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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现代信息符号化设计理念的创新性进行分析和借鉴。方法 以天工开物的传统造物思想
为依据，通过天工人代创化事物的观念与社会视觉信息符号的指代作用进行类比分析，阐释信息符号
化以人为本思想与视觉转化观念以及文化符号构成 3 个方面的设计理念。结论  信息符号化设计，不仅
涉及视觉文化而且还涉及与社会学知识的整合，必将逐步摆脱以单纯媒介技术为目的的羁绊，赋予更
新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向基于文化认知的视觉传播方向转型，促进信息传达设计思维与方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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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Idea of the Heavenly Creations in the Design of Information Symbols 

LIU Yang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400331, China)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symbol design concept is analyzed and used for reference. Traditional 
thought of creation to heavenly compounds as the basis, through the role of heavenly creations and human creative things ideas  
and social visual symbol, the analogy analysis is made. It interprets the information symbols of people-oriented thought and the 
concept of visual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symbols which constitutes three aspects of the design concept. The information 
symbol design, involving not only the visual culture also relates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will gradually 
get rid of simple media technology for the purpose of the fetters, given to update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the direction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cognitiv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promote information convey the 
thinking and method of desig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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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是明代一部关于传统手工造物的

重要历史文献，书中体现的“天工人代”思想，有

着非同寻常的人文科学价值。当代学术界在如何理

解“天工开物”的观念上曾经产生过分歧，正好触

及对这一思想的传承和应用。而信息符号化是现代

设计的一种类型，本质上是将一种虚拟消息转化为

视觉符号的设计，随着全球化的“比特”互动技术

的视觉传达，信息传播从单一电脑屏幕的媒体技术，

扩展到电子游戏产品和智能手机的交互信息符号，

社会步入“形象服务”同构“文化消费与生产”的

时代，信息符号化被赋予更新的内涵，引导着视觉

传达与文化信息相互转化的设计思想和方法创新。 

1  天工与信息界说   

1.1  天工的概念    

    天工的定义在古代思想衍变历程中，“天”指自

然力，有时也指人格神。 “工”是指“职任、技艺”，

天工即天的职任。如《尚书·皋陶谟》所言：“无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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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官、天工人其代之[1]。”古以为王者法天而建官，

代天行职事，即“天工人代”之事。今人对“天”

的认识，有自然环境和空间广大的意思，天工也指

天然形成“巧夺天工”的高超技艺。    

1.2  信息的定义  

 信息一词，在中国历史悠久，南唐李中就有“梦

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的诗句。这里的“信

息”指的是事物产生发展状态的讯息，因此广义上汉

语中的“信息”源于古人所说的“音讯”或“消息”。

而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中，人们观察事物、传递消

息、交流信息并创造信息。信息无形且无处不在，并

通过人的知觉转化为有形，以物质为载体，传递和反

映各种事物现象、存在方式和运动规律。 

1.3  天工与信息的人代特征   

天工与信息的概念，虽然所指含义不同但是却

有着相同的特征。《天工开物》序言中讲过：“天覆

地载，物数好万，而事也因之曲成而不遗。”其中“曲

成而不遗”出自《易经·系辞上》，本意指《易》能

包罗天地之道，乗变以应物，不应一方，周流天下，

万事万物皆天地之道互补创化而成。有学者概括：

“曰天工者，兼人与天言之耳[2]。”即“天工人工互

补”[3]之说。宋代苏轼在《赵德麟字说》中提到：“宋

有天下百餘年，所与分天工治民事者。”因而，天工

与人工相对应，治理民事由人工与天工相辅相成。  
信息由人感知而产生形态，听与看是人类最自

然也是最复杂的文化行为。一切提供信息的视觉媒

介如文字语言和符号图形，是通过人的观看、听读

积累经验，以清晰易懂的视觉表征进行传达。信息

的真实性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人的视觉媒介，就

如同《天工开物》的《冶铸》篇中对制器与使用信

息的描述，即人们创制各种器皿，扽的用来司春，

利的用来锄地，薄的用来煮食，空的用来做乐器，

总之物尽其用。这既有积累生活经验的造物技艺，

也有器物使用信息的人代特征。 

2  天工与信息的视觉文化   

2.1  天工的文化信息   

   天工谓之于天然技艺，是古代最看重制造工具的

技艺。如造形制器，《天工开物》卷十《锤锻》中所

记：“金木受攻而物象曲成。世无利器，即般、倕安

所施其巧哉？五兵之内，六乐之中，微紺锤之奏功

也，生杀之机泯然也[4]。”这种不竭的造物灵感，不

仅来自对自然的模拟，也出自人的主观经验和想象。

如卷三《彰施》所载：“宵汉之间，云霞异色，阎浮

之内，花叶姝形。天垂象而圣人则之。”说明以天地

之大，本身蕴藏奥妙，人在造物时充分体悟自然变

化之理，顺应规侓地张扬意志，使人工造物尤如天

工一样神奇地彰显出丰富的文化信息。 

2.2  信息的视觉符号  

     信息的视觉符号，是利用社会传播媒介所提供

的视觉方式，通过人与人之间交流而构筑的视觉物

化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媒介，如同远古的结绳记

事、上古的甲骨文字和原始的图腾符号。因而天工

与信息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通过自然环境与

社会环境构成了传播文化的信息符号环境。随着时

代的进步，这种传播环境又经科技的更新，趋使信

息转化成新的视觉符号载体，发生着更加清晰、快

捷且含义丰富的变化，成为今天人类社会精神文化

中极其精彩的部分。  

2.3  天工开物的视觉文化  

    有学者指出：“天工开物，是指人利用自然、改

造自然、创造有用之物[4]。”从现代信息传播的角度

理解，人类的视觉交流是共享信息的文化行为。因

而“天工”必然依据人的观察和体悟才能“开物”，

信息必须借助视觉符号才能实现认知交流，乃至制

造产品的目的。《天工开物》历史文献证明，没有信

息的视觉物化过程，就没有造物技术的传承发展，

这过程即是信息转化为文化形态的过程。如《天工

开物》卷九《舟车》中谈到的“何其始造舟者，不

食尸祝之报也？浮海长年，视万倾波如平地，此与

列子所谓御冷风者无异[3]”。其中，视舟车的发明为

造物的神奇，可与列子御风而行的神话传说相提并

论，就说明一切提供信息的媒介，无论是接触信息

的媒介还是使用工具的媒介，都是人与社会交往的

重要方式和文化现象，因此“天工开物”的视觉文

化意蕴，不仅在造物和技巧中得到表述，同样也体

现在特定环境和工艺行为中，对特定创造方式和思

想进行或隐或现的意义与价值的澄清。    

3  天工开物与信息的符号化 

3.1  以人为本的造物思想 

    《天工开物》卷一《乃粒》中说：“上古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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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若亡若存，然味其徽号，两言至今存矣。认为普

通农民可比神人。”因此“夫先农而系之以神，岂

人力之所为哉！”，显然人工与天工性质不同。人工

造物关系到民生尤其在制造工具，粹取自然之精华

为人所利用方面，人的工巧弥补了自然力的不足。

以卷七《陶埏》中陶瓷制器为例，“商周之际，俎

豆以木为之，毋亦质量之思耶！后世方土效灵，人

工表异，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掩映几筵，

文明可掬[ 4]。”人工造物，商周时尚质朴，礼器形制

用木制造，后来则使用陶瓷为主流，所造之型日益

文雅，质地光洁，且文采价值粲然可观。这即是将

天工造物之变化万端，看成是人利用自然之道的造

物思想。 
当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对象，已不再局限于纯粹

的物质产品。英国社会学家拉什认为，越来越多生

产出来的不再是物质的对象，而是符号。这些符号

有两种类型，一是具有某种认知内容的、信息化的

商品；二是带有审美内容的艺术化商品。后者的发

展不但在那些具有基本审美因素的产品（如电影、

电视、录像）激增中看到，而且也在物质对象中所

藴含的符号价值或形象因素的增多中看到[ 5]，因此

在对信息符号化的社会关系的分析中，立足于以人

为本的造物思想，才能在信息符号化的视觉范式

中，构建一种表意指代的设计观念。 

3.2  能指与所指的转化观念 

符号形式作为信息的载体，是造物认知最基本

的介质。法国著名文学家罗兰·巴特认为，符号是

一种表示成分（能指）和一种被表示成分（所指）

的混合物。这里所说的“能指”即符号的视觉形式，

“所指”即符号的信息意义。形成信息符号双重转

化的特性，即在同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共

同构成了符号指代的明示意义和暗示意义，设计使

某种可感知的能指事物转化代替了另一种所指信息

或思想，才能使符号的信息传达更加鲜明。 
    《天工开物》中对这种转化的造物观念，是以

“天工”与“人工”来阐释的。在卷十二《膏液》

中记：“草木之实其中韫藏膏液，而不能自流。假媒

水火，凭借木石，而后倾注而出焉。此人巧聪明，

不知何禀度也。”这是说天工固然能够开万物，但尚

须借助人的聪明才智，才能成就对所指事物的物尽

其用。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比拟，信息符号中的人工

所指之巧与能指的天工之奇同等重要，而这种转化

观念对于信息符号设计与传播，则具有深远的意义

和价值。在《天工开物》卷十六《丹青》中强调：

陶瓷制造中的颜料施用要依靠水火，表现为五行的

相互演化之中，“离火红而至黑孕其中，水银白而至

红呈其变，造化炉锤，思议何所容也！”即矿物由红

到黑，或由白到红，是古人制墨和研炼颜料过程中

发生的物理化学反应。而“水火既济而合”，是造物

制形的内部动因对自然力的转化作用，人的所指作

用则表现在运用人工智慧来转化天工能指之力，达

到造物的目的。 

3.3  意化于形的符号文化  

    信息的符号化，是一种天工与人工相协而意化

于形的符号文化。在《天工开物》卷五《作咸》中

所言：“天有五气，是生五味。润下作咸，王访箕子

而首闻其义焉。”其意是自然界有 5 种气，即金、木、

水、火、土，是古人认知事物的 5 种符号表征，因

形质而产生 5 种味，咸、苦、酸、辛、甘，即是事

物的实质意味。如水向地下渗透而带有咸味，经人

工过滤晾晒，“盐”就因此而成。其中，水流之“义

气”与体验之“意味”是人对盐内部与外部的知觉

意义，经人加工转化成盐的物质形象，是继承古老

“五行说”中“天地间非形即气，非气即形，由气

而化形、形复归于气[6]”的转化方法，把人的感知与

事物形质相互转换，看成利用自然力创化事物的一

种运动变化的生命形式，显示出人工创化事物技艺

的符号文化。 
当今全球化“比特”互动技术的视觉传达，在社

会信息传播中，从单一电脑屏幕的媒体技术，扩展到

电子游戏产品和智能手机信息符号的交互层面时，社

会步入了一个由“形象服务”同构的“文化消费与生

产”的时代，形成了文化形态感性化的消费价值观。

人们的生活为符号以及符号对符号的意义模仿所代

替，人—信息—社会—环境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一个

单一变量的关系体[7]。信息只有转化为意义符号，为

人们所推崇而形成时尚，才能成为消费品。而这种意

化于形的转化设计，需要更多关注由意象与抽象同构

的视觉组织，采用视觉隐喻、转喻、隐转喻来凸显信

息和增加情感色彩，赋予服务与体验的思想内涵，创

造寓复杂于简约的审美符号形式，使信息符号化从关

注交互形式层面的技术、行为与交互的信息内容情

境，转而关注人的感知、认知、情感在何种动因之下，

在万物互联的生态系统环境中，信息衍生为群体文化

与智慧文明的意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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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天工开物思想与信息的符号化，虽然是跨越时

空的两个不同论点，但是却共同归结到以人为本的

造物思想和视觉物化创新的设计方法，从而形成了

中国文化的传承力量。正如《书·大禹谟》中“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信息设

计思考古今中外的所有人，也思考人所在的时间与

空间维度发生的故事旅程。于是，天工人代的转化

思想在信息符号化中的应用，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

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意味着现代设计思维范式

的一种巨大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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