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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汉字在标志中的应用方式进行分析。方法方法 结合设计实例，分析标志设计师以汉字为

基本元素，并与概念元素、具象图形和相关文字巧妙结合，创作的许多具有浓烈民族特征的标志作

品。结论结论 设计师以汉字为元素进行标志设计并不是保守和守旧，而是对汉字进行创造性的解读，为

中国设计探索现代化与国际化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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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mod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logo design. Combined with design examples，
it analyzes that the logo designers apply Chinese characters as the basic elements，and ingenious structured with the concept
of element，figurative and associated text，creates many flag works with strong ethnic characteristics. The designers with Chi⁃
nese characters for the element logo design is not conservative and old-fashioned，but the characters are interpreted creative⁃
ly，and makes a good example for Chinese design exploration of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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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设计研讨

随着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现实的时空

环境和人们的审美心理也在不断改变，世界设计出现

了“反国际化”潮流，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成为平面设

计师所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说，中国设计如何在国际

化大潮中，将民族文化运用于现代设计，保持鲜明而

独特的民族个性，而不是湮灭在全球化浪潮中，成为

设计师需要思考的课题。在快节奏、多信息、强竞争

的现代社会中，以汉字为设计元素创作标志受到众多

平面设计师的青睐，设计师认真研究中国文字的结构

和笔画，并探讨汉字造型的意义，将汉字的精髓巧妙

地运用到商业创作中，设计了许多高水平的标志作

品。汉字标志也以其特殊的文化性，给受众以深刻的

视觉感受，并成为近年来标志设计的新趋向之一。

1 汉字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作为华夏文明

的忠实记录者和载体，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并沿用

至今的文字，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创造精神的象征。汉

字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与文化，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与发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汉字是对自然

的高度抽象与提炼，显示了中华民族对自然的深度理

解和对其形式规律的充分把握，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

源泉，是传递信息和交流情感的有效工具。

汉字不仅是语言信息的载体，还是一种具有音、

形、意三位一体的文字系统。汉字的音、形、意共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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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唤起公众对客观事物的形象联想，为设计提供了

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1]。

2 标志

作为一种视觉识别符号，标志以特定而明确的造

型代表或指称某一事物，表达一定的涵义，并借助人

们对符号的识别和联想，传达特定的信息，实现其无

形价值。标志承载着时代的文化和审美特征，对于树

立企业形象、塑造品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标志，也可称为标徽或徽标，它的起源和产生先

于绘画和文字，从上古时代各部族的图腾符号发展到

现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作为标志，美观的外形是被

人们接受的前提和基础，而其承载的思想文化信息，

则是其产生隽永魅力的根本所在[2]。随着经济与社会

文化的发展，标志设计的思潮和观念不断更新，并打

下深深的时代烙印。而标志的文化内涵才是制胜的

关键，文化内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体系，随着时

间的流逝推移，历史的变化更替，文明的深化进步，不

断延伸衍变，吸收整合，形成标志设计厚重的基础和

强劲的支撑[3]。思想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

造的财富总和。作为设计文化，标志是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反映，蕴含着各时代的思想文化沉淀。

3 汉字在标志中的应用方式

标志设计成败的关键在于文化内涵的呈现。作

为一种视觉元素，汉字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很高

的艺术魅力，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表现出更为强大的生

命力，是设计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汉字为

标志设计提供了运用元素及美学的基础，由于其文化

性及表形表义的双重作用，在标志中占据重要的位

置，并逐步成为标志设计的主体。当然，标志设计绝

不是对汉字的简单照搬，而是以汉字为基础进行创

意，并与概念元素、生活图形和相关文字等进行巧妙

构成，是在汉字基础之上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以汉

字为主体构架的标志，主要体现出艺术表现性强、民

族性突出、信息性传递准确等优势[4]，是东方文化精神

和现代设计观念完美结合的产物。

3.1 汉字与概念元素的构成

平面构成的基本元素是视觉艺术在平面构成运

用中的最基本要素，即基本元素。它是由形状（点、

线、面）、色彩（色相、明度、纯度）、肌理、空间（大小、方

向、位置）等组成。基本元素包括概念元素和属性元

素，其中，概念元素是基本元素形状中的点、线、面，也

有人称之为形态元素[5]。平面设计师以汉字为基本元

素，并将之与概念元素有机结合起来，使标志的概念

与表现达到理想的契合状态，创造出具有东方文化精

神却又不失现代设计理念的视觉世界，使观者在强烈

的视觉刺激中体会设计师的创作意图。例如，香港平

面设计师靳埭强1984年为香港正形设计学校所设计

的标志，见图1，抓住正形设计专科学校的独有特点，

并将之抽象成直线的现代设计语言，同时很好地将

“正”字巧妙融入其中，严谨骨骼的组织象征着设计教

育的严格要求，而垂线和水平线则分别象征对设计学

术探讨的广度与深度，将正形设计这个概念诠释得淋

漓尽致。这个形象既在内涵上具备了中国特色，又用

现代的构成手法表现出了现代人的精神风貌和审美

意识，反映了现代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

3.2 汉字与具象图形的同构

同构也就是把不同的、但相互间有联系的元素巧

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不再是物的再现或并举

在同一画面，而是相互展示个性，并将共性合二为一[6]。

由于同构的作用，原来相互独立的两个或多个元素得到

了概括与整合，并使得原来的形象产生陌生感，内涵

却随之得到了提升，给人一种巧妙的视觉印象。同构

的意义在于通过一个简洁的新图形来表达多重内涵，

给受众带来意料之外和情理之中的心理感受，因而同

构也被称之为一形多义。

汉字与具象图形的同构，绝不是文字与图形的简

单堆砌，而是对客观物象自然形态和精神内涵的把握，

并根据汉字属性进行创意。同构的关键是共性，而对

于汉字与图形两者共性的发现，需要设计师关注生活，

走近生活，到生活中去找到创意的灵感。具象图形是

在客观世界的基础上提炼加工而成的图形，具有自然、

随意、活泼、生动等形式特征，能带给人感性和热情的

视觉感受。标志中的具象图形可以从人物、动物、植

物、器物、自然形态等造型入手[7]。正因为敏锐的洞察

力及扎实的艺术功底，设计师在汉字和具象图形之间

寻找到共性，立足于汉字，对具象图形进行新的设计重

组，把它们巧妙同构起来，并保持各自的识别性。这种

汉字与具象图形相结合的标志，很好地融合了具象图

形和汉字两者的优点，既生动有趣，又别具一格，在实

现信息传递方面有着很强的优势。例如，中山设计师

洪卫2003年为中山市大涌红木家具所设计的标志，见

图2，就是汉字与具象图形同构手法的代表。设计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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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这个项目时，对红木家具并不太了解。随后，他到

中国历史悠久的红木家具重镇大涌进行实地考察，并

翻阅甚至深入研读大量的红木家具资料，随着研究的

深入，在“大涌”两个汉字和最经典的红木家具明式圈

椅之间找到了共性。于是设计师以汉字“大涌”为标志

基础，并借鉴了明式圈椅正视图的造型，恰如其分地将

文字结构化，最终巧妙而自然地把两者同构起来，这是

对中国意蕴文字与生活图形的完美结合。很显然，设

计师在寻求解决商业案例方式的同时，将东方美学的

意境很好地融合进来，达到了唯美的视觉效果。当然，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大涌红木家具醇厚的文化底

蕴和精湛的传统工艺，成了设计师最满意的作品之一，

并受到设计界的广泛好评。

3.3 汉字与相关文字的结合

除了汉字与生活图形、概念元素的结合外，一些

设计师还重视与相关文字（主要包括英文和汉字）的

相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字和英文字母构成的标

志，既体现了东方风情，又融合了异域情调，能达到中

西合璧的效果。例如，上海平面设计师沈浩鹏为曲阜

孔子中英文学校所设计的标志，见图3，就是汉字与英

文完美结合的典范。学校位于孔子故里，集中英文于

一体，于是设计师以中英文的首字母“C”和“E”为基本

元素，且将电脑表现的字母“E”反向，放置在左边，将

书法表现的字母“C”放在右边，两者结合构成了汉字

“孔”，富有趣味而充满挑战。

与曲阜孔子中英文学校标志明显不同的是，许多

标志是运用正负形手法所形成的图形。在汉字标志

设计中，采用图底反转，使得字与字之间互为图底，且

与主题很好地对应起来，标志的各个部分都得到了充

分的利用，以有限的空间来表达丰富的内涵。中国传

统书写绘画经验里有句经典道白 ，即“计白当黑 ”，就

是重视对虚空间的利用，表达无为而有为的概念[8]。

例如，中山设计师洪卫2006年为惠州市慈善总会所设

计的标志，见图4，是以代表地域的“惠”字为基础，设

计师凭着敏锐的观察力，在正形“惠”字之中，发现并

提炼出一个负形的汉字“善”，正好体现了惠州慈善的

概念。正形中存在着负形，且两者形意相融，又保持

了双方的识别性，虚实融于一体，让人不经意恍然大

悟于虚实之间，体现了东方文化所特有的无和有、虚

和实的哲学思想。“惠”字的实与“善”字的虚形成了很

好的对比关系，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相得益彰。虚与

实是相互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没有虚也就没有实，同

样没有实就没有虚，虚与实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

面[9]。从这个层面说来，虚也就是实，虚与实缺一不

可，不可分割。

虚实相生实际上是一语双关，能达到耐人寻味的

艺术效果，埃舍尔、达利、福田繁雄等艺术家都常用这

种手法。除标志设计外，虚实相生手法也广泛运用于

海报、图形设计之中[10]。

4 结语

标志是精神的载体和文化的象征。随着社会的

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人们对标志文化内涵的要

求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高，文化是标志设计的

命脉。中国悠久的历史为人们留下了丰厚的视觉艺

术宝库，在艺术设计过程中寻求民族因子，并与现代

因子有机结合，创造出既有历史文脉又有现代精神的

形象，是设计师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汉字文化博大

精深，寓意深刻，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无疑为标志的

民族风格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标志设计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汉字形象受到广大设计师的喜爱，一些平面

设计师以汉字为基本媒介，且细心发现生活图形、概

念元素和相关文字与汉字之间的共性特征，通过自己

的精心设计使之与它们巧妙构成，创作了许多具有现

（下转第 118 页）

图1 香港正形设计学校标志

Fig.1 Hongkong Zhengxing design

school logo

图2 大涌红木家具标志

Fig.2 Dachong rose wood

furniture logo

图3 曲阜孔子中英文学校标志

Fig.3 Qufu confucius Chinese &

English school logo

图4 惠州市慈善总会标志

Fig.4 Huizhou charity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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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设计理念的标志作品。

在全球化语境下，设计师以汉字为元素进行标志

设计并不是保守和守旧，而是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之

上创造性地对汉字进行现代化解读，以自己独特的视

角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雅重新演绎出来，使之不至于

湮灭在全球化浪潮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开拓出新的

视觉疆域，为中国设计探索现代化与国际化做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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