙鳞，正是符号化形象中龙元素的微观再现。

整体包装造型强化了品牌形象，立体化诠释了“伏龙

泉”传说的文化精髓。包装上的主体图形为辽代帝王

形象，旨在传递“伏龙泉”传说激人奋进的精神，恰

似辽代帝王带领族众砥砺拼搏的精神。设计中巧妙地

融入了幽默诙谐的美学风格，一改辽代帝王严肃高冷

的范儿，变成一手持传说中的大斧子、一手持该矿泉

水瓶的呆萌形象，配以“伏龙泉”传说的经典诗句，

似从其口中高呼而出，以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可爱亲

切姿态，拉近了与人们的距离，增加了互动感。后面

辅以温道沟古城形象，旨在从侧面传达“伏龙泉”传

说的重大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因为经考证，温道沟

古城遗址下层有上古文化遗存，也就是说在上古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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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有人类活动，这样一来，“伏龙泉”传说就有

从原始时代开始流传的可能。整体包装图形兼具“伏

龙泉”传说文化风采与现代流行文化元素，不仅增

加了产品的文化品位与传奇色彩，更增添了情趣感

与新鲜感，符合当下人们渴求文化与追求新奇的心理

取向。 
2）地域性产品沙子包装设计。包装图形提取了

金代帝王形象，这契合“伏龙泉”传说的精神气质。

金代帝王不畏屈辱和压迫，刚健有为，在奠定我国北

方疆域等诸多方面做出过许多先驱性贡献。凝练金代

帝王形象意在传达“伏龙泉”传说追求担当作为的文

化寓意以及追求英勇无畏的价值理念。“伏龙泉”传

说中的大沙漠也为金代帝王驰骋过的沙场，这里的沙

料是“伏龙泉”传说的见证，更是历史的见证，提炼

金代帝王形象，用来作为沙子包装的图形，可以为人

们提供体悟历史的遐想空间，从而提升产品的文化价

值与特色。设计中运用概括、节奏等手法，将手持兵

器、身骑战马的金代帝王威武霸气的雄姿以单纯有

力、疏密有致的形式传达了出来，再现了金戈铁马的

场景，富有感染力，易于人们产生联想、回忆的视觉

体验，并在体验中感触独特的历史文化。 
整体设计既传达出“伏龙泉”传说的文化意蕴与

精神理念，又不失民族特性和现代魅力，是对“伏龙

泉”传说的维护与尊重，具有重大价值和深远意义，

因为它能使人们在购买体验中，收获历史文化知识、

感受民族精神，这将是对“伏龙泉”传说 好的传承

与发展，同时也是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

举措。 

4  结语 

“伏龙泉”传说作为黄龙府民间传说的典型代表，

它不仅是当地发展振兴的精神动力，更是延续人们精

神意志的命脉。文化没有高低之分，任何文化都值得

保护和尊重。民间传说根植于地方，具有极强的民族

性和地域性。国外对民间传说极为重视，他们很早就

清楚：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当下读图时代，

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对民间传说进行视觉化设计和开

发，一些国家甚至将视觉化民间传说作为象征符号来

阐释本国精神理念和价值取向，传播到全世界，以获

取普遍的认同，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而且日渐呈现出

视觉化设计他国民间传说，融入本国民族精神的新趋

势，这是一种挑战。面对这种挑战，尽快视觉化设计

和开发民间传说是 有效的途径，也同时是解决民间

传说生存发展问题的有效路径。 
通过对“伏龙泉”传说进行视觉化设计和开发，

赋予其新的时代表达形式，将蕴含在“伏龙泉”传说

中的黄龙府文化经典因子、思想精华与现代文化相结

合，以在实现其当代价值的同时彰显出黄龙府文化的

雄浑霸气与威武豪迈，使世人对中华北雄南秀多元一

体文化格局中的北雄文化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历沧

桑而弥坚的黄龙府民间传说进行现代创造性视觉表

达与升华，挖掘其现代意义，打破地域边界与时间的

限制，推动其现代传承与国际发展，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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