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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符号学理论可为研究地方特色文化、塑造地方品牌提供新的思路。构建

安徽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系统，有助于深化符号学理论研究，同时推动安徽

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内增文化凝聚力、外拓文化影响力，彰显人文魅力、美化地

方环境，发掘优秀设计素材、点燃文化经济，扩大安徽地域特色文化的国内国际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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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顺凯：安徽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系统构建的价值与意义

　　安徽省地域文化底蕴深厚，形式多样，内涵

丰富，特色鲜明，以其各地域历史环境、地理环

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孕育出了三类各具特色

的区域文化，即淮河文化、皖江文化与徽州文

化。它们已经渗入安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为安徽省的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１］例如，徽文化主要遗存

地———黄山市，以文化节庆为载体，连续举办了

１８届黄山国际旅游节暨徽文化节，展示了黄山

生态民俗和古徽州民间文化；而另一个徽文化

的重要遗存地———宣城，通过建设宣纸文化园、

中国文房四宝与中国书画交易中心，彰显了徽

文化风采。作为中原文化重要一脉的皖北四

市，在特色文化建设中，将地域文化、传统文化

与现代元素相结合，扬长避短。“中华药都”亳

州市，以开发华佗故里中医药文化资源为重点，

建设养生园、养生城、养生街，养生文化名扬海

内外。宿州市则大力扶持灵璧奇石和維桥马戏

发展，建成了全国最大的观赏石和相关产品生

产基地之一。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打造文化品

牌，是安徽省特色文化建设的共性特征。［２］

多年来，安徽地域特色文化研究一直受到

社会各界的重视，取得较多的成果。在理论研

究方面，据文献检索和其他相关资料分析，目前

有关安徽地域特色文化的研究多倾向于个案式

研究，并且主要集中于对徽州文化的研究，如魏

菲娅等［２］主要从徽州建筑、徽州雕刻的图形设

计及其相关衍生产品的设计开发角度研究徽州

文化；也有学者对安徽省城市旅游形象系统建

设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于安徽省内各种地域特

色文化进行宏观、系统的研究较少。

当代意义上的视觉符号系统是一个庞大、

专业、全面的图形数据系统，融合当代先进的设

计理念，以当代数字化设计技术为支撑，对每一

种特色突出的安徽地域文化进行符号化的当代

图形设计，构建视觉符号系统的内在秩序和完

善的分类，对比不同视觉符号之间的异同点，可

以为进一步认知、研究安徽省特色文化提供新

的契机，同时，也可为打造安徽省城市品牌、推

广安徽省特色文化提供丰富的图形设计资源。

鉴于此，本文拟运用符号学与设计学方法，审视

当代传播语境下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

系统构建的价值与意义，希望为后续理论研究

与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一、深化符号学理论研究

符号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其相

关理论成果已成为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理

论依据。每一种特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

开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与自然风貌。

以杭州为例，作为国家一线主要城市，其地

域特色文化自然吸引着大量的研究者，研究其

视觉符号价值一直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要课

题。目前杭州城市环境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

面面，均已体现出杭州地域特色文化的视觉符

号魅力。从杭州城市形象标识（见图１）和２０１６

杭州Ｇ２０峰会标识（见图２）的图形设计，我们

图１　杭州城市形象标识

图２　“２０１６杭州Ｇ２０峰会”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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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领略到杭州地域文化视觉符号的独特气

质。这些标识图形并不是杭州风景的简单缩

写，而是汇聚了对杭州人文地理、风俗人情、经

济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深层理解，

是杭州的符号，是杭州展现给世人的城市名片。

安徽省地域文化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对

于安徽人而言，这些特色文化蕴涵的是记忆、家

或故乡的相关情感认知；而对于其他省市的人

来说，它是对安徽人的身份辨识。因为地域特

色文化是一个综合体，包括建筑、饮食、民间信

仰、地理环境、绘画、日用品、工艺装饰等不同文

化类型，构建安徽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系统

也要包括不同类别的子系统。在应用方面，依

据不同的应用环境和应用目的，该视觉符号系

统还将衍生出多种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如旅游

景点视觉形象系统、城市地铁空间视觉导视系

统、城市品牌形象识别系统等。图３为安徽省

旅游形象标识，标识图形下方所列图片是标识

的创意构成元素，即安徽的毛笔、徽墨、徽派建

筑、黄山，这些元素都是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视

觉符号中的典型代表。因此，从符号学角度研

究安徽地域文化，构建安徽地域特色文化符号

系统，可深化符号学理论研究。

　　二、推动安徽省文化大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国家发展、民

族振兴的精神支撑。近年来，文化大繁荣大发

展已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新高度，如今，越

来越多的人成为文化发展中的弄潮儿。在国家

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进程中，不同地区呈现出

不同的速度与特征。而在异域文化和当代多元

文化的多重影响之下，一方面，某些地区特别是

三线以下城市的地域文化逐渐表现出式微的趋

势；另一方面，部分地区尤其发达地区的地域文

化快速崛起，拥有广大的追随群体，甚至享誉海

内外。多年来，安徽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

对实现安徽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做出了持续的

努力，从省会城市合肥的发展战略口号“大湖

名城，创新高地”与各级城市大刀阔斧的改革

创新举措就可见一斑。以数字图形的形式，汇

集安徽省各主要地域特色文化的视觉符号数

据，构建安徽地域特色文化符号系统，发掘其潜

图３　安徽省旅游形象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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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巨大价值，有助于推动安徽省文化大繁荣

大发展。

１．内增文化凝聚力，外拓文化影响力

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应是形式与

内容的统一体，其设计应直接来源于安徽省各

个城市的特色文化元素，从而最能体现该城市

的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宗教礼仪等状况。可运

用当代设计的表现手法与设计理念，将这些内

容进行符号化的视觉符号提炼，最终形成最具

典型性的地域文化视觉符号。对于安徽省各个

城市的居民来说，这样的视觉符号系统具有共

同的心理认知，是大家共同的信仰，是团结安徽

人、凝聚安徽人的情感内核；而对于外地人来

说，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系统的构建

和运用，能使他们更加直观和快速地了解安徽

省各个城市的自然人文特征。

如图４是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安徽馆的外

观设计，该设计充分体现了安徽特色文化元

素———徽派建筑，其外部设计将徽派建筑元素

进行了符号化的提炼，马头墙、白墙黛瓦的徽

州视觉符号体现出徽文化的博大精深。当年

去参观过世博会的安徽人，一定对徽州馆寄予

过特殊的情感，看到徽州馆就如同看到自己的

家一般。这就是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所蕴

涵的凝聚力，它能将各地安徽人的心紧紧系在

一起，对增强地方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同时，

图４　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安徽馆建筑外观

利用世博会的重要契机，安徽向海内外参观者

和媒体充分展示了本地区的特色文化，进一步

拓宽了其影响力。

２．彰显人文魅力，美化地方环境

一座真正美丽的城市不仅因她拥有如画的

自然景观、高大时尚的城市建筑与发达的经济，

同时一定还有其不可或缺的人文魅力。安徽地

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系统，应是展现安徽省人

文魅力的重要载体，有益于安徽各地方塑造属

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视觉形象。此外，安徽省

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系统的构建，可为安徽

城市建设提供丰富的数字化视觉图形设计数

据，广泛应用于未来安徽省城市建设的各个领

域，在设计师们鬼斧神工般的创意之下，这些视

觉符号将会以丰富多姿的设计应用形式（如建

筑外观、户外广告、公共空间环境导视、城市雕

塑等），让城市更美丽［３］，为生活其中的城市居

民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美好视觉体验。如图５为

安徽建筑大学北区大门与相关建筑的设计，整

个大门建筑的设计巧妙地融入了徽州马头墙的

视觉符号，将符号化的徽州建筑元素与现代建

筑设计理念进行了完美的对接，从而成为安徽

建筑大学的一道靓丽风景。

　　３．发掘优秀设计素材，点燃文化经济

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系统的研究

对象，是安徽省境内各个城市的主要特色文化，

图５　安徽建筑大学北区大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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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含许多省级或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普遍拥有较广的市场认可度。在设计产业

蓬勃发展的当下，从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视觉

符号系统之中充分发掘优秀的设计素材，进行

相关衍生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并且不断开拓新

的市场，无疑是安徽经济发展有力的助推器。

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导向转变，凸显

了国家对原创设计的重视，在新理念、新科技的

推动下，通过大力发展设计产业、文化娱乐、城

市旅游、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我们的经济必

将得到更快发展。

４．扩大安徽地域特色文化的国内与国际传播

新媒体是在传统媒体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

型传播模式。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大

量新媒体传播形式不断出现，互联网 ＋信息的

传播模式是当代新媒体传播的共性特征，信息

的传播早已打破传统的单一格局，越来越趋向

于多元、互动的新格局。如今，在城市文化的推

广传播中，新媒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

说，如果离开了新媒体传播，任何一种城市文化

都将显得黯然失色。［４］

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的传播推广是未来安

徽省城市品牌化发展的重要一环，在当代信息

传播语境下，新媒体将成为安徽省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助推器。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的符号

化视觉设计，是实现其当代新媒体传播的重要

基础，因为视觉符号具有主题明确、特征鲜明、

辨识性强、便于推广应用等诸多优点。通过当

代新媒体传播手段，如互联网、微信、ＱＱ、微博

等，可以实现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快速、高效的

传播推广，无论是从传播的时效还是从传播的

广度上，新媒体传播都是传统传播媒介无法比

拟的。新媒体的即时传播、互动传播，打破了传

统媒体传播的时空限制和单向性，在国内或国

际范围几乎可以达到信息的同步传播，并且还

可以实现与受众的即时互动，大大提升了受众

的参与积极性和满意度。因此，配合当代新媒

体传播手段，构建安徽地域特色文化视觉符号

系统，可以大大促进安徽省地域特色文化的国

内、国际传播，进而塑造安徽省地域文化的美好

品牌形象。

安徽文化由多种文化类型构成，地域特色

文化仅是其中的一个类型，随着研究视角的更

新，安徽地域特色文化将呈现出不同的人文魅

力，折射出安徽人独特的人文气质。同时，随着

新媒体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安徽地域特色文

化的辐射传播范围将越来越广，不仅享誉国内，

而且必将走出国门，拥抱世界。

参考文献：

［１］　周晓燕．地域文化与城市特色的传承———以安

徽为例［Ｄ］．合肥：合肥工业大学，２０１０．

［２］　魏菲娅，黄凯．徽州民间图形符号的价值研究

和发展趋势［Ｊ］．大众文艺，２０１２（３）：１７３．

［３］　詹秦川，廖梓君，杨晓燕．和谐设计与文化之

都———地域视觉符号系统的构建研究［Ｊ］．陕

西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１）：１４４．

［４］　沈玲玲．新媒体环境下的安徽城市形象传播策

略研究［Ｊ］．艺术与设计，２０１４（１２）：４１．

·４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