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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传播汉字文化，切实提高汉字标志的设计运用能力。方法方法 首先分析了汉字图形化发展

的现状和汉字标志图形化设计的原则，然后从“字图同构”、“以字组形”、“以形组字”和“以形饰字”4个

方面探讨在汉字标志设计中如何采用图形化表现手法。结论结论 还原汉字本身的图形化、符号化、形象

化特点，提出在汉字标志设计中采用图形化表现手法才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更好地传播汉字标志的

内涵，并使“汉文化圈”以外的人也能感受其设计理念，从而塑造良好的国际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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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better spread Chinese culture，it aim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using Chinese characters logo
design. First it analyzes graphic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principle of Chinese character symbol
graphical design，and then from the "graph isomorphism"，"to block shape"，"groups with the word" and "to act the role of
the word" four aspects，to explore how the characters logo design uses a graphical technique of expression. It restores vivid
characters themselves graphical，symbolic，visualization features，puts forward using the graphical expression in Chinese
character logo design can better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to better spread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symbol，so that " Chinese culture circle " outside people can feel their design philosophy，which creates a good international
brand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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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经历了符号——图形——文字的发展过程，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承载了中华民族太多的文化

内涵。汉字、楔形文字、玛雅文字、象形文字等的发展

是伴随着“结绳而治”、“刻木为契”、“仓颉作书”等传

说而发展起来的，在汉字创始之初，汉字就具有了图

形化的特征。不管是从汉字的方形结构和笔画特点

来看，还是从汉字本身的这种图形化特征来分析，它

都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图形作

为一种国际化交流的语言，它可以跨越不同地域和文

化背景的限制，最终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1]。图形化

汉字标志正是利用这一原理，生动地还原汉字本身的

图形化、符号化、形象化的特点，使其形象直观、易于

识别，不但可以让熟识汉字者深解其意，而且可使“汉

文化圈”以外的人感受其设计的理念，从而真正促使

其认识汉字、认识中国、增加趣味。在当今的设计领

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优秀的基因之一的汉字更是

被大量运用到各种设计领域，汉字的图形化正以越来

越丰富的形态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中，并逐步成为汉字

标志设计的主流表现手法[2]。不管是在产品标志中还

是在品牌标志中，汉字标志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亲

睐。图形化汉字标志就是在不脱离汉字本身含义的

基础上，以字的本身含义为依托，根据字意来联想创

意，将字形字体进行图形化设计，把字意象征化处理，

从而创造出一个具有新形象的、可代替文字的视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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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符号。

1 汉字标志图形化设计的原则

标志设计本身就是一门受羁绊的艺术，这就注定

了汉字标志在设计创造过程中受到的牵绊必定更

多。利用自由性十足的图形化手法来进行汉字标志

的创意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能打破这些枷锁，因此设计

师在设计汉字标志时必须在兼顾标志传播功能的基

础上遵循一定的设计原则。

1.1 高度凝炼兼顾整体诉求原则

汉字标志与传统标志一样，它同样需要传达企业

的理念、精神文化、行业特征、经营范围等信息[3]。作

为“方寸之物”的汉字标志想容纳如此多的信息，遵循

凝炼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很多设计师在汉字标志

进行图形化设计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会将本身造型

结构已经很复杂的汉字设计成更复杂的汉字标志，这

就在无形中削弱了标志的传播能力。此外，一个标志

在构思的过程中对信息元素的视觉表现存在主次之

分，有时需要突出标志的行业性，有时则需要集中体

现其地域性。面对需要传达的如此繁杂的信息，设计

师应该筛选出需表达的主要元素，紧紧抓住图形与汉

字的契合点，高度凝炼，并兼顾整体诉求，才能创造出

视觉印象清晰、识别性强的标志图形，才能达到整体

诉求。九天广告标志见图1，标志以阿拉伯数字“9”与

虚空间中汉字“天”为主要构形元素，在传达品牌个性

特征的同时，将整体造型凝炼概括为“铅笔”和“逗号”

形态，既突出其行业特征又传达了该企业永不止步的

精神文化内涵。

1.2 意向准确兼顾图形自由原则

标志设计注重的是意念的表达，设计师需通过巧

妙的构思、浓厚的知识积淀准确地传达出汉字标志所

要表达的内涵。汉字经历几千年的演变早已摆脱了

原始的图形化特征，每一个汉字都具备了指向明确的

含义，而图形相对来说所蕴藏的含义则要丰富自由得

多。图形的抽象多义性较汉字的明晰具象性来说具

有更大的灵活性，这就为设计师的自由设计构思提供

了更大联想空间。汉字标志的图形化处理就是要借

助图形元素，发掘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还原汉字原本

承载的各种信息，从而创造出意向准确的传播符号[4]。

1.3 审美愉悦兼顾传播便利原则

在信息空前膨胀、图像泛滥的社会，人们对视觉

信息的读取是有条件、有选择的[5]。追求视觉上的审

美愉悦是所有消费者的共同需求，小小的“方寸之物”

必须做到独具匠心、创意新颖才能给消费者留下深刻

印象。汉字标志在设计构思过程中，只有首先在视觉

上给受众留下美好印象，后续才有可能引发良好的情

感共鸣。另外，所有的商标标志在后期将会被应用在

不同的媒介和载体之上，会采用不同的材质来表现标

志的造型，因此汉字图形化标志同样需要充分考虑它

的适用性，要便于在各种媒体上进行传播。

2 汉字标志的图形化表现手法

2.1 字图同构

在标志设计中，图形阅读的“无国界”这一特征使

得图形比文字更具备灵活性，也更便于标志在世界范

围内的广泛传播。文字经历了从具象到抽象的演变，

在形态上，文字结构的严谨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标

志造型的创作思路。一个汉字标志既不能脱离文字

本身的含义，又要从其形态结构上使视觉受众拓展出

新的联想思维，那么采用图文同构手法设计出来的

“半图半文”的标志才具备更好的传播效果。

在构思标志的过程中，设计师可以利用图形同构

原理，借助形式美法则，将汉字与图形进行同构、异

构、重构、反构这4种手法的视觉处理，设计出别具一

格的汉字标志[6]。利用图文同构构思设计的标志可摆

脱原有汉字传播的约束和死板，拓展标志的趣味性和

艺术性，从而增强和提高标志的传播力度和广度，也

能赋予汉字标志更深刻的意义和内涵。采用这种表

现手法设计的标志，首先让受众映入眼帘的是“汉

字”，其次感知到的才是图形，图形是对字意的补充和

强调。正邦设计公司为乐语虚拟运营品牌“妙more”

设计的标志，见图2，该标志以汉字“妙”为设计主体，

与开启键融合，体现用户拿到号码后放入手机的第一

个动作——开机，暗示开启全新的通讯理念，开启更

多的美妙生活。字体左右结构相连，象征着通讯属性

图1 九天广告标志

Fig.1 Jiu Tian advertising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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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接。同时在妙字中巧妙地融合了英文字母

"more"，使标志感觉更奇妙有趣，直观易懂。这种字为

主、形为辅的表现方式既能增加汉字标志的可读性，

又能还原汉字本身的严谨、凝炼、概括的结构特性。

2.2 寄字于形

将汉字作为标志设计的最原始点线面元素，将文

字按照主题要求，以某个具象图形轮廓进行设计、编

排，形成“寄字于形”的汉字标志符号[7]。这种构思的

方式可以打破汉字原本呆板拘束的风格，创造出形式

多样的视觉效果，营造出字意画境的心理感受。该种

表现手法强调的是图与字的相互映照，既要能完整地

表达汉字的字形字意，同时又要给视觉受众留下明确

的图形感，图形在强化了字意的同时也突出了文字的

装饰性。

以字组形的表现手法的落脚点是图形，整个标志

的图形感是第一要求，在满足所要表达的图形基础上

融合的才是汉字。绝大多数情况下，经过笔画变形或

夸张的汉字是围绕主体图形进行构思的，选用的图形

与融合的汉字这两者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杭州的

城市形象标志见图3，该设计以汉字“杭”篆书为基础

图形，结合了航船、城郭、建筑、园林、拱桥等要素，运

用江南建筑中标志性的翘屋角与圆拱门作为表现形

式，其中还隐含了杭州著名景点“三潭印月”的形象，

设计师将无可替代的城市名称与无可替代的视觉形

式合二为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江南地域的特

征，也体现了杭州作为著名风景旅游城市的特点。

2.3 字图达意

以形组字一般采用两种方式进行表达，一是在汉

字的笔画轮廓内添加图形，二是用丰富的具象的图形

符号替换组成汉字的笔画。添加或置换组合在汉字

笔画中的图形可以是具象的花、鸟、虫、鱼，也可以是

抽象的图形符号，文字与图形的属性可以一致，也可

以从侧面或反面造成落差形成对比。

象征、寓意性的汉字图形化标志设计，既吸收了

汉字的文化内涵，将“形”与“意”和谐地融合到一起，

还原了汉字的图案化、符号化、形象化的特点，准确传

达了汉字的完整概念，又兼备了现代图形强烈的现代

符号意味和象征意义[8]。这种以形组字、以意传情的

图画式汉字标志，极大地丰富了汉字的视觉效果，构

成了现代汉字新的视觉传达语言。“春”字的创意设计

见图4，通过置换手法，将龙、祥云、篆书等形象融合到

“春”的字体设计中，传达出了中国最深层的文化底

蕴，体现了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寓意。

2.4 字图共组

所谓的“以形饰字”就是对单个文字或者词组的

笔画、偏旁部首进行图形添加式的装饰。此种表现手

法包括添加修饰和表面修饰，既可以只针对笔画添加

修饰图形，也可以对汉字的表面进行肌理、花边式的

表面处理，这种方法在突出字体结构形式美感的同时

赋予了图形语言的趣味性。

汉字和图形一样同属视觉符号，在汉字图形化标

志中，两者是互为补充的存在载体，“以形饰字”就是

以汉字字形为母体，对字形结构进行图形化的凝炼式

处理，使之瞬间将信息有效、准确地传播出去，使视觉

受众对标志的内涵得到深度解读[9]。昆明老街商业地

产标志见图5，整个标志利用“古铜钱”和“彩云之南”

这两大基本元素，在“悦黑”字体的基础上，采用添加

修饰的表现手法，很好地体现了品牌的地域个性和商

品属性。同为商业地产项目的绿地欢乐汇标志见图

6，同样选择了“古铜钱”这一元素，采用表面修饰的表

现手法，用渐变色肌理突出品牌产品的时尚性和年轻

属性。通过对汉字更进一步的抽象化，体现了抽象图

形的形式美艺术。现代汉字早已突破原有的内涵，不

再是单一的一种书写符号，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更体现

了强烈的形式美感和深刻的美学内涵。

3 结语

汉字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和沉淀，从传统象形文字

图2 “妙more”标志

Fig.2 "Miao more" logo

图3 杭州的城市形象标志

Fig.3 Hangzhou city logo

design

图4 “春”字的创意设计

Fig.4 "Spring" font crea-

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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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代汉字图形的演变过程，也是人们对图形文字不

断进行设计和创新的过程，结合了无数人的智慧与心

血，这不仅是一笔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也给今天的

设计带来有益的启迪和深厚的文化感、历史感。图形

化表现手法是汉字标志最主要的设计手法，汉字与图

形互为补充、相互融合，不仅可以更好地跟国际接轨，

使受众深度解读其承载的传递信息，而且可以体现中

国民族文化深层次的意蕴。汉字标志图形化在设计

领域的深度发展，不仅可以拉近与消费者的情感距

离，实现广告的有效传播，而且对于汉字本身的发展

与升华也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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