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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本土赫哲族民族文化的品牌形象设计教学探究

【摘     要】 伴随着现代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 , 高校教育也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高校的教育与当今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

高校教育教学的自主权也逐渐扩大，使高校教育的发展机会更多更广，更进一步的促进了高校教育专业性、技能性学生的培养。

品牌形象设计作为视觉传达专业的必修课程的阶段，除了要以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为前提的按社会需求培养学生外，

还需要有专业特色的培养。在我国族文化创新思想，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创新型设计已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利用黑龙江省

当地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将其民族元素和素材融入到教育教学中。作为黑龙江地区的高校，在视觉传达专业的品牌形象设

计课程中，可以将黑龙江本土的民俗民族风貌的特色转变为设计的素材和元素。现在越来越多的设计逐渐将目光转移到民族文

化上，希望能从中获取设计灵感和素材 , 让品牌形象设计找到了新的设计创意思路。区域性文化和民族特色文化是黑龙江民俗

文化的主要特点，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是更为重要的民俗文化体现，黑龙江民俗文化是丰富而多彩的是与时代共同进步共同

成长的。黑龙江省的赫哲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赫哲族的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是世界传统设计的文化产物，是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珍宝。赫哲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品牌形象设计教学中占有重要的作用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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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形象设计课程是艺术设计学科视觉传达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品牌形象设计课程的发展态势迅猛、喜人。这门课程是从国外引进的艺术设计理念，起初这门课程的名称叫做“CI设计”“企业形象设计”。随着课程的发展和社会的而发展，为了适应企业和市场发展的需求，很多高校经过多年教学实践改革，将课程名称更改为“品牌形象设计”。近年来品牌形象设计课程成为高校的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方向的热门课程，同时品牌形象设计也成为最热门的行业之。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品牌，无论是生活起居还是工作、学习、出行，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与品牌是密切相关。
一、赫哲族文化调查
品牌形象设计不是闭门造车、凭空想象、无理无据的封闭创造，而是在对品牌做了数据研究、调研、实例分析等大量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设计。最重要的环节是调研的部分，如果没有调研，在不了解品牌的情况下，品牌策划可能会偏离设计目标，与设计目标背道而驰。在尝试将黑龙江省本土赫哲族民族文化融入品牌形象设计课程过程中，针对赫哲族民族文化的品牌形象设计，先是进行前期的文化调研和市场调研，带领学生积极收集资料和素材，了解赫哲族的历史、文化和习俗，挖掘可用素材。赫哲族有着独特的传统文化和习俗。赫哲族自古以来是一个游牧的民族，有着丰富的神话传奇的英雄人物、动物、植物形象。这些形象描写的生动形象、栩栩如生，为品牌形象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品牌形象要素的设计
1.赫哲族品牌标志设计品牌标志设计是根据品牌的特征、特有的形象所设计的一种记号，一种特定的造型图案。标志设计不仅具有单一的指示作用，同时还是一种可视的特殊文字形式，也是一种图形的再现。品牌标志设计最基本的效用功能是具有辨别性，是最具有品牌认知、区别以及情报传达的功能因素。标志设计的造型表

现形式多种多样，可以以文字、图案、符号、等方式进行表现，赫哲族的传统图形形式丰富，赫哲族也将图形应用于生活中，设计的范围宽泛，赫哲族各式各样的图形样式反映了赫哲族人民勤劳、勇敢、纯朴、热情、积极的生活态度。赫哲族的图形主要有一下几类（1）动物形，包括鱼纹图形、蝴蝶纹图形、鹿纹图形、鹰纹图形、白天鹅纹图形等。这些图形充分的体现了赫哲族人民生活的气候环境以及地处的位置，也反映出赫哲族人民如何获取生活来源。鱼纹图形是赫哲族传统图形中出现最多的图案形式。鱼纹图形简单概括，体现出线条流动的美感。鹰纹图形来源于赫哲族的捕猎生活，鹰纹图形有着非凡的意旨，是赫哲族人的灵魂图腾，象征着神明守护哲赫哲族人们的自由。鹿纹图形象征着长命，鹿角象征着祥瑞。蝴蝶纹图形为对称图形，简洁生动。（2）植物图形，草木、花、树等图案为主。植物图形大多也以对称图形居多，这些图形是将自然中的形态进行消减的再创造，同时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3）云卷纹、水波纹、螺旋纹都是以富有动感和美感的流畅的弧线、曲线的形式出现。曲线具有一种动感和韵律的视觉美感。这种曲线的的表现运用简单的流畅的表现手法，表现对神明的崇拜和敬仰在赫哲族人民的心中已经根深地固。（4）几何图形与以上三种图形形式共同存在。标志的设计表现，根据以上的几种图形的形式，将赫哲族传统图形进行再生的品牌标志设计，首先要让学生们先大量收集赫哲族传统的图形。然后确定标志的切入点，再确定基本造型的基础上，结合赫哲族的传统图形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技巧，根据图形的比例、分割、对称等形式美法则的表现手法，设计出符合赫哲族民族文化传统和精神，寓意性强，具有文化内涵的标志。
2.赫哲族品牌标准字设计品牌标准字有成文品牌组合字体，是将品牌的名称进行重新排列、组合、调整之后而形成的专用字体。品牌的标准字与普通的字体不同。首先造型要美观，其次要有醒目、突出的视觉效果，还要是文字之间具有连贯性，字与字之间的配置关系要合理，字体的总体风格和要统一又具有个性。无论是赫哲族品牌标准字设计还是任何品牌标准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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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赫哲族品牌图案的构成形式品牌图案有三种构成形式，有的是重复使用标志的图案形式，有的是采用标志的一部分进行运用的图案，还有扩大标志的作为展开的图案形式。比如赫哲族的品牌图案就可以运用鱼的标志重复排列，使用鱼的图案形式作为品牌图案。另外赫哲族的鹿神的传说也是颇为著名，若以鹿的形象为标志，可以采用鹿角的部分并扩大作为品牌图案。这些图案都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还是赫哲族传统文化的缩影 , 运用同一载体以不同的图形、图案、色彩以及形式将民族文化永远传承下去 , 所绘制的图形、图案都代表着一定的文化内涵积淀 , 同时也寄予和传承着一种民族思想和民族崇拜。
5.赫哲族品牌吉祥物设计吉祥物是品牌形象设计系统中最为形象生动的要素，也是其他要素不能取代的最活跃的部分，特别是在宣传和传播品牌文化方面，吉祥物有着独特的优势。品牌吉祥物大多以可爱的人物或者拟人化的动物形象来取得大众的认可。在整个品牌形象设计中，吉祥物设计以其突出、醒目、生动、活泼、趣味性而受到客户的垂青。赫哲族吉祥物的形象可以采用赫哲族的人物，搭配赫哲族独具特色的服饰和头饰。动物，采用赫哲族具有代表性的动物鹿和鱼，植物可以采用赫哲族崇拜的神树生命树。通过设计的夸张、变形、幽默进行表现。吉祥物设计比品牌标志、标准字更富有弹性、更耐人寻味。通过即具有装饰功能和使用功能的造型，将形式美、和谐美以及情感在吉祥物设计中彰显。设计者通过对吉祥物的材质、结构、色彩以及形态有机组合，实现艺术形象、设计语言、以及赫哲族民族文化特色的统一。  综上所述，将黑龙江省赫哲族民族文化与品牌形象设计课程相结合，不仅丰富了课堂的内容，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加深了品牌形象设计课程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继承和弘扬了地域和民族的文化，对品牌形象设计课程的特色教育都具有重大意义。
项目：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民族创新思

想下赫哲族民族文化的视觉传达设计教学探索。

 立项编号：SJGY20190647

首先一定要考虑字体与标志等品牌元素组合时是否能协调一致，字的设计形式和字间距要配合的恰到好处，要有详细、周到细密的规划。字体要有一至性和延展性，以运用于各种不同材料的制作和空间。能够与各种物品大小尺寸的切合。另外，因为赫哲族产品是民族品牌的设计，要体现民族的性和特色以及风格，传达赫哲族特有的民族信息， 因此个性这个原则也非常关键。例如：赫哲族捕鱼常用的工具“鱼叉”融入“鱼”字或者“捕”字，或者是到特定的具有相似含义的文字中。又如：一些赫哲族纹样图腾的局部，融入到文字中，使赫哲族的特色得以展现。
3.赫哲族品牌标准色的设定品牌标准色是品牌理念或产品特性的指定色彩。是品牌标志、标准字以及有关的视觉元素的特定的色彩。在品牌理念传递过程中，整体色彩规划具有针对性的视觉识别效应。通过刺激人们的感知器官眼睛，通过不同的色彩刺激可以产生不同的心理反映，为了保证这种反应的具有相同性，我们要选定几种固定的特有的颜色作为品牌的定制色，通过品牌的定制色，表现出品牌主体的意愿与诉求，体现出品牌特有的含义。色彩具有联想性，比如红色给人炎热的感觉，蓝色给人冷酷、冰冷的感觉，黑色给人压抑、悲哀、恐怖、神秘的感觉，白色给人洁净、纯洁、纯朴、神圣的感觉，紫色给人以浪漫的感觉。由于人类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自然环境等方面的长期影响，人们看到色彩就会产生不同的联想与想象的情感感受 。因此，标准色在品牌形象设计信息传达的整体设计构思中，具有强有力的传播和辨识功能。一旦定制了品牌标准色，就要一一的应用到可以各个环节，并且长时间应用，这样才能保证品牌形象的统一。赫哲族的品牌标准色设计可以以赫哲族的服饰色彩以棕色和黑色为主，我们就可以选用这两种颜色作为赫哲族品牌的标准色。赫哲族的鱼文化著名，也可采用鱼的配色来设定标准色，或以赫哲族祭祀是萨满穿着的服装配色，颜色相对明快。
4.赫哲族品牌图案设计品牌图案是品牌主要视觉要素的延伸和发展，品牌标志、标准字体、标准色保持着主角和配角的关系，并互相烘托，互补，相辅相成。品牌图案是品牌视觉要素中的辅助，主要用于装饰画面，加强品牌想象的诉求力，是品牌视觉系统看起来更具有完整性和识别性，更具有识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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