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是阳气上升，万物复苏的时节，也是一年

新的开端。居于百节之首的春节，又称“过年”，

“年”，古时人们把谷的生长周期称为“年”，《说文·
禾部》：“年，谷熟也”。后来根据历法知识、天象、物

候来确定四季循环的起点与终点，年成为一年四季

时间的总称。春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蕴含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的和谐

观、循环往复的时空观、丰富内涵的礼俗观等。而

其文化内涵和独特价值往往是通过节物来承载的，

如福字、门神、灶神、春联、爆竹、红灯笼、窗花、年画

等，这些视觉符号表达着人们求吉纳福、除旧迎新、

欢乐喜庆的民俗内涵，是春节文化精神的符号化载

体，是人们寻求认同感和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

符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

人们对这些视觉符号越来越淡漠，对其深厚的文化

内涵知之甚少。所以，在理解春节文化精神特质的

基础上，提炼传统文化内核，融入现代设计方法，打

造符合现代人审美观念的春节符号迫在眉睫。

1 春节视觉符号

视觉认知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起着重要

作用，是传统文化识别、传播的重要基础。

视觉符号是一种被视觉感知的符号，即运用图

形、色彩并赋予一定的物质载体，实现人们思想情

感交流的目的。春节视觉符号是春节文化内涵的

外在表现，是人们表达除旧迎新、祈福纳祥美好愿

望的载体，是人们表述驱邪辟灾、健康欢乐生命情

感的符号。根据索绪尔符号论，符号由能指和所指

组合而成。乌丙安教授对其解释为：“任何民俗符

号都是由一个或多个民俗表现体和它们所表现的

具体的民俗对象与抽象的民俗含义或概念结合而

成。”[1]31在春节视觉符号中，民俗表现体是“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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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一些中介物，如爆竹、年画、红灯笼、元宵灯彩、

门神、对联、“福”字、窗花、傩面具、财神像、先祖像、

灶神、十二生肖图、招财童子像、鸡符、剪纸、门笺、

鱼、饺子、元宵、年糕、压岁钱等视觉符号；民俗含义

是“所指”，即辞旧迎新、辟阴祈阳、阖家团圆、喜庆

吉祥等；这些视觉符号不仅寄托了人们除旧迎新、

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希望未来

风调雨顺、人畜平安的情感诉求，洋溢着人们对美

好生活乐观的情怀、豁达的气度，成为营造春节吉

祥气氛的重要载体，构建了春节浓浓的、特有的“年

味”。

2 春节视觉符号的设计原则

过年年俗已深深地融入海内外华人的血液中，

春节视觉符号是年俗的重要载体，需要一代代传

承，更需要与时俱进地创新设计，探索新时代的表

现形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春节是一种

文化，不是文物，只有将春节视觉符号的设计作为

解决问题的手段，才能确保其永葆生命力，并一直

成为民众享受的民俗传统。

2.1 深层理解春节文化内涵是春节视觉符号创新设

计的基础

春节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积淀下的精神、文

化、道德、价值观和审美观的传承载体，体现了中华

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其承载着中国人的思维模

式、伦理道德、行为礼俗、审美情趣等，体现着中华

民族遵循自然节律、天人合一等传统文化精神，凝

结着历代人们对生活美好的祈盼与向往。春节的

文化主题虽然产生于农耕文明，但随着社会的发

展，逐渐变成现代人们的一种情感慰藉和美学追

求，成为超越时代存在的一种符号和民族传统。春

节文化符号孕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春节正处于

自然季节循环变换的节点上，是阴、阳转换、旧、新

衔接，春节符号是以循环封闭的时间观念为核心循

环往复。叔本华认为：“时间就像一个旋转的圆，下

降的弧是过去，上升的弧是未来，相交处的切线相

连点是现在。”[2]381春节正是处于圆弧相切的时间点

上，所以，尽管春节年年过，但人们辟阴转阳、除旧

迎新的美好愿望丝毫不减。中国文化在思想观念

上强调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无论是主张“仁者爱人”

的孔子还是主张“道法自然”的老子，都极力倡导人

们回归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这辞旧迎新

的重要时刻，人们遵循自然节律，表达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情感与观念，借助春节表达求吉纳祥的美

好愿望。

随着我国由农业型社会向工业型社会的转型，

春节文化内涵也随之而改变。宗白华曾说:“社会

如体，文化如衣，体态若变, 衣形自更。”[3]99春节已经

不仅仅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的年度循环节点，

它还可以满足人们精神慰藉的需要，享受家庭和

睦、亲情温暖，凝结着人们辞旧迎新、纳福迎祥的美

好愿望、精神信仰，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海内外华

人向往欢乐、祥和、圆满的文化价值取向，乃至成为

民族文化象征与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随着

信息化与地球村时代的到来，人们面对面的交流越

来越少，而人是区别于一般动物的社会群居动物，

不仅需要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还要寻求文化的归

属和心灵的安顿。春节为人们提供了祭祀祖先、回

归传统的机缘，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安抚，情感得到

交流，满足人们精神慰藉的需求，从而以血缘关系、

孝亲意识为核心的家庭伦理观念得到强化与延

续。春节“辞旧迎新、祈福纳祥”的精神核心，实现

了凝聚群体、主导社会意识的功能，这对社会的和

谐与稳定，安乐、幸福环境的建构等都具有着极为

重要的现实意义。

承载着春节文化内涵的视觉符号表现出较大

的灵活性、多元性与抽象性。如随着社会的发展，

环保、生态已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我们要根据

现实加以调整，只有以“生态、对话、共享、休闲娱

乐”为理念，探求其深层精神，在充分了解老百姓情

感诉求的基础上，融合现代设计思潮，找寻传统与

现代，形式与内涵的契合点，提炼出春节文化的核

心要素创新设计，以达到继承与发扬文化传统的目

的。

2.2 顺应时代发展创新设计是春节视觉符号永葆活

力的重要途径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数字技术、互联网、

无线通讯不断普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变

化，人们的认识能力和审美观念也在不断更新。人

们对传统的春节视觉符号接受方式发生了变化，印

刷的春联、机器刻绘的窗花、统一的福字，大大削弱

了春节视觉符号的文化韵味以及特有的年味，内涵

也得不到充分彰显，难以适应现代人们的审美需

求，从而使人们对春节视觉符号认同感弱。“文化的

传承性是相对的。而其变异性则是绝对的、随时随

地发生的。传统节庆文化自然也不能例外，它同样

真切地表现出变化发展的变异性。”[4]26所以，我们需

要在春节文化恒定的精神内核基础上，运用新的设

计理念，以崭新的视角，更多地关注现代人的情感

诉求，与春节节日中蕴含的传统伦理、辞旧迎新、祈

胡继艳：春节视觉符号的创新设计刍议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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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纳祥的心理需求相适应，挖掘春节的节日特定元

素，将视觉符号顺应所处的时代、空间环境改变而

改变，使年俗文化与新的时代生活融合，创造出符

合现代图形语言特征的春节视觉符号，从而加大视

觉艺术参与民众民俗生活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

也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

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必须以人们喜闻乐

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观念的更新，民俗

艺术只有在保持稳固传承机制的基础上，随着时代

的变迁不断地吐故纳新，以新的形式或新的载体呈

现，才能保持其强劲的生命力。所以，春节视觉符

号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其持久的生命力。现代

是传统的延续，传统是现代的依托，这其中包含着

旧内容的变异和新内容的融入。所以，春节视觉符

号应紧跟时代的节奏，注入时代的精神内涵，将它

的形式、内容、精神转化为现代视觉符号，使创新的

视觉符号与价值得到当代人的认同。如第 15届全

国文化创意设计“大师奖”的宣传海报, 此作品的设

计灵感源于春节视觉符号中的“骑着大鱼的胖小

子”年画主题，《尔雅·释地》曰：“鱼丽，言太平、年

丰、物多也。”在这里，鱼兆丰稔、鱼表太平，成为一

种心理定势和审美情趣。鱼蕴含着人们祈丰年的

吉祥寓意，鱼是春节年画、剪纸中经常出现的角

色。这幅海报将人们思维惯性中的胖小子置换成

时尚美女的形象，一方面传承了原有年画的吉祥寓

意，另一方面散发出时尚的气息。这种传统与现代

的交融，使春节符号兼具民族性和时代感。再如，

随着社会的变迁与技术的进步，近两年在互联网上

活跃的“电子红包”一改传统意义上的辟邪内涵，用

现代人喜欢的新形式呈现使得人们乐在其中，得到

了心理快慰。

3 春节视觉符号的创新设计方法

3.1借鉴吉祥图案

在现实生活中，“吉祥”二字随处可见，亦作“吉

羊”，寓意美好的预兆。“吉”、“祥”二字在早期的汉

语中是独立使用的，见于《周易·系辞下》：“吉事有

祥”。“吉祥”二字作为一个词来使用，最早出现在

《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成玄英注疏

解:“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由此可见，

“吉祥”表达人们求吉辟邪的几多期许，充满了对未

来美好生活的祈盼，折射出人们祈求平安、幸福的

文化观念。中国传统吉祥图案是中国传统吉祥文

化观念的具体呈现。也可以说，吉祥文化观念是传

统吉祥图案产生的源头。由符号、图像组合而成的

中国吉祥图案串联着过去与未来，不仅具有外在的

形式美，更重要的是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中

华民族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文化产物，尤其受到儒

释道哲学思想的影响，如从“麒麟送子”“五子登科”

等吉祥图案中看到与儒家“人伦”“礼孝”等思想文

化的内在联系。传统吉祥图案以独特多样的表现

形式、美好的象征手法以及特定的艺术审美观念，

反映了人们祈求生活平安的心理需求，也是人们不

断变迁审美观念的集中体现，寄托了人们珍惜生

命、热爱生活的思想情感。生存、生殖与繁衍是传

统吉祥图案祈吉纳祥的根本所在，如天津杨柳青木

板年画中有一经典年画样式——《连年有余》画中

有儿童、金鱼、莲花。传统吉祥图案完满的构图法

则、阴阳转合的哲学思维，与春节视觉符号的辞旧

迎新、家庭团圆、求吉辟害的吉祥观念如出一辙；传

统吉祥图案呈现出的聚合感、安全感和归宿感与春

节视觉符号折射出家族的凝聚力、民族认同感交相

呼应，如龙凤呈祥、鲤鱼跃龙门年画等。

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形

成了富于特色的哲学观念和文化内涵，具有很高的

审美规范和艺术价值，同时也是春节视觉符号设计

的母体及原动力。传统吉祥图案是我国珍贵的视觉

文化遗产，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传统吉祥图案的文

化内涵、艺术形式，将传统吉祥图案的吉祥观念融入

现代春节符号的视觉表达中，使其与现代设计语汇

相结合，使现代春节符号既能体现传统文化内涵，又

富有时代特色是现代设计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3.2 借用象征手法

象征是艺术和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

常用的修辞手法。中国学者梁宗岱认为，象征“藉

有形寓无形，藉有限于无限。”[5]69-70即通过具象的、明

确的事物来表示抽象的意义、无形的概念。陶思炎

教授指出：“象征性是民俗表现的基本方式。象征

往往是某种文化模式的概括。……文化象征往往

表现为物理、事理、心理、哲理的统成。”[6]4如“福”是

个抽象的概念，用与其谐音的“蝙蝠”图形来呈现，

达到心理与事理的统一；以公鸡象征阳气、吉利；用

龟、鹤、松象征长寿，牡丹象征富贵，还有用一些为

人们所熟知的蛙、莲、鱼等事物的组合来表达人们

祈求多子多福、爱情美满、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

这些符号通过具体可感形象的隐喻、祥瑞的谐音寓

意，不仅使得表现物具有极强的普适性和亲和力，

还具有深层内涵表达的直观性和审美性。这些视

觉符号给人带来视觉享受的同时，表现形式也更加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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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原有意义也得到扩展。象征手法留有原始思

维的印痕，是人们抽象思维的表达，折射出人们深

层的心理需求和信仰观念，也契合着现代民众对吉

祥、幸福生活的追求。

春节符号的标志性代表如春联、鞭炮、红灯笼、

年画等，这些视觉符号不仅是营造春节吉祥喜庆氛

围的必备载体，而且承载着人们丰富的情感和象征

寓意。将象征手法融入其中，以春节视觉符号外在

的形式来表达人们趋利避害、吉祥幸福的内在动

机，正如黑格尔所言：“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

关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

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较为广泛、

较普遍的意义来看。”[7]9陶思炎先生说：“民俗艺术的

象征性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选择，它是普通民众寄托

精神诉求的一种手段，也是以艺术方式把握现实生

活的重要途径。”[8]112春节的视觉符号正是人们寄托

精神诉求的载体，运用这些视觉符号实现对现实生

活的希冀与祈盼。

3.3 创新载体形式

随着社会的变迁与技术的进步，网络与人们的

生活联系日益紧密，互联网营造了一个用户至上的

时代，网络文化己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各门户网站异军突起，如网易、新浪、搜狐、腾

讯等等，越来越多的人们通过博客、微博、微信、QQ

空间、Twitter等客户端获取信息。互联网把现实生

活的人际交流和虚拟世界结合起来，春节文化内涵

的表现可以借助网络载体推陈出新，如春节传统的

红包迅速蜕变成电子红包在新媒体中蔓延开来，特

别是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也

通过社交平台和新媒体客户端参与其中，在吸引用

户注意力的同时也赋予受众新的节日体验。它让

春节视觉符号得以用现代人喜欢的形式呈现，线上

线下实现了跨屏互动，老少皆宜，使得大众获得心

理快慰，参与感、互动感、分享感大大增强。

春节视觉符号的呈现方式应随着生活的多元

化、媒介的多样化而不断丰富，可以从二维到三维、

从静态到动态，打破受众被动接受而变为主动参与

等 。电影《功夫熊猫》除了对中国国宝大熊猫的传

统形象进行大胆创新，还将中国人民熟悉的《春节

序曲》运用到影片之中，以烘托热闹的气氛。通过

这些方法，赋予传统春节视觉符号新的内涵，提升

当代人对春节文化的认可度。

随着社会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现代化

的科技手段、媒介手段为春节视觉符号的创新设计

提供了新的可能，将春节视觉符号融入新媒体中，

可以使春节视觉符号的表现手法更加多样化，视觉

效果更加丰富多彩。如网易 2009年电子邮箱的入

口界面设计，用类似于杨柳青娃娃年画的风格演绎

网络时代方便快捷的邮件传播方式，使人感觉到浓

浓的过年温情。

4 结语

春节视觉符号的核心价值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取向，传承和创新是节日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合

理借鉴现代设计理念、科学的运作方式，遵循春节

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对春节视觉符号的创新设

计，即对其进行分解、重构，也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

程。将春节视觉符号创新设计，与现代生活衔接、

融合，这是现代设计师应承担起的重要任务，是传

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节日文化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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