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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文化小镇品牌形象标识设计 

路径探析--以江南水乡为例 

赵婷 （苏州科技大学 215009） 

【摘 要】当今中国部分特色小镇缺乏个性化特征，江南水乡特色小镇中的同里古镇因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在众

多小镇中脱颖而出，成为江南水乡中重要的旅游资源。本文通过对江南水乡特色小镇在旅游景区以及周边省市的社

会影响力分析，尝试找到一种以江南水乡本土地域文化为载体的对外品牌形象标识设计的路径。 

【关键词】特色小镇 品牌形象 标识设计 江南水乡 

特色小镇是指以产业为核心、以项目为载体、生产生活生态相融合、具有独特精神气质与文化风味的特定经济区域。特色

小镇中的特色文化亦是一种重要资源，众多小镇有着悠久的历史，却因长期规划不善而荒废。 

一、江南水乡特色小镇特色文化整合 

1.历史文化 

江南水乡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素有“鱼米之乡”美誉。明清时期江南成为全国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地主富商、文

人雅士纷纷前来择地建屋，或建山庄，或造别墅，有名的堂、馆、楼、室、斋、厅、园几乎在江南所有的城镇都可以找到，且

各具特色。如今，江南水乡古镇逐渐迈入“以旅游带动保护，以旅游刺激发展”的道路。 

2.民俗民风 

民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既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又是社会生活的一

部分”。“社会的人可以淡化或没有表层（文化）结构，却不能没有民俗文化存在的基本结构”。 

 

江南水乡居民在衣、食、住、行方面都传承着独特的民俗文化，相沿成习。衣，江南水乡的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己被列为

第一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食，江南盛产稻米，稻作及饮食文化历史悠久。住，江南水乡民居建筑极为典雅且错落有

致。行，部分小镇仍流传着出门乘船的出行方式。 



 

 2 

二、江南水乡特色小镇视觉元素的 

提取与探索 

1.设计元素的采集与整合 

江南水乡拥有浓厚悠久的水乡文化，小桥流水的视觉形象深入人心，在民俗活动方面常以泛舟居首。以江苏省同里古镇为

例，采集视觉符号之后，在衍生品方面可以文人墨客手中的折扇、茶台、文房四宝等雅致艺术品为创作载体。 

2.设计元素的提炼与再设计 

艺术表现最基本形式为提炼和概括。从装饰的角度来讲，提炼出的元素色彩与纹饰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至关重要，例如江南

水乡文化的代表一一蓝印花布。再设计时，可以将蓝印花布上的花纹以现代化产品为载体，古朴与现代相碰撞，引发人们对传

统文化的追忆与遐想，产生对其地域文化价值的认同感，从而达到继承保护传统文化和延续地域文脉的长远目的。 

三、江南水乡特色小镇品牌标识 

设计研究 

1.同里古镇 

江苏吴江市同里古镇标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图 3-1。该标志将富有江南特色的扇子、小桥、水纹三元素提炼出来，配

以湖水般清澈的蓝色调重组，并将小桥作扇状变形，视觉效果宛如拉开一幅美轮美奂的江南画卷，水纹似倒影般映衬出水乡的

记忆。 

2.西塘古镇 

 

西塘古镇位于浙江省嘉善县，标识调研结果如图 3-2,水乡的标识系统形态上没有做到统一，略含少许江南水乡的建筑元素，

没有抓住仅属于西塘古镇的标志性建筑、文化及景观特色。相比之下，朱家角古镇标识设计抓住了景区的核心元素。 

3.朱家角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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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角镇，位于上海市青浦区中南部。2016 年被评为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其标识设计造型元素采用朱家角标志性建筑放

生桥的形态，在体现出水乡文化特征的同时与当地历史建筑及文化景观相融合，地理位置属性明显，易于记忆与传播。（图 3-

3） 

四、结语 

本文将江南水乡中极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提炼，利用视觉传达设计的方法和手段，建立属于江南水乡自己的品牌形象。希

望通过可传达和推广的视觉符号形式提炼出满足现代水乡小镇发展的特色文化、地域优势等活力要素，创建鲜明独特的小镇品

牌形象，推动小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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