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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东巴文造字体系的图标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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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现代图标设计提供新的设计方法。方法 打破现有东巴文在文字艺术造型与文字学分领域

研究的局限性，创造性地利用东巴文造字理论指导现代图标设计，提出新的设计思路。具体为通过统计

分析法和实地调研的方法，从语言文字学角度分析东巴文的造字方法，并进一步分析该造字方法与图标

设计方法存在的相似性。进而以东巴文字体设计方法为理论基础，指导天气系统图标设计过程，对该造

字方法在图标设计中的应用进行详细的探索与分析。结论 提出了以东巴文字系统性和衍生性为指导方

法的图标设计思路，从语义、语构、语用和语境四个维度确立图标设计方法与东巴文造字方法之间的共

性，从而确认东巴文造字方法可以作为一种图标设计方法,以东巴文造字方法为基础的图标设计更加具

有科学性和系统性。以天气系统图标设计为例，证明在此理论基础下设计的图标符合图标设计视觉特征

和系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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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 Design Method Based on Dongba Word-making System 

JIA Bi-ying, LI Xiang-yuan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ovide new design methods for modern icon desig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xisting 
Dongba script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text art modeling and literary credits were broken, and Dongba word-making theory 
was creatively used to guide modern icon design to propose new design ideas. Specifically, through the methods of statis-
tical analysis and field research, the Dongba word-making method wa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philol-
ogy and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proposed word-making method and the icon design method was further analyzed. 
Moreover, the Dongba font design method was used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o guide the icon design process of the 
weather syste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posed word-making method in icon design was explored and analyzed in detail. 
The icon design idea with the systematicness and derivation of Dongba script as the guidance method is proposed. The 
commonality between the icon design method and the Dongba word-making method is established from the four dimen-
sions, such as semantics, language structure, pragmatics and context. Therefore, the Dongba word-making method can be 
established to be used as an icon design method. The icon design based on the Dongba word-making method is more sci-
entific and systematic. Taking the weather system icon design as an example, the icon design is proved to conform to the 
icon design visual features and system features based on this theory. 
KEY WORDS: Dongba script; method of making characters in Dongba script; icon design composition; icon design method 

东巴文是世界文字的瑰宝，是人类目前仅存的古

文字活化石，保留了人类早期文字产生、演变的珍贵

信息[1]。在对东巴文演变进行整理和深入分析的基础

上，语言学家总结出了东巴文构造方法，如本土语言



第 41 卷  第 2 期 贾碧莹等：基于东巴文造字体系的图标设计方法 115 

学研究者方国瑜教授曾针对东巴文自身的字体结构

规律提出的“十书”说，周有光先生的“六书”理论，

郑飞洲提出的东巴文字素研究法以及其他依据汉代

许慎“六书”理论对东巴文结构进行分析的学说。以

上关于东巴文构造方法的学说揭示了这一象形文字

发展演变的规律。东巴文作为一种图画象形文字，其

发展规律和方法蕴含着早期图形的演变规律和特点。

本文基于以上现有理论研究去揭示东巴文造字环境

和造字方法对图标设计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共性。

以现有图标设计理论与东巴文造字方法相比较，证明

两者之间的共性及它们互为影响的关系，并以具体的

设计案例来证明方法的可行性。 

1  东巴文构造方法 

语言学界关于东巴文造字方法虽众说纷纭，但学

者们对于其“观物取象”这一观点都持肯定态度。东

巴文除了有表现祭祀和原始初民寄托的抽象宗教文

字以外，更多的是观察大自然与人自身，并直接描摹、

简练概括的象形文字，且象形性贯穿于整个文字系统

始终。但是大自然中可表现的具象事物是有限的，随

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纳西人的生活与自然逐

渐分离，使得人们需要更多的文字符号来满足其交流

需求，于是学者们发现东巴祭祀在 初的单个元素描

绘的基础上加上了“字素”  化的处理，才出现了人

们现在看到的庞大的东巴文字体系。 

1.1  观物取象 

观物取象意为模仿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具体事

物的感性形象。东巴文是纳西族人以图像来记录生活

和历史的方法，是对人和动物以及自然界现象的图像

性表达，不同于惟妙惟肖的绘画作品，它以图为字[2]，

既保留了象物的部分又体现了艺术美的形式，因此形

成了字象其形，文象其画，具有强烈的直观性和可感

性的文字特点[3]。东巴文中关于“人”的不同状态的

表达（东巴文中有关“人”的文字见图 1），是人们

对自身仔细观察的结果，东巴文中的很多组文字都是

对某一事物的具体表现，又将其进行概括、夸张、变

形和美化，使得文字来源于客观存在又不同于客观存在。 

1.2  字素造字 

字素是东巴文字形、音、义相统一的 小构成元

素。每一个东巴文均可拆解为一个或多个东巴字素，

且单个字素又具有明显的图像性特征[4]。字素与字素

之间、字素与抽象符号之间通过一定的组合方式形成 
 

 
 

图 1  东巴文中有关“人”的文字 
Fig.1  The words related to "people" in Dongba script 

新的东巴文字，新的东巴文又可以通过有规律的字素

变形和字素的加减以及新字素之间的重组形成表示

更为抽象含义的东巴文字[5]。东巴文字素的更替都是

以象物、象形为基础的，因此东巴文字体系在不断扩

充的同时其文字识别度却不受影响。 
具体的字素造字方式有：单个元素、多个元素组

合、元素增减、元素替换和元素加抽象符号。运用单

元素独立构字造字法形成的文字叫单体字，如：目

、口 、手 、足  等字；两个或两个以上字

素组合形成的文字叫组合字，如：砌  、晒太阳  、

踢 ；以原字（单体字或组合字）为造字字素再另

加字素或减字素形成的文字叫加素字或减素字，如：

田 、言 、祖父 、祖母 ；替换原字中的某一

元素而构成的新字叫更素字，如：晴 、多云 、

下雪  
[6]。部分东巴文字体演变分类见表 1。 

东巴文单体字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特征的直观描

摹形成的，单体字的直观描摹性决定了整个东巴文体

系的象形性。单体字大多表示事物的名称，词性多为

名词，也可单独直接进入构字层面。1800 多个东巴

文体系中有 400 多个属单体字，单体字是东巴文构字

的基础，这个基数越大，可组合形成的东巴文体系就

越庞大。单体字中还包含一部分变形单体字，变形单

体字是在单体字的基础上依据对同一事物的动态特

征和同一事物的不同状态进行变形形成的字，这类文

字也可单独构字，它可以与表示同类事物的单体字构

成这一事物不同状态的字的集合，丰富人们对同一事

物的认知，使人们对这一事物的表述更精确详细,见
表 1 第一列。 

东巴文组合字是按照一定的组合方式将两个或

多个单体字组合形成的文字，组合字多用来表示词

语，即“造字表词”。造字过程中常借助基础字之间

的大小、位置和颜色来组合，这种组合方式是由单体

字之间的内部联系决定的（组合字拆分见图 1），因

此其形态比较符合人的本能认知。组合过程中各单体

字的基本形态保持不变，保留其原有的特征，只是通

过组合位置的变化而产生新的字形，见表 1 第二列。 
由于单体字基数的有限性和具象性限制了东巴

文的字体数量，所以纳西人借助抽象符号来造字，从

而形成了加坠字。加坠字是通过简单的抽象符号来表

现事物变化所带给人的感受，并将这些抽象符号与已

成形的相关单体字或组合字相结合，进而表达一些可

感知的、抽象的、不可触的现象[7]。这种借用抽象符

号组合形成的加坠字可表示一些抽象的情感或状态。

几何化抽象元素的使用使得东巴文造字方法更加灵

活，由于所添加的“坠符”可直接入字成意，所以又

有了单体加坠字和复合加坠字，见表 1 第三列。 
东巴文字体系统正是在这样一种以独立字素为

出发点，以象形性为统一原则的大框架下，运用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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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东巴文字体的演变分类 
Tab.1  Part of the Dongba font evolution classification 

 
 
 

 
 

图 2  组合字拆分 
Fig.2  Combined word splitting 

 
的组合方式形成的，外部特征统一，内部联系紧密的

“古诺米”式字体系统。这种以个体元素为出发点的

发散式组合方式与现代图标设计的系统性、视觉性和

直观性存在多维度的契合。这种思维方式为现代图标

设计提供了构思创作上的参考，也为图标设计提供了

多种可能性。 

2  图标设计的构成特点 

图标作为图形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界面

设计者和学习使用某一特定应用的用户都能理解的

语言[8]。图标是抽象的，跨语言的符号，它不仅是一

种图形，更是一种标识，它具有高度浓缩并快捷传达

信息、便于记忆的特征。为了达到理想的设计效果，

行业内的图标设计形成了多种严格的设计规范。图标

设计规范中涉及到使用背景，用户认知习惯、思维习

惯、文化习惯等多方面，设计过程需要结合用户心理

学，环境符号学、视觉符号学等多个学科，因此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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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是一个多学科，多层次知识综合的动态碰撞过

程，而不是简单的、静态的活动[9]。 
根据设计符号学图标设计方法，图标设计过程可

分为语意、语构、语境、语用四个维度，见图 2，语

意层面包含显性和隐性两个角度，两者都表示图标的

造型表达层面。显性语意是根据意象关键词所映射的

客观事物来确定图标的具体形态，换言之就是象形文

字的观物取象；隐性语意方法用来设计一些没有直接

客观事物或不易表达的抽象含义，这一层面的理解类

似于东巴文中加坠字的造字方式。设计符号学角度的

图标语构是指图标与图标之间组合构成的方法，具体

包括图标间的组合搭配，大小比例，色彩搭配等方面，

相当于东巴文的“组合字”、“更素字”和“减素字”

的字素运用方式。语境和语用分别指图标使用环境和

用户思维方式，它们构成了图标体系的测评部分。东

巴文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丽江纳西族区，其形态特征、

颜色特征等都与当地的宗教信仰和原始生活思维习

惯有着高度的联系，这些因素使得其使用范围较为局

限，要想将这一独特的图形化文字融入到现代生活为

人们所用，就需要借助设计手段扩大其语境范围。设

计符号学图标设计方法与东巴文造字方法的多个共

性证明了东巴造字思维与现代人们对图标的认知思

维具有互通性，因此可尝试用东巴文造字方法作为图

标设计的一种方法[10]。 

3  基于东巴文造字体系的图标设计方法分析 

图标需在规定语境中运用适合的语意形态，辅之
以恰当的语构，才能成功地表意并被用户理解。东巴
文是一种取纳西民族形态为原型，结合纳西传统思想
观念、地理特征等为语构的，适用于纳西民族的图形
化文字[11]。东巴文造字方法可作为图标设计理论的具
体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为图标设计理论注入更多
的可能性，而其在图标设计中的运用也焕发出东巴文
当代的美学和实用价值。下面以天气系统图标的设计
为案例，来证明此设计方法的可行性。 

根据东巴文的造字方法，笔者将天气状况进行层
级梳理，首先将其按照具象形态和抽象形态分为两大
类。具象形态的初级层次为单个具象形，类似东巴文
的单体字；通过单个具象形的组合形成组合图标；针
对一些没有直观具象形态或者具象形态较复杂但又
可以通过人的感官感知的天气状况，可用与此天气状
况相关的具象形态加以表现，从而形成更为复杂的天
气图标。以此种方式进行图标设计，能够增强图标系
统的整体性，同时又能保障该系统的开放性。如出现
新的天气现象，设计师可以很快地根据加坠或图标组
合的方法设计新的图标，进行该系统的更新迭代。 

以东巴文造字方法指导的天气图标设计的具体
设计思路如下（某天气图标系统基础单体图标、组合
图标设计见表 2）。 

 

 
 

图 3  符号学图标设计中的四个维度 
Fig.3  Four dimensions in the symbolic icon design 

  
表 2  某天气图标系统基础单体图标、组合图标设计 

Tab.2  Single icon and combined icon design  
of a weather icon system 

 

1）单体图标。首先，对与天气相关的 具代表
性的词语进行提炼，对提炼的关键词所映射的具体物
象的特征进行提取与放大，形成初级的具象形态，见
表 2 第一列；结合图标使用背景和用户一贯的识别方
式将初级具象形态中能够作为单独表意图标的元素
提取出来，见表 2 第二列，单个的星形并不能表示某
种天气状况，因此不能作为单体图标，此处的基本单
体图标遵循观物象形的方法。 

2）组合图标。单体图标之间通过一定的组合方
式，构成组合图标，见表 2 第三列。遵循客观物象中
云层与太阳、月亮间的遮挡并列关系，以及图标的整
体性这两层因素， 终设计为如表 2 所示的图标形
式。此处的重点是图标之间是参照客观物象以及人的
惯用理解方式来进行组合的，以此来确保图标的识别度。 

3）加坠图标。单体图标和组合图标是按照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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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客观物象形态进行提取与组合的，但这些图标要

想表达更多的天气状况是不够的，此时抽象符号坠符

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一些本身较抽象的天气现象

需要借助抽象符号来与现有的基础形进行组合设计。

如需要表现风、沙尘、霾、台风等天气现象时，可以

将单体图标与平行线、卷曲线条、斜线、圆点等抽象

符号结合进行设计。这样的设计更多的是表达某种状

态或感官感受，在具象形非常受限的情况下，加坠符

可以表达更多层次的含义，某天气图标系统加坠图

标、组合图标设计见表 3。 

“坠符”即是提炼较抽象的客观现象而形成的，

通过人的感官感受对一些难以直接描摹的物象进行

抽象提取，如风（ ）的形态，风作为一种客观物

象，可被感知但不易被描摹，对于类似这样的图标，

将它给人的感官刺激加以抽象化的表现，就形成了抽

象化的坠符。此外坠符可以作为一个表意单体图标，

也可以与相应的单体图标结合形成表达更为准确的

组合图标（多云转小雨复素加坠图标拆解见图 4）。

单体图标与坠符的组合可形成表示新含义的加坠图

标，见表 3 第三列。 
 

表 3  某天气图标系统加坠图标、组合图标设计 
Tab.3  A weather icon system with falling icon and combined ic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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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多云转小雨复素加坠图标拆解 
Fig.4  Disassembly of cloudy light rain complex and falling icon 

 

通过分析上述反映天气状况的图标可以得知，在

提取与主题相关的客观物象形态的基础上，对所提取

的图形进行系统性的组合，就形成了系统的图标设计

方法。在这种东巴文造字方法指导下的图标设计极具

独特性、系统性、延续性和直观性。 

4  结语 

东巴文是行为指导下的“图画”，图标是要在“图

画”的作用下指导行为。本文以东巴文造字方法为指

导，从单体字、组合字、加坠字三个层面进行详细分

析，并对以东巴文造字方法为指导的图标设计方法作

了理论上的初步探讨，提出了基于东巴文造字方法的

图标设计方法，并进行了相应的案例分析。由于图形

提取和组合方式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这一方法的适

用性、科学性以及更多细节上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完

善与推敲，但同时它也是存在实用性价值和指导性价

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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