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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商业设计中（诸如广告设计、商标设计、商品包装装潢设计等等），动物形象是最常见的形象
之一。
例如，汽车广告中的马，休闲用品广告中的鹰，食品包装上的动物卡通，形形色色的以动物形象为图
案的商标等等。
 然而，为什么在商业设计中要使用某种动物形象呢？
各种的动物形象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它们又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呢？
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动物形象又有哪些喜好和禁忌呢？
 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些内容。
 我们的世界并不大，但世界各地的文化往往迥然不同。
一直以来，地球人在交往过程中，常常会发生不同文化与观念的“碰撞”。
以动物文化为例，我们来看以下事例： 1991年，第一届世界杯女子足球赛在广州举行。
由于广州素有“羊城”之称，而这一年又适逢中国的农历羊年。
因此，广州当年曾拟定将“山羊”作为这届运动会的吉祥物，并将方案送交国际足联审批。
在中国，羊有吉祥的美好意义，但在西方文化中，“山羊”却有“淫秽男人”的含义。
结果，国际足联以山羊在欧洲是雄性的代表，不适宜作为国际性女子运动项目吉祥物的理由，否决了
广州的方案。
后来，广州世组委改以广州的市鸟“画眉”作吉祥物再次送审，方获通过。
 由此可见，在中国对外文化与经贸交流日益增多的今天，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的了解是多么的重要
。
 本书从动物的自然习性，人类对动物的崇拜、喜好与禁忌，有关动物的神话、传说、故事以及民俗等
方面，去探讨世界不同文化板块中有关动物的人文议题，并讲述其在商业设计中的应用，为商业设计
乃至商品设计提供参考。
由于内容关联的原因，本书在某些章节中也涉及到产品的造型设计和商品装饰图案的设计，以及政治
、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有关设计。
其中现代体育赛会中吉祥物的设计也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
因为，现代体育赛会中的吉祥物不仅是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艺术以及地区生态的一个符号，
而且也是体育赛会商业经营中重要的一环。
 由于水平有限，且本书所涉猎的内容范围较广，难免有错漏及不当之处。
望读者不吝指教，以便改正。
谢谢各位！
　　王江南　　2011年10月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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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商业设计中(诸如广告设计、商标设计、商品包装装潢设计等等)，动物形象是最常见的形象之一。
例如，汽车广告中的马，休闲用品广告中的鹰，食品包装上的动物卡通，形形色色的以动物形象为图
案的商标等等。
然而，为什么在商业设计中要使用某种动物形象呢？
各种的动物形象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它们又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呢？
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动物形象又有哪些喜好和禁忌呢？
阅读《商业设计与动物文化》一书，答案就在其中。

《商业设计与动物文化》由王江南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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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方狮文化与商业设计 狮子是西方文化的标志之一。
 在古埃及时期，埃及人对狮子这种自然界最凶猛的动物极为崇拜，将它看作是力量和威严的象征，并
赋予它“护卫者”的角色，作为阴间神灵的守护神。
因此，古埃及人将狮子雕像修建在神庙外或神庙大道两旁，以及陵墓旁边。
 古埃及时期的狮雕形式较多。
如狮身羊头像，狮身是力量的象征，羊头代表繁衍与丰饶；又如狮身人面像，它是埃及最著名的雕像
，名为“斯芬克斯”，早在公元前2500年已有出现。
狮身人面像是狮子的身躯，面貌则为国王肖像，被认为是人之智慧与狮之强悍相结合的象征。
 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先是传人亚洲，然后从亚洲传到欧洲。
在希腊神话传说与艺术中，都有斯芬克斯出现，但形象与埃及版相比已有很大不同。
 希腊的斯芬克斯多被做成女性人面，披长发，体型优美，并有双翼。
在希腊传说中，这个狮身女妖用缪斯所传授的谜语给过路人猜，谁猜不中她就将此人吃掉，但有一个
叫俄狄浦斯的人猜中了她的谜语，她随即自杀身亡。
后来，“斯芬克斯之谜”成为西方的一句成语，表示难以猜破之谜。
 在古希腊时期，斯芬克斯的形象常被用来装饰神殿。
此外，还用于花瓶、牙雕、金工艺术品等。
 在欧洲，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这一称号来源于希腊神话：众神之王宙斯出生后，他的母亲将他
交给山林女神带养，可是宙斯的父亲克洛诺斯要把他吞掉，山林女神于是骗过克洛诺斯，让他吞下了
一块石头。
山林女神将宙斯藏于洞穴内，让枯瑞忒斯守卫洞口。
枯瑞忒斯为了掩盖宙斯的啼哭声，便大声呐喊和跳动。
克洛诺斯发现自己被骗后，将枯瑞忒斯变成了一头狮子。
后来，宙斯为了感谢枯瑞忒斯的救命之恩，便让狮子成为百兽之王。
 狮子是以凶悍著称的动物。
在古代欧洲，早期的基督教常将狮子作为残暴势力的象征，这源于基督教初创时期遭到统治者残酷镇
压的历史。
在《圣经》中就有将敌人比喻为狮子的描述，耶稣的使徒之一彼得曾告诫信徒们，要保持警醒，防备
“吼狮”般的敌人吞食人们。
基督教还将狮子的形象使用到教堂的建筑上，例如，教堂的柱脚做成狮爪形状，以此表示世界的兽性
已被基督教教义所征服，同时，它也作为警醒信徒们的一种符号。
 然而，“狮”在基督教中并非都是恶势力的代表。
基督教艺术中有一只著名的带双翼的雄狮，它是福音传布者圣马可的象征物。
传说圣马可是耶酥72门徒之一，是《圣经·新约》中《马可福音》的作者。
中世纪时期，威尼斯共和国将圣马可作为国家的保护人，并将他的象征物作为威尼斯的城徽。
城徽的形象是：一只背部有两只展开的翅膀的雄狮，它的一只前足捧起一本翻开页的圣书。
后来，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设立标志时，则使用了另一种形式的雄狮，即一只同样带有一双翅膀但不
捧圣书的雄狮 （图1）。
由于雄狮不再捧有圣书，从而略去了宗教色彩，成为一个具有威尼斯地方文化特色的国际电影节标志
。
 欧洲自中世纪起，狮子的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会生活中。
建筑装饰、地区标志、徽章图案、艺术与商业等方面，都有各式各样的狮形象。
 例如在欧洲一些城市，有些景观喷泉的出水口被做成狮口形状，这种“狮口喷水”的设计风俗传自于
古埃及。
古埃及人在观察太阳运行时发现，每年当太阳进入狮子座后，尼罗河水便开始泛滥，大量河水的到来
也意味着农作物丰收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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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古埃及人将水道或喷泉出水口做成狮口形状，寓意狮兆丰年。
这种风俗后来传到欧洲，至今未变。
 “狮”被作为地区标志，除了威尼斯外，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城徽中也有一头“雄狮”；爱沙尼亚首
都塔林城徽中则有三头蓝色的“狮子”；法国标致（PEuGEOT）汽车公司的商标是一个狮子图案（
图2），这只 “雄狮”的来源也是地区标志，即标致家族家乡法国西部的蒙特拉地区的狮子标志。
 欧洲的王公贵族也热衷于将狮子形象作为家族徽章图案，以作为王者、尊贵、威严、不可战胜的象征
。
当某个王国建立时，创立王国的这个家族（王族）的徽章往往就成为王国国徽的主要图案。
英国和西班牙就属于这种情况，英国国徽中的“三狮” 来自诺曼底家族徽章图案；西班牙国徽中的“
红毛狮”来自哈布斯堡家族徽章图案。
在今天的欧洲，国徽中有狮纹的国家除了英国与西班牙外，还有挪威、丹麦、瑞典、芬兰、荷兰、比
利时、卢森堡、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十余个国家。
当然，这些国家国徽中的“狮子”并非都来自于王族徽章图案，但它们都是具有非凡意义的历史符号
。
 在今天的欧洲，传统的狮文化更被发扬光大，从信用卡图案到世界杯足球赛吉祥物，欧洲大地上可谓
“狮”横遍地，一点也不夸张。
从商业方面来看，欧洲的设计师更是将狮子形象用到极致，即几乎在任何商业设计形式方面都可以见
到狮的形象。
当然，“雄狮”在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使它适合于表征几乎任何商品。
它的象征意义是：最好的、顶级、权威、守护神、王者风范、帝王御用等等。
图2、图3、图4及图5 是分别来自法国、英国、德国及荷兰四个国家以“狮”为品牌形象的商标。
它们在欧洲商业设计中狮形象方面具有代表性。
 早在隋唐时期，中国商人就懂得为使更多的丝织品销往西域，就要将西方人喜爱的狮子图案设计在产
品上。
然而在今天，这种投其所好的设计理念并未过时。
只是在新时代与新风尚之下，商业设计如何在传统与创新之间，东方风格与西方风格之间找到平衡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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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业设计与动物文化》从动物的自然习性，人类对动物的崇拜、喜好与禁忌，有关动物的神话
、传说、故事以及民俗等方面，去探讨世界不同文化板块中有关动物的人文议题，并讲述其在商业设
计中的应用，为商业设计乃至商品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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