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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楼盘标志设计具有独特的符号美、特征美、结构美、单纯美等艺术特征。现代楼盘标志分为

图形标志、文字标志和复合标志 3种形式，可通过借用传统图案语言、虚实形态相结合、运用象形文字等表现
形式，在现代楼盘设计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设计出独具特色的楼盘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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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Real Estate Logo Design Integrated with Traditional Cultur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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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dern real estate logo design has artistic features of unique beauties of symbol, feature, structure and
simplicity. Modern real estate signs are divided into 3 forms of graphic logo, word mark and complex logo. With the references
from the traditional design of graphic language, the combination of virtual and actual forms, the use of hieroglyphs and other
forms, the unique real estate logo can be created in modern real estate design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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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标志是一种信息传播的视觉符号，是具有象征性

的图形设计。它以简洁精炼的形象来传达明确的信息

和特定的含义，并借助人们的符号识别、联想等思维

能力，使人们在接受特定信息的同时，产生相应的联

想，理会其用意，从而得以最快捷的方式达到文字所

不能达到的效果。标志设计涉及美学、广告学、符号

学、社会学、心理学、语意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是

一种综合性很强的设计分类。标志是人类文化的缩

影，具有信息化、视觉化、现代化的特征[1]。

作为房地产企业识别形象的楼盘标志，既要能明

确地表达其特定的企业文化和精神理念，又要能通过

形象地传播，既对内增加凝聚力，又对外提升知名度。

基于形象塑造与传播的现代楼盘标志设计已成为房地

产企业营销的一种有力手段和营造品牌的重要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表现出一种对

宇宙与生命的超强感悟。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楼盘标

志设计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民族优秀文化。在现

代楼盘标志设计中，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

设计理念相融合，并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设计出既

具中国特色又不失时代特征的楼盘标志，是目前国内

艺术设计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1 现代楼盘标志设计的类型

标志就其构成而言，可分为图形标志、文字标志和

复合标志 3种形式，现代楼盘标志设计亦可在此 3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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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设计出独具特色的楼盘标志。

1.1 图形标志设计

图形标志设计是以富于想象或相联系的图形，采

用明显的感性形象，借用比喻、暗示等方法，创造出

富于联想、寓意深刻的艺术形象，以表达企业的经营

理念、经营内容。在图形标志设计中，应充分把握传

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充分利用传统图形的文化韵味和

民族根基，如中国民族传统图形“龙”。龙昭示祥瑞，

是吉祥如意、和谐长久的象征。奋进、激昂、自豪，是

龙的精神。龙作为一种

艺术形象表达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哲学思想、精

神寄托、文化诉求和难

以割舍、血脉相连的情

感。杭州“东方之珠”楼

盘标志（见图1），即充分
吸取了中国龙文化的形、

意精髓，含蓄中带有锐

气，动感中藏有底蕴，个

性鲜明，充分表达了做

精品楼盘、创顶尖品牌

的企业目标。

1.2 文字标志设计

文字标志设计是以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字造型作为

基本设计元素，对其做变形或抽象处理，使之图案化。

汉字在造型上具有独特的艺术美，因此，中国书法也

给现代楼盘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资源。设计师可充

分发挥中国书法的意

象美、结构美，利用美

术字及篆、隶、楷等字

体，根据汉字结构进行

加工变形等艺术处理。

文字标志设计一定要

注重字形的可辨性，并

力求美观。如笔者设计

的杭州“锦绣四明”楼

盘标志（见图 2），“明”
字字型标志醒目而独

特，充分体现了我国书

法艺术的意象美和结

构美。

1 . 3 文字、图案复合标志设计

文字、图案复合标志设计是综合运用文字和图

案元素进行变化组合。文字、图案复合楼盘标志设计

形象生动，表意明确，图文并茂，是目前最流行的一

种标志设计手法。如“舞水

名居”楼盘标志设计即是

综合运用文字、图案设计

的经典楼盘标志，见图3。将
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楼盘标

志设计应具有良好的识别

性与记忆度，不论是图形还

是文字，不论是具象还是抽

象，均应一目了然，力求形

简而内涵丰富、生动、独特。

在设计时可采用夸张、象征、寓意和抽象等方法，以

生动的造型构造独特的视觉语言，避免自然形态的简

单再现。

2 现代楼盘标志设计的艺术特征

将传统文化融入楼盘标志设计时，要充分考虑楼

盘标志设计的艺术特征，灵活运用对称、平衡、对比、

统一、节奏、韵律等形式法则，充分展现楼盘标志造

型、色彩等方面的内在特征，表达出标志所蕴含的理

念与个性。楼盘标志设计除了具有一般设计艺术的装

饰美、秩序美等特征外，还具有独特的符号美、特征

美、结构美、单纯美等艺术特征[2]。

2.1 符号美

楼盘标志设计是一种图形符号设计艺术，符号美

是其最显著的艺术特征。楼盘标志设计师将自然、社

会及人们观念中的事物形态、符号（包括文字）、色彩

等，经过艺术提炼、加工，形成具有艺术性的图形符

号。这种图形符号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文字符号的简约

性、聚集性和抽象性，有时甚至直接利用现成的文字

符号，但又不完全同于文字符号。它是以图形形式体

现出来的，更具形象性、艺术性和共识性的符号。我

国的传统符号是以灿烂的古代文明为背景，在历史的

发展演变过程中不断沉淀、衍变而成，是一种具有符

号美感且生动独特的历史文化符号[3 ]。如传统图形符

号“葫芦”，图形优美，且寓意吉祥。 设计师可借鉴传
统符号的形与意，充分展示楼盘标志设计的符号美。

2.2 特征美

现代楼盘标志设计不仅是图案设计，还是房地产

企业形象、特征、信誉和文化的综合与浓缩，是一个

具有商业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的符号体系，在创造名

牌企业和名牌楼盘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楼盘标志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将创意视觉化、符号化的

过程，设计师根据设计意象对图形进行筛选、变换、组

合，并将图形进行有机关联、编码，创造出具有本质

特征的现代楼盘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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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锦绣四明”楼盘标志
Fig. 2 “Splendid Landscape”

estate symbol

图 3 “舞水名居”

楼盘标志

Fig. 3 “Wushui Mansion”
estate symbol

图 1 “东方之珠”楼盘标志

Fig. 1 “The Eastern Star”
estate 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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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盘标志图形所体现的不是个别事物的个别特征

（个性），而是同类事物的整体本质特征（共性），即类

别特征。同一类别特征在不同设计中可以而且必须各

具不同的个性形态美，设计师通过对这些类别特征进

行艺术强化与夸张，以凸显其特征美。

2.3 结构美

楼盘标志设计还具有紧凑、凝练的结构美。楼盘

标志的结构美除了表现在标志自身的结构紧凑凝练

外，还表现在与其他视觉传播媒介共同使用时的结构

和谐。楼盘标志不仅单独使用，而且经常用于各种文

件、广告、影像等视觉传播媒介。具有结构美的楼盘

标志不但可在任何视觉传播媒介中凸显出自身独立、

完整的符号美，且还对视觉传播媒介具有装饰作用。

2.4 单纯美

易于识别是现代楼盘标志设计的一大原则，这决

定了楼盘标志设计必须力求单纯、简洁。单纯、简洁

不是简单，而是将复杂意义和多样化的形式组织在一

个统一的结构之中，尽可能把复杂的元素组织成一个

有序的整体，以最单纯、简洁的设计形式获得最佳的

视觉效果。楼盘标志设计构思要符合作用对象的直观

性，力求深刻、巧妙、新颖、独特，表意准确，能经

受住时间的考验。图形、符号既要简练、概括，又要

讲究艺术性。设计师应坚决剔除一切可有可无、可用

可不用的图形、符号、文字、色彩，剔除一切非本质

特征的细节，力戒冗杂，采用单纯的艺术表现手段，设

计出具有单纯之美的楼盘标志艺术。

3 现代楼盘标志设计融入传统文化

在现代楼盘标志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时，设计师

要在突出现代楼盘整体视觉印象的前提下，合理调控

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设计要素之间的互动作用，使各

要素充分发挥作用，以简洁生动的构图、单纯凝练的

表现形式，准确地传达出

楼盘标志的视觉信息。

3.1 借用传统图案语言

中国传统图案品类繁

多，有年画、剪纸、印章等，

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均带

有传统色彩和历史印记[ 4 ]。

在现代楼盘标志设计中，

可利用这些传统图案的语

言形式，传达出深厚的传

统意味。如“福满居”楼盘

标志设计（见图 4），即是借

鉴了中国传统的剪纸和书法等艺术形式，将“健康有

福，住家有情”的设计旨意通过“福”字的书法形式

和剪纸的图形选择表现出来，配以富贵的红色基调和

温暖的橘色光亮，营造出一种健康、温情的居家感觉，

凝聚了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神韵。

3.2 虚实形态相结合

虚实形态是相互联系、共同依存的关系，虚实形

态相结合是有无相生的空间观在中国美学中的具象

化。正如清初画家笪重光在《画筌》中所说“虚实相

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虚，不是绝对的空，白之虚象

容纳万景，它消除了设计师与消费目标对象间的距

离，使消费目标对象更易感受到楼盘标志所传达的综

合信息和深刻内涵，并凸显出楼盘标志的意境品格。

在现代楼盘标志设计

中，设计师应在对审美特

性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对

图形进行有目的、有倾向

性地取舍和提炼，使虚实

形态成为画面整体的有机

构成因子，以提高标志的

承载能力和信息的表达能

力，使作品呈现出整体、和

谐、统一的艺术效果。如杭

州“东方明珠”楼盘标志设

计（见图5），运用虚实形态
相结合的表现形式，采用

以墨代彩、水墨设色的设

计手段，来表现作品的形体质感及阴阳背向，以达到

“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3.3 运用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以“像实物之形”的图形为文字，是中

国古代使用图形符号来传达思想与沟通感情的一种手

法随意的图画文字[5]。如“日”“月”“山”“水”等都

是象形文字。在现代楼盘标志设计中运用象形文字是

一种新的创意方法与探索。如图 6所示的“太湖阳光
假日”楼盘标志，即是运用象形文字创意方法设计的。

的表现形式

图 5 “东方明珠”

楼盘标志

Fig. 5 “Oriental Pearl”
estate symbol

图 4 “福满居”楼盘标志

Fig. 4 “Luck Man Home”
estate symbol

图 6 “太湖阳光假日”楼盘标志

Fig. 6 “Sunshine Holiday Lake”estate 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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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计将“水”“山”“鱼”等象形文字设计成标

志的主体图案，传达出山水怡情、阳光和煦、生态和

谐的休闲生活理念。象形文字的运用，能融通古今，彰

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精神风采和文化神韵。

4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长

期发展的积淀。现代楼盘标志是一种特殊的文字或图

像传播符号，它的基本功能是以图形符号传达信息。

楼盘标志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价值的体现，一种

企业形象的展示。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楼盘标志

设计中，将会使现代楼盘标志设计拥有更为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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