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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本文基于中国传统吉祥文化对中国传统“喜”字和“喜”字元素构成特征进行分析研究，

挖掘多种形态“喜”字纹样构成形式。方法 首先从了解“喜”字文化内涵与起源发展明确“喜”文化

深刻内在意蕴，分析有“喜”字纹样的相关文物中各具特色的传统“喜”字文物纹样之间的组合规律，

从而引发对现代“喜”文化设计现状的思考，思考如何实现更加有辨识度的“喜”字设计，最后对“喜”

字再设计做出字形组合结构和表现方式上的方法论总结。结论 要实现当代“喜”字设计个性化、情感

化转变，需以传统“喜”字吉祥纹样规律形式为基础，充分利用多样化媒介进行“喜”文化的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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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 "Xi" Based on Auspicious Cultur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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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composi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haracter Xi and 

Xi element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uspicious culture, so as to explore the composition modes of various forms 

of Xi patterns. Firstly,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Xi, the profound 

inner meaning of Xi culture was clarified, and the combination rules between the distinctive traditional Xi cultural relics 

patterns in the related cultural relics with Xi patterns were analyzed, which led to the think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odern Xi cultural design, and how to realize more recognizable Xi design. Finally, a methodological summary was made 

on the glyph combination structure and expression mode of Xi redesign. I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personalized and 

emo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Xi design, and to make full use of diversified media to carry out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Xi culture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auspicious patterns of character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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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吉祥“喜”字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
石器时期，后来随着文字的发展和记载工具的逐渐成
熟，对“喜”文化的表达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人们逐
渐开始重视物件的装饰，希望通过吉祥的装饰纹样图
案，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起到趋吉避凶的作用，
并给人带来良好的视觉感受。 

本文通过分析各具特色的“喜”文化文物上的“喜”

字纹样特征，探寻总结出精美纹样的组合形式和构成

方式，充分运用传统吉祥元素和独特表现语言打造当

代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喜”字文化设计，

从而提升当代“喜”字设计和“喜”文化相关设计的

辨识度。 

1 “喜”字吉祥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吉祥文化具有自身的艺术形式和文化

内涵，其最早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凶吉观念。为了趋

吉避凶，在人类历史上有了占卜巫术，通过占卜对凶

吉进行预测和对命运进行推断，于是产生了吉祥语和

吉祥话。随着朝代的发展，文字逐渐完善，从吉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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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转化为吉祥文字，使得吉祥文化更好地传承下来。

后来，文字结合图形的方式慢慢兴起，吉祥文化开始

变得丰富多彩，从而形成了吉祥纹样。在古建筑、古

铜镜、古家具上都有吉祥纹样的痕迹，以多样形式呈现。 

1.1  何为吉祥文化 

吉祥是吉利美好的预兆，而吉祥文化从字面意思

可理解为一切有关于吉祥的文化，与人类追求吉庆祥

瑞观念有关的文化，并随着时代演变发展[1]。 

在大自然中往往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和无

法解决的危机，人们只能将这些归因于万物有灵。在

自然科学还未很好的发展情况下，人们想要通过占

卜、巫术、宗教和祈福来揭示大自然的奥秘，从而驱

赶凶恶带来好运，因此吉祥文化也随之产生。吉祥文

化不仅是一种物承的文化，更有精神和信仰的成分[2]。

这一观点表明吉祥文化代表着人们有对美好生活的精

神向往，正是这种精神与信仰使人们对生活有了希望。

中国“喜”字文化作为吉祥文化的代表，其中所蕴涵

的吉祥寓意不言而喻。  

1.2  何为“喜” 

自古以来，“喜”字一直都是被大众视为具有吉

祥寓意的一种文字图案，代表着吉庆。吉祥纹样除

“喜”以外，还包括：“福”“禄”“寿”“财”“吉”

“和”“安”“养”“全”。这“吉祥十字”代表着

人们求全求圆满的思想 , 是大众追求美好生活的传

达方式[3]。每一个吉祥文字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

元素之间不同的融合呈现方式，从而全方位呈现吉祥

纹样的发展及演变。 

人有喜怒哀乐，“喜”是人在遇到称心如意、愉

快高兴的事情时内心情绪的表达，“喜”文化是人们

通过吉庆活动和各种风俗来追寻喜悦与快乐的过程。

“喜”作为祈福文化的一种，各民族、各地区对“喜”

的表达方式丰富多彩、不尽相同，旨在趋吉避凶、追

寻安乐。人的一生都在追寻着喜乐，如婚嫁之喜、新

生满月之喜、百寿之喜等[4]。 

2 “喜”字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文字作为象形字，对汉字的研究往往以字形

为出发点，追根溯源来感受字形本身的魅力。随着历

史发展演变，为了更好地传达意蕴、加强沟通，逐渐

演变为形意参半或形义音结合的字形结构[5]。所以要

追寻“喜”字的起源与发展就需要从字形发展本身出

发，领会文字在沟通交流中的读音，并深刻感受字形

所表达的意义。 

“喜”字从何而来？甲骨文的“豆”是其雏形，

要了解“喜”的起源需得从“豆”字的演变发展为出

发点，通过研究解析“豆”字的发展过程，能够让“喜”

字的形象更好地呈现，让“喜”字情感更好地传达，

为“喜”字的再设计奠定文化内涵。从“豆”字到“喜”

字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有许多的分歧观点，其中将

“豆”字释为“鼓”字，认为“鼓”字是“喜”字的

字根这一说法最具有说服力。在字形上，“喜”字之

口为“凵盛壴”，“壴”即为鼓形；在读音上，古音

中“壴”与“喜”的读音相近；在意蕴上，“鼓”作

为乐器用于喜庆活动当中，传达着欢乐氛围。从形、

意、音上概括，“喜”是以“鼓”的形状加一个喜笑

口形，“心中愉快，形于其表”。 

随着朝代的更迭和社会的发展，“喜”字的形态

也随之演变发展，从甲骨刻字到现代的打印体，“喜”

字的形态变化丰富，为基于吉祥文化下的“喜”字再

设计奠定了基础。以下从诸多字体当中分析几个变化

较大的时期。 

1）商金文时期，多为图形符号刻字，文字多出

现在青铜上，相较于甲骨文更具有形象性。 

2）秦小篆时期，秦朝统一六国后为方便管理、

便捷交流，将字体图像化削弱，使书写更加工整，“喜”

字也如此。 

3）汉隶书时期的“喜”字笔画间有了粗细变化，

犹如蚕头燕尾，字体形态更加有韵味。 

4）行文流水、飘洒俊逸的行书、草书体的“喜”

字更具独特个性，能够展现不同时间、不同情感、不

同视角创作的独一无二的书写体。 

5）至今应用广泛的楷体、宋体。楷体是现在最

为流行的书写应用字体，楷书从西汉源起到唐鼎盛，

一直为大众所喜爱，很多字体都是在楷体基础上设计

创作的。宋体是当今最为流行的印刷应用字体，是基

于雕版印刷发展兴起的字体。现代“喜”文化的相关

“喜”字设计用楷体、宋体和黑体较多，更加规整有

序。 

3 “喜”字表现形式分析 

“喜”作为伴随人一生的追求，是人们的情感寄

托，是对美好生活愿景的表达。“喜”字形态千姿百

态，发展而来的“喜”字纹样更是丰富多彩。“喜”

字往往与各种吉祥纹样相结合，通过工艺品、雕刻、

织绣、剪纸等方式呈现，在不同表现方式下展现各具

特色的“喜”字纹样效果。下文从带有“喜”字纹饰

的相关文物中挖掘“喜”字纹样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表

现方式。 

3.1 “喜”字纹样组合形式分析 

1）以清同治时期的“银镀金囍字蜡扦”[6]为例

（如图 1 所示），该蜡扦是成对的金大元宝“喜”字

灯，其结构精巧、纹饰丰富。蜡扦的构成形式十分独

特，擎杆部分以大小两个镂空“囍”字与元宝形蜡泪

承盘相间组合而成，整体上小下大，底座以四个折角

如意形足承托，在稳固实用的同时兼具美感。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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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银镀金囍字蜡扦 
Fig.1 Silver-plated gold-plated wax with Xi patterns 
 

精巧外，在“双喜”字与元宝、底座连接处还点缀蝙

蝠纹、团寿纹、“卍”字纹等纹饰，底座有四垂如意

花牙及折角如意形足。承盘及底座外壁錾刻细密的

“囍”字、团寿，以及云蝠纹。多种吉祥纹样相结合的

方式所呈现吉祥寓意，同时营造新婚喜庆富丽的景象。 

2）以清晚期“银镀金双蝶纹囍字粉盒”[7]为例

（如图 2 所示），粉盒盖上纹饰上下、左右对称，整

体盒型根据纹饰形态边缘有序起伏，所呈现形态在具

有节奏韵律的同时，加强了摩擦力，便于开盖。在结

构上，该粉盒为前端开启式，在盖内嵌玻璃镜，盖与

盒身子母口相合，在结构上设计轻巧。盒内分两格，

大格可置胭脂粉，小格置粉饼、粉纸等，可谓是现代

粉饼化妆品的原型所在，是古代人智慧的结晶。粉盒

重在纹饰，相对于结构，其纹饰更能够吸引大众的目

光。在盖面上呈现锤錾双蝶对舞，即“喜相逢”纹，

中为镀金“囍”字。盒壁錾刻花蝶纹及四枚葫芦，葫

芦内分别刻“四季”“平安”“子孙”“万代”吉语。

粉盒的设计吉祥寓意深厚，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以上列举的文物，不论是结构精巧的“银镀金囍 

字蜡扦”，还是纹饰多样的“银镀金双蝶纹囍字粉盒”，

都是在“喜”字形态上结合吉祥纹样进行创意组合，

多与团寿纹、“卍”字纹、蝙蝠纹、蝴蝶纹相组合而

成，形成有具有“福”“寿”“喜”吉祥寓意的“喜”

字纹。纹样组合形式往往是根据器物和用具的形态特

征和使用场景，并结合象征、寓意、文字、谐音四种

展现方式来表达其“喜”字吉祥文化内涵。由此可见，

“喜”字纹样的装饰元素和构成形式多种多样，造型

也丰富多彩，在点缀生活的同时增添吉祥喜庆氛围。 

3.2 “喜”字形态分析 

“喜”字形态层出不穷，其发展为吉祥纹样后更

是丰富多彩。在文字组合上，“喜”字通常有“禧”

和“囍”两个文字组合方式，前者意为“示喜”，后

者意味着“双喜”。除此之外，还有“长喜”字、“团

喜”字等变形方式[8]。“喜”字不光是在字形组合上

有所变化，在其艺术组合形式上也是多种多样：与蜘

蛛、喜鹊等动物纹样相结合的“喜”字纹，寓为“喜

从天降、喜报春光”[9]；与梅花等植物纹样相结合的

“喜”字纹，寓为“喜上眉梢”；与铜钱等器物纹样

相结合的“喜”字纹，寓为“喜在眼前”等[10]。总而

言之，“喜”字的表现方式都从“喜”字的字体笔画

和书法本身出发，与几何纹样、吉祥纹样相结合，所

体现出来的字体既有文字内涵，又具有装饰作用。关

于各类文物当中“喜”字形态特征的分析及字体变换

规律，见表 1。 

“喜”字形态经历了从图腾符号到文字再到“喜”

字纹样变化发展，传递着“喜”文化深厚的文化内涵，

标志着吉祥文化的传播与扩展。“喜”字纹样主要是

通过象征、寓意、文字、谐音这四种表现方式凸显“喜”

字所蕴含的吉祥文化内涵。而在构成形式上，文物的

纹样组合和字体形态构成都遵循着对称、中正和圆满

的传统规律形式。这些“喜”字的表现方式与构成形

式为当代“喜”字的设计创作奠定了基础。 

  
  a                                           b 

 
图 2  银镀金双蝶纹囍字粉盒 

Fig.2 Silver-plated and gold-plated double butterfly pattern box in the form of character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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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喜字形态列举 
Tab.1 List of forms of character Xi 

字体形态 字体特征 字体寓意 

 

示字偏旁部首结合“单喜”

字，书法字体 
迎禧、纳福、见喜 

 

在“双喜”字基础上做圆形处

理，是“团喜”字形态的一种，

左右对称 

双喜、喜上加喜、圆满 

 

在“团喜”字基础上结合 

“卍”字纹，左右对称 
圆满、吉祥喜庆 

 

在“团喜”字基础上结合“工”

字纹，“喜”字更加概括简洁，

左右对称 

圆满、吉祥喜庆 

 

“单喜”字基础上的“长喜”

字，笔画做圆头处理，结合“十”

字与“工”字，左右对称 

吉祥、幸福、长寿 

 

“单喜”字基础上的“长喜”

字，笔画做圆头处理，“十”

字叠加，左右对称，上下等比

吉庆、富贵、长寿 

 

4 “喜”字文化设计现状分析 

生活中对“喜”字文化设计的需求范围越来越广，

涉及到各个领域 [11]。人们的一生伴随着对吉庆的追

寻，婚嫁之喜、新生满月之喜、百寿之喜等，都要用

到“喜”字文化设计，其目的在于表达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也为了在平淡生活中增添一份幸福感。但当代

的“喜”字文化设计无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无法传

达审美感受，无法传递吉祥寓意。对于一直以来向往

美好生活的人，对于有个性化追求的人，对于有文化

传承目标的人，他们无法认可当下的“喜”字设计。 

从婚庆中的“喜”字文化设计来看，其呈现着模

式化和趋同化的设计现状[12]。虽然现代设计风格多样

化发展，但许多“喜”字文化设计却在进行简单的模

板套用，如在伴手礼礼盒上看到的很多“喜”字是双

方姓氏结合的“双喜”字模板。除了文字结构模板套

用以外，在纹样图案设计上也存在着照搬的情况。国

潮风的“喜”字文化设计，将没有理解文化内涵和设

计法则的纹样图案盲目地用于设计当中[13]。用各种图

案拼凑出来的设计，毫无新意，既无法继承创新的优

秀传统文化，也不能很好地表达出人们的喜悦情意。

针对当下喜字设计现状做以下原因分析。 

1）模板套用大致是因为消费者主观审美感受缺

失。消费者审美处于动荡期[12]，消费者审美动荡产生

的因素一方面是商业引导审美，容易导致个人审美感

受的缺失；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审美的升级迭代，使

其很难跨越审美阶层。在消费者的动荡期，要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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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文化商业设计能够在视觉审美上对消费者起到正

确积极引导作用，真正做到优秀传统文化再设计，真

正做到古今结合。 

2）模板套用是因为设计者盲目跟风，在未能理

解设计元素的情况下，随意将其用到设计中。设计者

的盲目跟风还体现在风格上受到商业营销影响，设计

风格随大流，使得设计师缺少了个人创作的主动性。

设计者创作时需要从消费者角度出发，在实用性的基

础上做到审美舒适，合理运用传统元素。设计师是提

高消费者审美的关键，要肩负起传统文化传承再设计

的责任，以打造中国文化特色设计为使命。 

人们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感受，有对美好生活

理念的追求，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喜”字文化。思考如何让“喜”字

文化设计更加具有独特性和民族性，才能让中国“喜”

字文化设计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但现今我国缺乏对传

统“喜”字文化完整的研究体系，对传统吉祥文字在

当代设计应用还不太成熟。所以当下的“喜”字纹样

设计需要传承和创新，让“喜”字文化设计更加具有

特色和内涵，从形态、寓意和结构上对传统“喜”字

文化纹样进行提炼，用更现代化的视觉语言传达更有

说服力和文化底蕴的“喜”字设计。 

5 “喜”字再设计 

基于以上对“喜”字文化的内涵和“喜”字形态

的探究可知，当代“喜”字的设计迫切需要传承和创

新。如何去打造具有特色的“喜”字设计，提升“喜”

字设计的辨识度，是需要进行集中思考、合力解决的

主要问题。对于“喜”字再设计，需要从以下两个方

面来实现。 

5.1  个性化再设计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物质上已经得到了

基本的满足，因此大部分消费者都会选择个性化消

费，希望在精神方面得到更大满足[14]。在人生“喜”

这一时刻，每个人都希望用独一无二的形式庆祝，因

此定制个性化“喜”文化设计受到多数人的喜爱。运

用传统“喜”文化元素进行再设计是体现个性化设计

的重要方式，这样的设计方式既符合中国大众的审

美，又能够继承与创新传统“喜”文化，还能够满足

个性化设计需求。 

在个性化再设计中，首先需要对传统“喜”文化

元素进行提炼概括，明确元素内涵，再根据要求进行

字体设计。在设计时需遵循对称、中正和圆满的传统

规律形式，结合现代新技术、新造型和新媒介进行设

计。例如，在婚嫁之喜中，可运用“团双喜”字，在

此基础上添加一些鸳鸯纹或卷草纹等象征爱情的、寓

意美好的元素，设计的同时要遵循字体的圆满，切忌

棱角，此外还要遵循传统字体中正对称的字体形式。 

5.2  情感化再设计 

情感化再设计体现在能够通过视觉、触觉、听觉、

嗅觉各方面的感官传达有温度的设计。“喜”本身是

个人喜悦情绪的表达，注重情感化再设计是为了更好

地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再设计情感的表达能提升整

体视觉享受和生活幸福感。再设计情感的表达需要通

过“喜”字形态本身进行字形设计，并与一些几何纹

样、动物纹样、植物纹样等具有象征与寓意的吉祥纹

样相结合。例如，新生满月之喜可运用葫芦纹、如意

纹、元宝等作为设计元素，寄托着四季平安、福禄祥

和的美好祝愿。 

6  结语 

“喜”字吉祥文化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热爱，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文首先对

“喜”字吉祥文化的内涵和“喜”字的起源与发展进

行探究；再从“喜”字纹的构成形式和表现方式分析

“喜”字纹的特征，从中感受到“喜”字纹的艺术美

与形式美；最后，对当下“喜”文化相关设计现状进

行调查分析，更加坚定了传统优秀“喜”文化的传承

与创新。 

基于吉祥理论下的“喜”字再设计过程，不能对

传统“喜”字纹饰实行“拿来主义”，当然也不能对

传统的“喜”进行全盘否定，而是在传统吉祥“喜”

字的基础上总结“喜”字的组合形式和表现方式，逐

渐完善吉祥文字体系，使字体形态规范化，纹样应用

合理化。设计时要先明确是婚嫁之喜、新生满月之喜、

百寿之喜等中的哪一主题，再充分了解字体形态，仔

细考究字体笔画间的方正圆直，调整字体结构疏密、

对称、中正，最后对应主题将吉祥纹样进行应用。中

国图形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在对优秀传统

纹样图案进行提炼应用时，必定要从其象征寓意方面

做仔细的考量，切忌杂乱，一种“喜”字主题对应一

类寓意的吉祥纹样，将古人的美好祝愿严谨地留存。

在结合现代媒介进行创作时，既要考虑如何用现代的

设计手法表现具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感的“喜”文化设

计，也要做到满足人的情感和物质需求，这就要求运

用现代多样的媒介形式创新“喜”字文化设计。通过

呈现具有传统与当代特色的“喜”字文化设计，使得

传统吉祥文化实现真正的传承与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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