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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文字的文化基因探究标志设计的文化内涵 

卢位安 
（北京市朝阳区职工大学，北京 100013） 

摘要：目的 以先秦文字为研究对象，挖掘探究以其为灵感来源的标志设计所承载的深厚的文化内涵，

运用代表中国文化的视觉元素做好中国特色的设计。方法 从符号学角度结合文献资料分析先秦文字的

符号特征、功能以及审美。结合先秦文字标志设计实例，分析设计理念和设计思维，阐述标志设计的文

化语境以及基于先秦文字文化基因的标志设计的文化内涵。结果 证明中国先秦文字承载着强大的视觉

化设计基因，其“观物取象”“应物象形”及“以形表意”等创造思想对当代标志设计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结论 先秦文字属于符号学意义上的视觉艺术，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基因，中国的设计需

要在中国文化背景语境下本体化回归。在设计全球化的当下，探究以先秦文字为元素的标志设计的文化

内涵，为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好创新意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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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Logo Design from  

the Cultural Gene of Pre-Qin Characters 

LU Wei-an 
(Chaoyang Community College, Beijing 100013,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take the pre-Qin charact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the profound cultural con-

notation carried by the logo design inspired by these characters, and realize the desig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visual elements representing Chinese culture. Combined with literature data analysis, the symbol features, functions and 

aesthetics of pre-Qin characters we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According to the pre-Qin character logo 

design examples, the design philosophy and design thinking were analyzed and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logo design 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logo design based on the cultural gene of pre-Qin characters were elaborated. It was proved that 

the pre-Qin characters of China carried a strong gene of visual design, and their creative ideas of "looking at objects and 

taking images", "applying shapes to objects" and "representing meanings with shapes" had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contemporary logo design. The pre-Qin character belongs to the visual art in the semiotic sense, which embodies the aes-

thetic ge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design needs to be returned to the ontolog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In the present design globalizati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logo design based on the pre-Qin 

characters is explored, which provides certain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Chinese excellent tra-

ditional culture and realizing innovative desig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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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清晰，传承有序，即使

是在外族统治时期也没有中断。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

把秦以前的文字（先秦文字）统称为古文字。严格来

说包括小篆及小篆以前的秦系文字、六国系文字、两

周系文字和殷商系文字[1]。汉代隶变以后的文字已经

完全脱离了象形文字特征，被称为今文字。现在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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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大学的古文字学、书法学等专业学习先秦文字以

外，绝大部分人对古文字都很陌生。视觉传达设计专

业的字体设计课也较少深入学习研究先秦文字，致使

以汉字为元素的标志设计局限在今文字特别是简化

字的思维中。从先秦文字符号形的建立到符号意的传

播，中国文化的基因和中国文字的灵魂都在先秦文

字中。 

先秦文字在实现交流沟通的过程中，也完成了从

象形符号文字到抽象符号文字的转化。中国现代著名

工艺美术教育家雷圭元先生认为，先秦古文字中的象

形文字之所以形成为视觉符号，是古人观察自然形象

并艺术加工而成[2]。雷圭元先生认为传统装饰图案与

先秦文字一样都属于象形视觉符号，同宗同源，是祖

先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对当今的标志设计起到难以

估量的作用。 

1  先秦文字的文化基因 

先秦文字中的殷商甲骨文被考古学家和文字学

家认定为目前所发现的中国 古老的文字形态。在甲

骨文之前应该经历过很长一段由图画到图形符号的

发展过程，到甲骨文已经进入到很成熟的象形文字阶

段了。与甲骨文同时存在的商代金文以及其后的西周

东周金文，依然保持象形文字的基本特征直到秦小篆。 

1.1  先秦文字符号特征 

先秦文字作为中国古文字，从殷商甲骨文发展到

秦代小篆，从图形符号演变到文字符号跨越了一千多

年，这种传达思想的符号具有极其强大的表现力。《周

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

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

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类万物之情。”[3]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甲骨文金文

都是成熟的视觉化符号，它们虽然还有象形的元素，

但已经从纯粹的绘画中脱离出来，演变成一种十分明

确的象征性的图形符号。比如：甲骨文的“孕”字，

就是一个腹部隆起的里面有个孩子的女人站着或跪

着的图形。这种象形文字充分表现了怀孕的典型特

征，其目的不是为了画一个人，而是通过这种图形符

号表达“怀孕”这种重要信息。古人用简洁的图形

把经验思想等含义符号化，表达日常生活中的重要

活动。 

古人表达思想的符号来源于仰观俯察，近取诸

身，远取诸物。这种“观物取象”的视觉图形创造过

程也是先秦文字产生的主要方式。通过“观物”然后

“取象”，不局限于外表模拟的“物”，重要的是表现

万物内在特征的“象”。比如：甲骨文金文的“羊”

字（如图 1 所示），其造形中都出现有左右弯曲向下

的“羊角”；同样是圆形的日和月，甲骨文用圆圈中

加一点表示“日”，而用弯月之形中加一点表示“月”。

直观地表现了“日”与“月”的原始物象特征[4]；同

样是水，“雨”字的甲骨文用一横表示天，下面两排

短线点表示“下雨”。“水”字的甲骨文是中间一条弯

曲的线，两边是短线点表示水滴汇成的“水流”之形。

这样的形象都是古人通过长期横向纵向仰观俯察的

“观物”，深思熟虑分析比较的“取象”结果。先秦

文字就是这样从“观物取象”到“应物象形”，用直

观简明的点线图形抽象出万物的概念，转化为通俗易

懂的具有象征性的视觉化符号，达到“以形表意”的

目的。从图形绘画发展演变而来的先秦文字来源于天

地万物，承载着古代先民的生活智慧，蕴涵着独特的

中华文化基因。 

1.2  先秦文字符号功能 

任何一种文字符号的创造都是基于交流与沟通

的需要。人类早期 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通过图形文字

符号与神灵沟通。19 世纪末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

15 万片甲骨文，经考古学家及文字学家研究发现，

这些甲骨文反映的同是“占卜”这一件事。据传说商

代以前就出现了占卜，那时被称为巫术。甲骨文的

“巫”字由横竖相交的两个“工”字构成（见图 2）。

后人的解释是巫师手持道具沟通神与人两个世界。许

慎的《说文解字》解释：“巫，祝也。女能事无形，

以舞降神者也。”[5]  

 
图 1  羊字甲骨文和金文 

Fig.1 "羊" character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gold inscriptions 

 

 
图 2  巫字甲骨文 

Fig.2 "巫" character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早期人类的巫术活动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图

腾崇拜。原始人类的巫术、宗教观念就是通过狩猎、

日月、山河、天神崇拜的祈祷祭祀、生殖崇拜乃至气

象、救护等巫术活动体现出来[6]。在原始山洞岩石上

发现的狩猎图中高大形象的野牛，就是古人对充满力

量的动物的图腾崇拜。这种具体的图形图像也是先秦



第 44 卷  第 14 期 卢位安：从先秦文字的文化基因探究标志设计的文化内涵 293 

 

文字视觉符号化的早期形态。对日月山川风雨雷电以

及动植物的图腾崇拜在商周时期依然盛行，甲骨文金

文中有大量的字是由远古的自然神崇发展演化过来

的。甲骨文中有各式各样鸟的图形，鸟文字和图形运

用于与鸟有关系和与鸟没有关系的地方都非常多，这

充分说明鸟就是商族的祖先神，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祈

灵于鸟图腾崇拜的降福与护佑[7]。  

1.3  先秦文字符号审美 

先秦文字从图画演变而来，以相对直观的方式保

留自然物象的形态，用简洁优美的线条呈现了象形特

征，充分体现了古人以形写象的创造力。甲骨文以直

线为主，锐利挺拔，已经具有非常浓厚的艺术意味，

从两个方面体现：一是线条简明扼要，特征突出，显

示出极强的观察、捕捉、概括、提炼能力；二是熟练

自如地运用形式美的规律，甲骨文中有很多字在纵向

取势的结体上运用对称形式获取平衡，依字赋形，某

些笔画线条也出现均匀分布的形式，参差错落，意趣

动人。这是古人对“美”的自然领悟和创造。 

商代开始出现的青铜器铭文多是族徽、器主的标

识以及祖先的名字等，两三个字组合在一起，拙朴凝

重，象形程度很高，这是人类早期有意识的文字图形

标志设计（如图 3 所示）。后母戊鼎铭就是非常典型

的标识符号，“后母戊”3 个字，字体笔势雄健，形

体丰腴，笔画的起止多显露锋芒，中间笔画粗壮，非

常有力量感（如图 4 所示）。西周铭文浇铸在青铜器

上，线条饱满、婉转、丰富，粗细曲直对比明显，对

形式规律的运用更为熟练多样，结体更为稳重端庄，

反映了西周肃穆和谐的礼乐文化[8]。先秦文字在周代

就基本上完全形成了方块字的特征，这是前人在遵循

一定规则的基础上追求情感丰富、精神自由的审美过

程。有设计意味的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先秦文字视觉

符号，在各个时期都表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 
 

 
 

图 3 商代青铜器上的标识 
Fig.3 Logo on bronzes of the 

Shang Dynasty 

 
图 4 商代后母戊鼎铭标识

Fig.4 Logo of Houmuwu Ding 
of the Shang Dynasty 

 

2  标志设计的文化语境 

标志设计是一种高度精炼的视觉符号设计，通过

文字与图形表现出多样化的视觉形态。基于先秦文字

特有的视觉符号特征以及鲜明的文化基因，以先秦

文字为元素的标志设计能够充分表现出特定的文化

语境。 

2.1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依类象形，故

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

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9]“文”在甲骨文中就是

一个人胸部有纹身，是将大脑中的思想和对大自然的

感悟描绘下来，传播出去。“字”在金文中则是在房

子里生下１个小孩，表示滋生演变的过程（如图 5 所

示）。许慎对“文”与“字”的区别解释，同时也阐

明了古人从象形的“文”到象意的“字”的创造过程。

“文字”是传统文化的源流和根本，从古老的先秦文

字 能窥见古人的智慧。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前

广场上的字坊标志就是以“字”字的金文为元素设计

的（如图 6 所示）。先秦文字的图形符号通过方圆的

几何化处理，用金碧辉煌的现代材料做成直观形象的

标志造型，保留了先秦文字的文化基因，突出了地域

文化背景，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图 5 “字”字金文                

Fig.5 "Word" gold inscription    
 

 
 

图 6 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 
Fig.6 Museum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Anyang,  

Henan Province 
 

人类生命的延续和文明的发展都建立在“传统”

的基础上。“传统与现代”表现在标志设计领域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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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境下的标志设计如何借鉴古老的传统文化，进

而实现突破与创新[10]。中国文字的发展就像一条连绵

不断川流不息的河流，其源头就是天真烂漫摹写自然

的先秦文字，其视觉化形态意象为现代标志设计提供

了非常开阔的思路。“中国探月工程标志”就是用篆

书的“月”字作为设计元素，见图 7。月亮的意象形

态用书法的笔触由实到虚，表现登上月球的速度感，

里面的一点换成两个脚印，视觉化图形语言直观意境

深远，画面感极强，传统元素与现代图形交汇融合（如

图 8 所示）。设计为生活服务，贯穿于人类社会的每

一个历史时期。基于当下语境的现代设计，从平面到

立体到空间，从认知到思维到实践，都不能脱离传统

语境。以先秦文字为元素的标志设计的价值就体现

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融合，在融合中提炼，在提炼

中升华。 
 

 
 

图 7 “月”字篆书     

Fig.7 Seal character of "月" 

 

图 8 中国探月工程标志
Fig.8 Logo of Chinese lunar 

exploration project 
  

2.2  东方与西方的交汇 

设计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东方（特指中国）与西

方由于地理环境、生活习惯、历史背景、语言文字等

因素导致文化的不同，东西方标志设计思维有着明显

的差异。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设计教育受“包

豪斯”影响，经历了从“图案”到“工艺美术”再到

“艺术设计”的演变[11]。   

中国的设计深受西方设计思维影响，各大艺术院

校设计专业开设的 3 大构成课，作为设计基础课程在

设计思维的训练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站在中国文

化的角度就有一定的局限。中国早期的图案和先秦文

字都应该成为标志设计专业的基础课程。学习中华民

族不同时期的设计思维和设计方式，这是了解和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的 主要方式。以篆书“宁”字为元素

（如图 9 所示）设计的浙江宁波博物馆的标志（如图

10 所示），提取了“宁”字的造型大框架，把圆线条

改成方线条，再把里面的小笔画用宁波博物馆的拼音

及英文首字母替换，整体保持了“宁”字篆书的意象

结构，既有传统的厚重又有现代的轻快，这是东方元

素与西方元素有效的设计交汇融合，充分体现了先秦

文字的文化包容与延展。 

 

图 9 “宁”字篆书 

Fig.9 Seal character of "宁"

 

图 10 浙江宁波博物馆标志
Fig.10 Logo of Ningbo Mu-

seum, Zhejiang Province 
  

2.3  中国与世界的连接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设计体系。从器物到纹

饰，在追求功能和外在审美的同时，赋予它们深刻的

文化内涵。设计就可看作是支撑并连接文化（道）与

造物（器）的思维体系和方法论[12]。中国文字的视觉

化表现力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比如：“中国邮政”

的标识图形就是由金文“中”字归纳变化而来的。“中”

字从甲骨文就有，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上出现 早的

“中国”二字，“中国邮政”的标志就是以这个“中”

字为设计元素（如图 11 所示），“中”字的 1 竖上下

有 4 条象征旗帜的飘动的线条，归纳变化成四通八达

的翅膀的造型，既代表中国邮政从古至今“鸿雁传书”

的职业使命，又表明服务于千家万户的企业宗旨（如

图 12 所示）。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脉，以先秦文字为

代表的中国传统符号元素应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

现代语境中实现跨越时空的标志设计创新。 
 

     
 

图 11 西周何尊上的金文“中”字                

Fig.11 "中" character in the gold inscription 
on the vessel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图 12 中国邮政标志 

Fig.12 Logo of China Post 
 

3  标志设计的文化内涵 

中国文字在汉代以后发展为抽象化的符号，基本

上没有了先秦文字的象形特征，单从现在被简化的汉

字符号很难寻找出有古拙意味且内涵深刻的标志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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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元素。学习研究先秦文字非常有必要。对于视觉传

达设计来说，以先秦文字为元素的标志设计具有十分

深远的文化意义。 

3.1  构建中国文化的主体 

全球化带来的中西文化交融碰撞在中国表现得

异常激烈。西方文化通过科技信息等优势渗透到我们

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在现代标志设计的理念思维上体

现得尤其明显。“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

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设计是文

化的一种展现形式，现代标志设计在中国当前语境下

更加需要构建其文化主体性。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而每个个体所处的文化

环境、人生价值观以及生活习惯都反映了文化主体

性。一个开放的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在不同

程度上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如果其文化基因、历

史传统与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并拥有

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文化自信，就具备文化主体性[14]。

先秦文字是中国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础，以其为元素的

标志设计具有非常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和民族特征，

能够体现中国设计文化中的主体性。 

设计是文化的载体，从人类早期部落的图腾符号

到现代社会各个不同民族风格的建筑服饰，都是文化

的表露。标志设计不是盲目的形式表现，需要符合民

族地域文化的要求并推动文化向前进步。从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会徽的“中国印”到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会徽的“冬梦”，都是运用汉字“京”与“冬”为设

计元素，形象鲜明地表现了奥运体育精神，又视觉化

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特色，彰显中国形象，成为弘扬传

播中国文化的优秀标志设计案例，也是以先秦文字为

元素的标志设计的典范。 

3.2  回归传统文化的本源 

设计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从古至今人类都离

不开设计。中国传统的设计思想崇尚“天人合一”，

其核心理念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也被称为“和合

文化”。这是建立在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语境下的设

计观，反映在文字、器物、建筑、园林、服饰等各方

面的设计中[15]。 

先秦文字的形象化、生活化、情趣化以及图形化

为现代标志设计提供了自然本真的素材。以此为设计

灵感可以追本溯源，回归到朴实纯净的自然境界。本

体的设计或设计的本体，是指设计的“本原”和“本

真”的存在[16]。这种存在让我们从心浮气躁、急功近

利、东拼西凑回归设计的本体。故宫博物院的标志就

是以“宫”字的甲骨文金文形象为设计原型。先秦文

字的“宫”字本来就形象地表明了宫室的建筑平面，

文字与建筑互为表达，既形象又抽象（如图 13 所示）。

以先秦文字原有的“宫”字架构为主体，把随意的笔

画线条归纳成规则的几何形，局部添加纹样元素并进

行再设计，赋予故宫更鲜明的时代感，既体现传统文

化又符合现代语境（如图 14 所示）。 
 

 

 

图 13 “宫”字甲骨文金文  

Fig.13 "宫" character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图 14 故宫博物院标志
Fig.14 Logo of the Palace 

Museum 
  

3.3  引领当代文化的创新 

设计是显性物质文化和隐性精神文化的双重融

合。现代标志设计从形式到精神内核都离不开传统文

化的基础，优秀的传统是现代标志设计创意的灵感来

源，给予我们无穷的启示和帮助。20 世纪 90 年代，

在全面学习西方设计理念，追随西方设计风格的大背

景下，香港的平面设计界以陈幼坚、靳埭强为代表的

设计师，清醒地认识到不能一味地迎合西方人的审美

取向，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汉字文化中去摸索

提炼自己的设计语言。他们设计出一大批具有鲜明中

国传统文化特色又有现代意识的设计作品，获得众多

的国际设计大奖，引领香港的设计风向，为中国年轻

的设计师指明了正确的方向[17]。 

21 世纪的中国面对的是文化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我们不仅需要学习吸收西方现代文明先进的设计思

想，更要挖掘创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先秦文字

为元素的标志设计应该在传统文化视角下，结合现代

语境实现从形式到内涵的创新。2008 年北京奥运会

的体育图标设计主题是“篆书之美”，设计灵感来源

于先秦文字的形体结构，以体育运动识别为基本导

向，把每一个运动项目单项动作的特征与文字的笔画

结构反复对比，利用汉字造字的结构方式呈现现代运

动动作，以外静内动，刚柔并济的传统美学观规划整

体风格与气质[18]。甲骨文、金文简洁的线条美和韵律

美充分体现在现代体育图标中，这是以先秦文字为元

素的标志设计的又一创新之作，也是奥运史上传统文

化与现代体育精神完美融合的优秀作品，充分展现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如图 15 所示）。 

2020 年世博会中国馆的标识以红灯笼造型为主

要图形，在灯笼的中央把 CHINA 字母中间的“I”延

长，设计成“中”字造型。“中”字在西周晚期就具

备了简洁的造型，站在中国传统图形文字的角度融合

现代意识，既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归属感，又创新地

体现了中西结合的设计理念。传统文化元素是现代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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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08 年奥运体育图标设计创意来源于篆书 
Fig.15 Design idea of 2008 Olympic Games  

icons from seal script 
 
志设计的资源库，不能简单地生搬硬套、移花接木、

拼凑组合，需要站在文化的高度并运用创新设计思维

进行再创造，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手法相结合，设计出

符合当下审美并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引领。 

4  结语 

综上所述，先秦文字像传统图案一样是符号化的

有创造力的中国元素，应用领域极其宽广。以先秦文

字为元素的标志设计有着十分清晰的设计路径，对启

发设计思维形成中国的设计体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在文化艺术多元化发展的当今世界，文化不仅需

要融合，更需要保持强化本民族特色的融合[19]。可喜

的是在国家大力倡导文化复兴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

设计走在民族化的道路上。以先秦文字为元素的标志

设计也受到众多设计人士的重视，在探究标志设计的

文化内涵上取得丰硕成果，极大地推动着传统文化的

继承与创新发展。在未来，以先秦文字为元素的标志

设计需要有更深层的理论研究和更广泛的实践探索，

努力做好中国特色的设计，推动中国从设计大国走向

设计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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