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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视野下东巴文在标志设计中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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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东巴文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与再生。方法 对东巴文语言和图形的双重符号特征进行

了分析与探讨，论述了东巴文丰富的表意功能及独具魅力的象形之美，并通过其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案例，探讨东巴文在读图时代背景下，呈现出了新的文化内涵和多元化的商业价值，及其作为视觉符

号运用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传承与创新。结论 东巴文质朴而又原始的形象，显示了鲜明的独特性与地

域性，在读图时代独树一帜，在设计师的提炼、加工与再创造之后，融合现代设计理念，在现代设计

领域不断创新与应用，体现了其作为文字“活化石”的价值与意义，同时现代设计的多元发展，也给

了东巴文在现代文明中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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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eneration in Logo D esign of the Dongba Character from the View of Reading 

LIU Guo-wei 
(1. Shaoxi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Shaoxi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Dongba character in logo design. It explores the double sym-

bolic features of Dongba character language and graphic and discusses the aboudant ideographic function and attractive image 

of Dongba character. By means of the application of Dongba character on the logo design, it emerges the new cultural connota-

tion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business value from the view of reading and analyzes its possibility and advantage of applying to 

graphic design as visual symbols. Dongba character has rustic and original image, which shows the distinct uniqueness and ra-

tionality and has great influence on reading pictures era. After extraction, processing and recreation of designers, combined with 

modern design idea and continuously, it innovates and applies in the field of modern design, which embodies the value and 

meaning as "living fossil" of the word. Meanwhile with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modern design, it can provide unlimited 

space and wonderful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ongba character in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reading; Dongba character; logo design; regeneration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

及应用，全球已经悄然步入了一个读图的新时代[1]。

读图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已经潜入生活的各个

领域，报纸、杂志、书籍中，图片的版面越来越大，

不说各种版本的《图解诗经》、《图说天下》等图解

系列图书，连新华网也用一张图来读懂十八届四中

全会公报……种种迹象都表明了读图已经不可避免

地闯进了大众的视野，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和思维方式。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谁能抓住

“眼球经济”，谁就能创造价值，因此，如何运用生

动形象的视觉符号，吸引受众的视线，是众多视觉

传达设计师积极研究探索的课题。 



第 37 卷  第 12 期 柳国伟：读图视野下东巴文在标志设计中的再生 63 

 

1  东巴文在设计应用中的现状  

东巴文作为文字的“活化石”，是当今世界唯一

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2]，其独具魅力的象形特征及所

蕴含的丰富语义，吸引着世界各地众多学者的目光。

法国学者巴克、美国学者洛克及中国的方国瑜、李

霖灿等人，积极推进东巴文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研

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设计应用领域，众

多设计师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其中，日本

设计师浅叶克己将东巴文成功应用到现代设计领域

的代表性人物[3]，他在广告设计与包装设计中首次将

东巴文字以产品为载体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为东

巴文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应用打开了一扇新的门。

此后，世界各地的设计师都对东巴文在设计中的应

用作了积极有益的尝试，东巴文被广泛地运用到民

族特色产品的包装、旅游纪念品、广告招贴、品牌

形象及首饰设计等各个领域。在读图时代背景下，

东巴文呈现出了新的文化内涵和多元化的商业价

值，它不仅提升了产品的经济价值，而且更好地展

现了纳西民族的文化价值和东巴文字的艺术价值。 

2  读图视野下东巴文的符号特征 

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东巴文化独具魅力的神

秘。作为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书的记载符号，东巴

文来源于纳西先民对生活的理解与认识，记录了在

日常劳动生活中的物、事、意。这是一种特定的历

史、地理与文化环境所特有的产物，是一种介于图

画文字与表意文字之间的象形文字体系，许慎评价

为“画成其物，随体洁拙”。又如清代学者余庆远在

《维西见闻录》中所描述：“专象形，人则图人，物

则图物，以书为契[4]。”它根据自然环境与生活体验，

描绘其所见与所闻，不同于惟妙惟肖的图画，它是

纳西先民对自然的情感表达，概括提炼，以图为字，

使其文字观有形，思有意，这是东巴文与图画及汉

字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东巴文既保留图像符号的

很多特征，又具备丰富的传情达意功能。 

2.1  丰富的表意功能 

东巴文字由象形符号、表音符号和附加符号 3
个部分构成，主要以象形符号为主。在象形符号中，

包含了象形、会意、指事等造字六法，具有在生动

的形象间意会的造字特点。东巴文以一字表一物、

一事或寓一意，它的字型分为人文、地理、工具、

饮食、建筑、行动、动植物、数字、宗教等 12 大类
[5]，具有丰富的文字表意功能。 

东巴文字大部分字形都是对自然物的模仿、概

括与抽象，看每个东巴文字，都好像是在讲述一个

故事。以东巴文“水”字为例，根据第 31 代东巴传

人和锡平的解释，东巴文中的“水”字是根据纳西

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特征，取意为怒江、金沙江、

澜沧江由北到南，三江并流的形态而描绘出来的形

象。东巴文的“水、北、南、桥” 见图 1（图 1—2
为笔者根据和品正的《东巴常用字典》所绘制），将

“水”字拆分，上游涌泉而出为“北”，下半三江合

流为“南”，而在水上架一板则为“桥”。东巴文原

始、质朴的图形符号，简明直观地描画出所代表的

事和物的形象，或是用图形间接地表示事和物的含

义，充分体现了东巴文内在的自然性，展现了东巴

造字的丰富表意功能。 

 

图 1  东巴文的“水、北、南、桥” 
Fig.1 Dongba character "water, north, south, bridge" 

2.2  独特的象形之美 

象形是东巴文最基本且最显著的特征，其方法

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

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6]”。从产生到发展，

历经了从繁到简，从图画到象形的过程，文字既保

留了图画属性，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与象征性，具

有独特的象形之美。 
东巴文造型古朴自然，具有强烈的图画味道，

它是纳西先民对所处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活中所接触

的事物的理解与感受，是纳西民族特有的文化载体，

充满了自然气息与艺术气息，东巴文字研究知名学

者李霖灿曾评价其有“一种鸟虫鱼兽洪荒太古之

美”。东巴文遵循“观物取象”的造字理念，是纳西

先民对自然经过仔细观察和反复推敲演变而来，通

过点、线、面作各种规律而又变化的组合，其形态

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体现了一种秩序美和动态美。

最典型的当属东巴文中以“人”为基本元素而变化

出来的各种相关文字。东巴文的“走、跑、跳、立、



64 包 装 工 程 2016 年 6 月 

 

起、蹲”见图 2，趣味性十足，是纳西先民对多种运

动形态，根据观察得其规律，形成经验，对这些动

作形态的情感与视觉表达，体现了丰富的视觉形态

美。另外，东巴文从造字之初，并没有严格的理论

法则，对于某个事物的表达并不是固定的，随着语

境不同，每个文字也会有不同的变化。东巴文的这

种造字特点，使东巴文呈现了一种原始、质朴而又

自由随性的形态美。形象地说，东巴文字就是“具

有明确意思的图画[7]”。 

 

图 2  东巴文的“走、跑、跳、立、起、蹲” 
Fig.2 Dongba character "walk, run, jump, stand, up, squat down" 

3  东巴文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传承与创新 

东巴文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字符号，既具有文字

丰富的表意功能，又同时具备图形的表象功能，它

的“形”与“意”高度融合，堪称绝配。正是东巴

文这种似字还画，形意相融的特征，造就了东巴文

独具特色的魅力，得到了世界各地众多视觉传达工

作者的关注与青睐，众多设计师纷纷将目光投向了

古老而神秘的东巴文。 

3.1  东巴文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传承 

基于“观物取象”的造字理念，东巴文字能让

人“望文知义”，观者能凭借直觉与经验推理，基本

能知其含义，让人在生动形象之间意会其丰富的内

涵，这种造字方式是视觉形象与文字内涵的高度融

合，充满了联想性与象征性，充分体现了现代标志

设计中所提倡的具象性、简洁性、象征性、联想性

与传达性的符号学特征和简洁明了与易于识别的设

计原则[8]。  

在当前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的过程中，各种图

像信息冲撞人们的眼球，引起了人们的审美疲劳，

而东巴文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符号和视觉符号，正

如一湾清泉洗涤了都市人的心灵，与现代人返璞归

真的生活理念正好吻合。基于东巴文字图文融合的

符号特征与美学意义，运用其造字理念、造型特征

与表象方式，将其作为一种视觉语言符号运用到现

代标志设计中，具备无需解说的优势，其所体现出

来的特殊文化特质和意境特征，为设计师提供了无

穷无尽的设计资源[9]。东巴文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广

泛应用，重新发现与挖掘了东巴文的文化价值和艺

术价值，也为标志设计找到了一种新的设计元素与

符号语言。 

丽江古城具备浓郁的纳西文化地域特征，其标

识导视系统设计中，就采用了东巴文为设计元素，

根据东巴文的内在本质与构形方法，结合现代标志

图形设计特点，取其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形”，来

传递信息。丽江古城标识导视符号见图 3（图片摘自

百度图片）。其中住宿、购物、餐饮等标识导视符号，

形象简练，个性鲜明，容易让世界各地游客在短时

间内迅速掌握并明白符号的含义，不仅很好地传递

了信息，而且体现了丽江独有的文化内涵与特征。 

 
图 3  丽江古城标识导视符号 

Fig.3 Identifier guide for Lijiang ancient city 

3.2  东巴文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创新 

当然，东巴文在现代标志设计的应用中，并不

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结合文

字的内容，把握其符号特征，遵循一定的设计规律，

取其形，延其意，传其神，进行符号再创作，来传

达所需表达的内涵与情感。如笔者设计的“和木记

忆”品牌标志，见图 4，就成功地运用了东巴文为设

计元素进行再创造。 

和木记忆东巴纸作坊，坐落于丽江古城大研古

镇，这里是纳西族的聚居地，“和、木”是纳西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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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姓氏，他们使用的文字，正是被公认为世界唯

一“活”着的象形文字的纳西东巴文。“和木记忆”

标志紧紧把握住了东巴文的符号特征，通过原有图

形中提炼的造型元素，经过解构与重组，进行符号

再创造，形成一个新的造型，它以东巴文为主体，

描绘了一个老东巴一手执笔，一手拿东巴纸在书写

的形象，生动形象的传达了“和木记忆”的品牌功

能述求，展现传递了东巴文丰富的表意功能。标志

有机的将文字与图形融为一体，呈现了一个生动有

趣的东巴形象，既兼顾了东巴文具象美、形态美的

符号特征，同时又高度概括，展现了其符号美特征，

直观而生动的表现了“和木记忆”传承与创新，传

统又现代的品牌理念与品牌内涵和“记忆，失落的

和即将失落的文明”的品牌宗旨。“和木记忆”商标

已正式通过国家商标总局的注册。 
 中文网志年会标志见图 5（图 5—7 均摘自百度

图片），以东巴文的“网”字为设计元素，在保留原

有的“形”的特征基础上，对它进行再创造，经过

视觉元素提炼与艺术加工后，通过变异的方法，整

个造型既像一张铺开的大网，又像是欢快的浪花，

呈现出很好的韵律感，充满了趣味性；既很好地展

现了东巴文的具象美与形态美，又很好地传达了年

会网罗草根博客精英、网络精彩多样的主题与内涵，

展现了东巴文丰富的表意功能。“插画家园”网站标

志见图 6，也采用了东巴文为设计元素，通过打散与

重组等方法，提取典型元素进行再创造设计，通过

改变局部的结构特征，加入代表性的动作元素，对

设计元素不断重构与转变衍生，确立了插画家园的

标志形象，在保留东巴文质朴与稚趣的原始风格同

时，赋予了东巴文字现代精神。标志图形展现了一

男一女顾盼生辉，生动活泼，携手并进的形象，表

现了网站的定位与宗旨。“生命密码”品牌标志见图

7，则是选取了东巴文中男女的形象，在保持原来字

形结构特征的基础上，遵循均衡、对称、变化与统

一等图形法则，用现代化的计算机图形语言手段，

寻求一种共性笔画的融合，将其秩序化，使图案的

志设计中独一无二的图形语言魅力。从上述案例中

可以看出，东巴文在标志设计的应用中，并不是随

意而盲目地为形式而形式，而是设计师根据所表达

的内容，选择符合表达意向的东巴文，在保留其基

本特征与语义的前提下，根据不同的表达对象，采

取不同的艺术加工方法，赋予东巴文现代设计应用

价值。东巴文凝聚了纳西先民的集体智慧，丰富的 

          

  

       

  

语义高度概括了自然万物的形与意，其所属的多重

符号特征，在现代标志设计创新中获得了新生。 

4   结语 

东巴文作为一种经过思考和沉淀的独特视觉符

号[10]，在设计师的提炼、加工与再创造之后，融合现

代设计理念，具有独特的视觉表现力，带给人们的

不仅是视觉上的冲击，而且更是读图时代一种民族

文化的精神洗礼和审美升华。它不仅表现自然事物

特征，而且还包含有哲学思考成分，既生动传形又

明确达意。它质朴而又原始的形象，显示了鲜明的

独特性与地域性，是当代社会对于标志设计符号的

审美需要，它的丰富语意与象形特征符合了读图时

代快速识别与趣味性的要求，在读图时代独树一帜。

把握东巴文字的符号特征，融合读图时代的设计理

念与审美视角，结合不同的表达对象，积极对东巴

文字符号进行再创作，不断拓展其在设计领域的创

新与应用，体现了东巴文活着的价值与意义，现代

设计的多元发展也给东巴文在现代文明中的传承与

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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