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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元素在智慧园区数字孪生界面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沈晓琴

杭州商旗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杭州，310000；

摘要：在智慧园区数字化建设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数字孪生界面作为人机交互的重要载体，不仅承担着信

息展示与系统控制功能，也逐渐承载起文化传承与视觉认同的使命。本文从传统文化元素的内涵出发，探

讨其在数字孪生界面中的审美表达与功能融合路径，分析当前智慧园区在界面设计中存在的文化缺位问题，

提出以图形语言、交互逻辑与场景构建为核心的融合策略，力求构建具备文化辨识度与实用性的界面系统，

实现科技与文化的协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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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文化元素的界面转译价值与当代表达

1.1 传统文化的视觉语言与象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里蕴含着的那些视觉符号，不单具

备审美方面的功能，还深深扎根在中华民族的哲学体

系当中，与宇宙观以及价值观紧密相连。就拿云纹来

说，它象征着吉祥，同时也有着升腾之意；太极图，

则是表达出了阴阳平衡的道理；青铜器上的纹饰能够

反映出礼制方面的精神；而书法印章更是把权威、个

体以及艺术融合到了一块。这些传统的视觉符号在历

经了千百年的传承之后，已然凝结成了极具辨识度的

文化印记。当下呢，数字孪生界面可是作为智慧园区

的‘数字门面’而存在的，它的设计语言承载着用户

对于系统的第一印象。要是能够把传统文化的视觉语

言有机地融合到界面设计里面去呀，那可不光是能突

破现代 UI那种模板化的局限，还能够赋予系统一定

的文化温度以及情感方面的内涵。

采用以‘黛瓦灰’和‘故宫红’作为基础的色彩

搭配方式，这既体现了东方审美当中的沉稳特质，又

增强了界面的文化识别性；在界面留白的地方点缀上

几笔水墨晕染的效果，或者是运用中国画里的‘散点

透视’这种构图方式来布置信息内容，如此一来，是

有助于营造出那种典雅而且有序的空间感的。通过对

符号进行选用以及对设计语言加以调和，传统的视觉

元素就变成了连接用户与系统文化语境的重要桥梁。

1.2 从物理园区到数字空间的文化迁移

在智慧园区不断发展的进程当中，物理空间的数

字孪生所涉及的可不仅仅是单纯的数据以及结构方

面的还原事宜，它还进一步关乎到文化记忆以及环境

氛围的迁移与延展等方面。园区通常和城市所具有的

某种文化脉络呀、历史沉淀或者产业特色等都有着颇

为紧密的关联，由老工业厂区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

沿着江边建造起来的科技港湾，又或者是依托着历史

街区来构建的文化地标之类。所以说在进行数字空间

构建的时候，要是忽略了这些文化层面的维度，那么

就很容易使得其界面沦为仅仅是展示技术的一个柜

子罢了，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和使用者产生情感共鸣

的那种可能性。

借助三维建模技术，再加上 GIS 数据的叠加以及

实景还原等手段，就能够把诸如红砖、拱门、骑楼、

榫卯结构等等这些历史物理形态嵌入到数字界面之

中，如此一来，用户即便是处在虚拟空间里面，也依

然可以感知到现实当中的历史脉络情况。与此同时，

还能够结合园区自身历史发展的脉络去设计 “文化

时间轴”的模块，把那些重大事件、地标建筑、发展

里程碑等等内容以交互式图谱的形式呈现出来，进而

强化园区数字空间所具有的文化方面的“根系”。数

字空间所具备的“可识别性”，其来源可不仅仅是建

筑模型以及数据图层的精度情况，更关键的是要看它

是否传承了园区原本就有的文化价值、空间记忆以及

城市肌理等方面。

1.3 多感官融合下的传统文化再现路径

在数字孪生界面设计环节，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

不能局限于‘视觉主导’这样单一的呈现途径，而应

当积极去探索涵盖视觉、听觉、触觉等在内的多维感

官路径，让界面能够转变成一个能让用户沉浸其中的

文化体验场域。声音乃是界面提示以及反馈所倚重的

重要媒介，其自身所具备的调性与音色，对用户的情

绪状态以及操作体验有着颇为显著的影响。比如，引

入诸如古琴、笛音、编钟这类传统乐器的音色来取代

传统的警报声或者提示音，既能有效缓和系统互动过

程中所产生的紧张感，又能够给用户带来情境氛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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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文化熏陶。在交互操作的过程当中，要是系统操

作得以成功完成，那么可以添加那种低吟的‘琴音落

点’音效；要是操作失败，就辅以‘檀木轻击’这样

的音符来给予提示，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操作反馈所

具有的文化质感。而且，动画同样可以充当文化传播

的动态通道。

在路径引导方面运用“泼墨成路”“飞白腾影”

这类水墨动画手法，如此一来，不仅能让导航功能具

备艺术表现力，还能防止信息呈现显得生硬；而在状

态切换之时，把扇面打开或者书简翻页当作过渡动画

来用，这会使得操作流程饱含文化意象。再进一步来

讲，在未来的可穿戴设备又或是沉浸式 VR终端当中，

界面设计甚至能够凭借触觉反馈、气味模拟等全新的

技术，对香料、纸张、丝绸等传统材质展开虚拟还原

方面的拓展，进而切实达成“文化可感知”的设计目

标。

2 数字孪生界面设计中的传统文化融合实践

2.1 图形语言：传统图案与现代 UI的结合方式

传统图案乃是中华文化极为重要的一种载体，其

在形式方面颇为规范，所蕴含的寓意也相当深远。要

是直接将其原封不动地搬到现代界面当中去，常常就

会引发视觉方面的负担，或者出现功能上的冲突情况。

所以呢，应当以“提炼—转化—融合”当作一条主线，

针对传统图形语言展开现代意义上的再设计工作。一

开始，提炼要从古建筑、各类器物、服饰以及民俗等

诸多素材里面，抽取那些颇具代表性的视觉元素，同

时还要对这些元素的结构特点以及文化含义加以分

析，就好比斗拱所呈现出来的层级美学、龙凤所代表

的尊贵象征意义、剪纸所具有的对称美感等等。接下

来，转化这一步骤呢，就是要把那些较为复杂的图形

简化成为线条、色块以及符号等形式，借助像素级的

设计语言使其融入到 UI组件里面，比如把莲花的图

样转化成按钮的图标，将云纹进行延展从而使其成为

导航条的背景。最后，融合这一环节，就是要让传统

图案和系统布局能够自然地嵌合在一起，不但要能够

服务于功能上的区分，而且还不能对界面的整体性造

成破坏。

在主控制台的界面当中，运用‘窗棂格样’来设

计信息面板的网格系统，如此一来，其功能划分就有

了秩序感，同时还不乏美学韵味；再比如把‘八卦图’

加以变形，使其成为监测态势图，借助不同区域的颜

色改变来展现系统的运行状况，这也将传统文化里

‘动中有静、万象更新’的这种观念很好地体现了出

来。这样的图形设计一方面提升了界面在视觉方面的

独特性，另一方面还传达出园区‘以人为本，和谐共

生’的文化理念。

2.2 交互逻辑：依照礼仪思维来规划用户路径

中国文化从古时起便讲究“礼者，理也”这一理

念，把礼仪逻辑融入到交互设计里面，这可不单单是

形式美再次呈现出来，实际上更是对文化精神的一种

延续。在数字孪生系统里头，这种礼仪化的交互思维

能够具体在用户路径设计、语言表达方式以及权限管

理机制等方面有所体现。就拿登录界面来说，设置了

一个“问安”的环节，如此一来，它就不再仅仅是那

种冷冰冰的认证接口了，而是会通过播放一段古风欢

迎语或者一段丝竹轻音，从而营造出一种“宾至如归”

的仪式感。在对提示或者告警信息进行表达的时候，

要摒弃那种命令式的口吻，转而采用“劳烦您”“敬

请注意”之类的比较谦逊的表述方式，以此来体现出

尊重以及温和的态度。在对用户权限加以控制时，不

要用那种很生硬的“权限受限”的提示，而是可以采

用“此处需阁下授权”“此功能尚未解锁”等相对柔

性的表达方式。这些语言风格以及界面行为虽说看起

来很微小，可它们却在不知不觉当中构建起了系统和

用户之间的文化认同感。再者，整个系统的操作流程

其实是可以和传统礼仪结构做类比的，按照“起—承

—转—合”的思路去设计操作路径，这样能够提升其

逻辑方面的清晰度；采用那种“层层递进”而不是“平

铺直叙”的页面跳转方式，就好像是在遵循登堂入室

之礼一般，能让用户在操作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有序

且从容的心理节奏。这种把礼融入到界面当中的交互

逻辑，对于提升界面的亲和力以及文化品位是有帮助

的，能够构建起一种既有理性又饱含温情的操作体验。

2.3 场景构建：营造“数字园林”式界面空间

园林当属中国古典空间艺术领域里的登峰造极

之作，其特别注重‘移步换景’以及‘小中见大’的

营造手法，凭借有限的空间去蕴藏那无限的意境，恰

好给数字孪生系统在界面构建方面给予了全新的范

式。把数字园区的功能系统模拟成一座‘数字园林’，

能够凭借空间意象来搭建分区信息架构：门户首页就

好比是‘山门’，借助全景鸟瞰图去展现园区的整体

布局；核心数据中控恰似那‘湖心亭’，处在中轴的

位置之上，肩负着指挥中枢的相关功能；各类子系统

界面依次铺展开来，如同‘曲径通幽’似的达成自然

过渡，依靠视觉淡入、动效层叠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去

呈现信息的流动过程，进而让整个交互体验如同游园

一般，呈现出层次丰富且节奏富有条理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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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视觉构图方面，参考“虚实结合”

这一原则。其中，所谓的虚包含留白、透明图层以及

背景动画等元素，实则涵盖图表、按钮、模块区域这

些部分，它们相互配合、彼此助力，以此营造出数字

空间里的空间感以及那种能让人感受到的呼吸感。在

色彩运用上，同样可以仿照园林四季的更迭变化来进

行安排，比如在春季设置充满生机的绿意，夏季搭配

清爽的青碧之色，秋季染上金黄的色调，冬季则饰以

淡雅的水墨色彩，进而促使界面主题能够与现实环境

达成同步演变的效果。最终，凭借界面构建呈现出园

林化的特点，将原本给人感觉冰冷的操作系统成功转

变为富有韵律且极具意境的数字生活空间，充分展现

出“以人为本、审美驱动”的文化智慧。

3 智慧园区文化型界面设计的构建策略

3.1 文化元素数字化资源库的建立

传统文化元素的系统性应用可不是毫无根据的

凭空想象，也不是随意的临时拼凑，其是有着扎实的

资源基础以及高效的调取机制作为支撑的。要想在智

慧园区数字孪生界面当中，能够持续、精准且高效地

融入传统文化所涉及的视觉方面以及交互方面的内

容，那么去建立一个涵盖图形、色彩、音效、动效、

语言符号等诸多维度的“界面文化元素资源库”，这

就变成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工程。

这个资源库应当把从古代绘画像是工笔、写意、

壁画这些类型，传统工艺比如刺绣、雕刻、漆器这类，

民俗图腾就像年画、生肖、节令符号这样，还有古建

结构诸如斗拱、窗棂、檐牙等当中所提炼出来的素材

都囊括进去，经过按照数字化的标准来进行处理，并

且做好标签化的分类之后，如此一来设计师在面对不

同的主题以及功能需求的时候，就可以快速地进行调

用了。为了能够让智能匹配的效率得以增强，可以把

AI 图像识别技术和语义分析技术结合起来，针对界

面的使用场景去做情境识别，进而推荐相应的文化组

件，打个比方说在报警模块当中可以推送战国铜铃的

音效，在数据监测模块当中则可以推荐太极图的动画

模板。另外，这个资源库还应当具备可持续更新的能

力，要定期地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地方性的传统

文化元素，从而形成一个处于动态演化状态的“文化

基因库”，给不同园区界面的文化植入提供源源不断

的“有源之水”，促使数字界面系统能够成为文化传

播的一种新的介质。

3.2“文化+功能”协同的设计方法论

智慧园区的界面设计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传统文

化做那种简单的“贴花式”装饰层面上，而应当去努

力追求“文化+功能”之间更为紧密且深度的协同配

合，如此一来，便能够达成从形式美学朝着语义交互

层面的跨越转变。这一转变需要设计团队在早期构思

阶段就引入跨学科的思考角度，打破以往传统的 UI

设计所呈现出的那种孤立的模式，把界面设计师、交

互设计师、工程人员以及文化学者联合起来，一同去

搭建起具备融合思维特点的工作流程。能够借助文化

研讨会、设计工作坊、原型共创等多种不同的形式，

围绕着系统功能模块去深入探讨其潜在蕴含着的文

化表达方式以及互动隐喻。就好比说，系统运行状态

图并非一定要采用常规的红绿灯机制，而是可以去参

照“阴阳五行”理论，让红色代表火、黄色代表土、

蓝色代表水、黑色代表北方玄武、白色代表西方金属，

通过五色的变换来提示运行温度、能耗以及稳定性等

方面的情况，进而实现直观性和文化性两者的有机统

一。再比如说数据流程图可以参照“汉字演化”的结

构，选用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的字体来作为数据

流转路径的视觉表征，凭借汉字书体的变迁来暗示流

程所具有的阶段性以及演变性，这样既能够提升用户

的参与感受，又可以引导用户在操作过程中获得相应

的文化启蒙。这种“文化功能协同”方法论要想真正

落地实施，关键之处就在于要将文化当作设计逻辑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附属的装饰

内容，从而使得传统文化能够在功能载体当中自然地

生长起来，并且内化到系统行为以及用户体验当中去。

4 结语

智慧园区的建设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数字化重构，

更是人文精神的现代重塑。在数字孪生界面的设计中

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是一次将文化“内化于形、外显

于象”的重要尝试。这不仅有助于提升系统的使用亲

和力与审美品质，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数字文

化样本。未来，随着 AI驱动的界面设计、虚实融合

的沉浸体验技术不断成熟，传统文化与科技界面之间

将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结，实现从“功能系统”向“文

化空间”的升维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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