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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青铜器族徽文字的图形艺术特征，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素材。方法 基于族徽文字的性

质，从构形和意蕴等方面详细阐述族徽文字的图形艺术特征。结论 青铜器族徽文字不同于一般铭文，

它们构形独特，内涵丰富，图画意味浓郁，装饰性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不仅是一种能

够表意的视觉符号，也是一种表现力强大的设计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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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phic Art Characteristics of Armorial Inscriptions on Bronze 

DONG Yan-ya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graphic arts characteristics of armorial inscriptions and provide the material for the 

modern art design. Based on the nature of armorial inscriptions, it expounds the graphic art characteristics of armorial in-

scrip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structure form and meaning. Armorial inscription is different from general inscriptions. 

Their configuration is unique. They have a unique artistic style and aesthetic taste. They are not only an expressive visual 

symbol, but also a powerful performance of design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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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徽文字是指铸刻于青铜器上，用来表明族氏名号

的文字[1]。这类文字不同于一般的铜器铭文，它们独立

性较强，常常单独出现。当与其他铭文连缀时，或附于

铭末，或冠于铭首，或缀于铭中。张懋镕[2]认为，“族

徽文字是一种表现形式不同于一般商周古文字的特殊

的古文字”，它们构形独特，图画意味浓郁，装饰性强，

不仅是一种能够表意的视觉符号，也是一种表现力强大

的设计元素。族徽文字数量庞大，在商周有铭铜器中占

有较大的比例，尤以商和西周早期的铭文居多。 

族徽文字形式多样，有单一族徽，有复合族徽，

还有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准族徽文字等。它们以其

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文字风格，为青铜器增添了神秘的

色彩，并与其他装饰图案一起创造了精美绝伦的青铜

文化。族徽文字对于青铜器来说，决不仅仅是作器者

名号的标志，也是富有创造力的巧妙设计。汉字是现

代设计中的重要元素，这一元素的使用，能使中华文

化的精髓蕴含于时尚的表现方式中，既起到美化的作

用，又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播。汉字从古到今，经历了

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等不同

的阶段，不同时期的汉字都有具体而独特的形体之

美，都饱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将文字与图形特征结

合在一起的青铜器族徽文字更是兼具文字与图形之

美，构形特殊，组合方式多样，是不可多得的设计元

素。现代图形符号的分类一般有 3 种[3]：（1）图形型，

包括写实与抽象的表达方式，或用线描或用图案归纳

变形的方法；（2）文字型，有以单字或词构成，注重

字体的造型；（3）文、图结合型。商、周族徽使用了

第三种构成方式。在视觉传达的领域里，这些符号与

文字就是古代设计的经典之作。吸取族徽文字的艺术

特征和设计风格，将之应用于标志、包装、家具等现

代设计中[4]，会使现代、时尚的艺术作品融入灵动、

古朴的民族特色，富有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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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族徽文字的构形艺术 

1.1  具象的图画表现 

族徽文字在书体风格上具有普通铭文的共同特
点，圆笔肥笔较多，饱满流畅。但族徽文字整体构形
比甲骨文和普通铭文更为形象。与同一时期同类文字
的常规写法不同，这些族徽文字更类似于图画或图案
（见图 1），其中 A 组族徽文字为动物或器物形象，
如 1104 牛鼎（《殷周金文集成》[5]）刻画了宽阔的牛
脸，以正面的牛头代替牛的整体；1120 鸟形铭鼎，
则描绘了一只长喙翘尾、外形奇丽的鸟的形象；1110

鹿方鼎中，静立可爱的鹿的形象栩栩如生。B 组族徽
文字为几何形图案，无论简约或繁复，都体现了图案
的线描性特征。C 组族徽文字为合体构形，与 A 组直
观描摹事物的形象不同，这类文字往往通过不同的符
号组合来会意，即表达某些具体事件或场景，更具有
图画的意蕴美。5542 子渔尊刻画了 4 条小鱼在河水
中游来游去的可爱模样，鱼的眼睛、嘴巴、鳞片等都
体现地细致入微。 

古朴的青铜器配上这样充满神韵的标志，实用中

蕴含着厚重、典雅之美。族徽文字虽然不能如图画一

般真实，却能以简单的线条创造出表意准确，神形逼

真的艺术效果，既具备传递信息的功能，又具有图形

魅力，增强了视觉效应，这与文字设计中“图形化”设

计方法的功能相同[6]。古汉字原本就与图画有着密切

的渊源关系，这种图画性的文字表达极具感染力，使

人印象深刻，易于接受。 

A 

  
1120鸟形铭鼎 1104牛鼎 1110鹿方鼎 

  
1193勺方鼎 1149车鼎 1199戈鼎 

B 

  

11913 干首 1501 鼎 6051 鼎 

C 

  
5542子渔尊 1230 鼎 11732鄉 

图 1 族徽文字的具象式构形 
Fig.1 Representational configurations of armorial inscriptions 

1.2  灵动的组合方式 

族徽文字除了极具象形的表现力之外，其灵活生

动的组合方式也令人叹为观止。按照族徽的构成情
况，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通常可以分为单一族徽和复
合族徽两类。单一族徽是由一个氏名构成的族徽，主
要是指那些作为族名使用的铭文单字。复合族徽相对
于单一族徽而言，又称复合氏名，通常指由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氏名组合而成的族徽，例如矢宁、犬鱼、单
光、京犬犬鱼等[7]。这两类族徽在组合方式上有相似
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1.2.1  平衡对称 

中国人具有允执其中、保持平衡的思维特点。这

种思想在族徽文字的排列中表现为组合结构的平衡

对称。单一族徽为了表现出对称的美感，往往将字符

反转，组合成左右对称的图形，见图 2，相同的两个

字符左右相对。有时不是族徽文字本身的反转对称，

而是将构成这个族徽文字的部分符号对称排列，如

“鼓”字的常用字形是一只手拿鼓槌敲鼓的形象，这个

族徽文字为了视觉上的平衡之美，增加了“手拿鼓槌”

的形体，在鼓的左右两侧构成了对称的图案，使整幅

图案更加生动和谐。复合族徽中也有许多对称的排

列，见 C 组。不同于单一族徽的是，复合族徽中的对

称结构往往是以一个字符作为对称轴，两侧的字符左

右对称，如 5074𡎐公父丁卣，两个“𡎐”字在“公”字左

右对称排列，3 个字的组合采用合文的形式，“公”字

字体较小，完全利用两个人形之间的空隙，构图紧凑

美观，视觉冲击力较强。3 字或 3 字以上的复合族徽，

其对称形式往往更注重空间上的和谐。通常将一个字

符反转对称于另外两个字符的两侧，作为对称轴的这

两个字符，往往结合紧密，见 D 组 5156 西单中父丁

卣，“西”字缩小置于“单”字上部开口的空间之内，共

同组成对称轴，将两个对称的“中”字紧紧聚拢在一

起，简洁明了，意义丰富。 

这种平衡对称性，有时也会体现在文字之外的装

饰图案上见图 3，如 10633 屰戈和 10649 戈，文字

居中，装饰性纹饰在文字的两侧左右对称。无论是单

一族徽还是复合族徽都有这样的情况，在族徽的两侧

分布同样的装饰图案。这种布局，使简约的图案变得

华丽繁复，奇趣万千，丰富了族徽文字的图画性特征，

更突出了其装饰的功能。 

1.2.2  字图融合 

族徽文字是族氏名号的代表，又是极富特色的一

种文字装饰。这种装饰功能不仅体现在文字本身，更

体现在为美化图形而增加的图案装饰上。无论单一族

徽还是复合族徽，都有增加纹饰的情况，增加的图案

有夔纹、三角纹、火纹、刀纹、鳞纹、蛇纹等[8]。这

些纹饰或对称分布于族徽的两侧，或作为族徽的背

景，或镶嵌于族徽文字中央（见图 3）。如 9316 中盉，

以纹饰作为“中”字的背景；11755 钺，则将纹饰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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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282𡎐父己觯 1223𦔻鼎 2919𡎐𣪘 

B 
  

《近出殷周金文集

录》700集觚 

《商代金文图录》

47融尊 
9780母鼓罍 

C 

  
499 丐父丁鬲 5074𡎐公父丁卣 9072 父丁爵 

  

1355 册鼎 4871 册卣 1407亚舟鼎 

D 
 

5156西单中 

父丁卣 
6483作父戊觯 6002作册折尊 

图 2  族徽文字的平衡对称式构形 
Fig.2 Balance and symmetry configurations of armorial in-

scriptions 

文字的中央，“ ”字以及对称的“耒”字围绕着中心的

火纹，有三维立体的动感。在复合族徽中，有时甚至

直接以其中一个文字作为另外一个文字的装饰背景，

如 4841.2 癸豕卣，“癸”字镶嵌于肥头大耳的“豕”字身

体上，互为装饰，十分有趣。这些装饰性设计，使族

徽文字与纹饰自然地融为一体，字中有画，画中有字，

字与画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10633 屰戈 7401 並爵 7369 爵 

  
11755 钺 10649 戈 8736 並匕乙爵 

  
8074 子 爵 9316 中盉 4841.2 癸豕卣 

图 3 族徽文字的字图融合式构形 
Fig.3 Word and pattern fusion configurations of armorial 

inscriptions 

1.2.3  空间紧凑 

族徽文字除了讲究对称和纹饰外，还十分注重空

间结构的设计。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复合族徽或族徽

与其他铭文的组合中，常见的形式有 3 种（见图 4）：

（1）合文式组合，文字排列紧凑，充分利用文字之

间的空隙，使众多文字如同一个整体，见 A 组；（2）

半框式组合，在族徽文字的外侧附加半框式装饰[9]，

使族徽文字（有时也包括其他铭文）处于一个相对独

立的空间之间，既有装饰作用，也有空间隔离的效果，

见 B 组；（3）全框式组合，将族徽文字（有时也包括

其他铭文）部分或全部置于全包围式的边框之内。充

当这种边框的往往是复合族徽中的一个文字符号，如

“亚”、“弓”等字，这些字形体结构具有中空的特点，

于是其他文字就填充于这个符号之内，整体上既有边

框的效果，又使文字得到了紧密的组合。在有边框的

组合方式中，有时铭文内容全部处于边框之内（见图

5），如 3713 亚若癸𣪘，“亚”字形边框之内有“若癸受

丁旅乙止 ”等 8 个字；有时还将“亚”字重复嵌套，如

5206 亚夨望父乙卣，“夨望文父乙”5 个字居中，外套

双层“亚”字形边框。 

A

  
5265 且丁父癸卣 1450 冬刃鼎 5555 辛聿尊 7015 西单觚

B

  
10850 天戈 10642 戈 10639 立戈 10713.1 羊戈

C

  

1358 鼎 1366 酉宁鼎 
1449 弓  

方鼎 
1448 戈宁鼎

  

1408 亚天鼎 1141 亚 方鼎 8218 隼爵 
841 丐亚父

丁甗 

图 4  族徽文字的空间结构 
Fig.4 Spatial structures of armorial inscriptions 

3713 亚若癸𣪘 5206 亚夨望父乙卣 

图 5  带“亚”字边框的族徽 
Fig.5 Armorial inscriptions with "ya"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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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边框的装饰有点类似于印章，其主要功能还

在于使族徽标志醒目而美观。文字符号充当的“边

框”，从内容上来说是族徽的组成部分，从形式上来

说，却是一种巧妙的设计。这种设计，在格局上打破

了常规的惯例，使族徽文字被限定于有限的空间之

内，视觉上给人新奇、愉悦的感受，空间内部的留白

又凸显出族徽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遐想无穷。 

2  族徽文字的意蕴表现 

2.1  家族荣耀的寄托 

族徽文字是作器者族氏名号的标记。从实用的角

度来看，它们具有区别性特征，注明了所有权，区分

了不同的家族。但从更深层次的含义来说，作为血缘

象征的家族标记，又表达了“慎终追远”的精神特质，

体现着庄严肃穆的家族情感。殷商时期的铭文，内容

简短，有时只有家族标记。西周中后期，铭文内容越

来越丰富，歌功颂德，“子孙永宝用”成为主要的内容，

国名姓氏等多以文字表示，族徽文字式微。 

张振林[10]认为，“族氏符号除了家族专有标志外，

有时又附加家族世袭职司标志”（见图 6），其中 6002

作册折尊，两旁的“册”字是因为微氏家族世代为史

官，附加上它，标明家族受周天子恩宠，可为族氏增

添荣耀，附加符号用得久长，近似成为族氏符号的构

成部分。商周族徽文字中这样情况较为多见，如 7179

亚卩觚。册、亚都属于官职，却又成为族徽文字的一

个固定组成部分，为同一家族世世代代所沿用。这体

现了人们潜意识中对家族荣耀的认同和尊崇。族徽文

字的使用，赋予了青铜器以生命的美感，成为不可磨

灭的家族印记。 

 

6002 作册折尊 7179 亚卩觚 

图 6  附加官职的族徽 
Fig.6 Armorial inscriptions with office 

2.2  民族文化的缩影 

族徽文字形象生动，象征性强。尽管有些族徽文

字并不能具体释读为某个成熟的文字，也无法考定它

所描摹或象征的具体事物，但这些符号的创造符合依

类象形、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文化心理，蕴藏着丰

富的社会生活文化的内容。作为家族标记，族徽文字

取象于本族人生活中的常见事物，或家族职业、家族

所居环境等。符号可能是表现单一的物象，也可能通

过多种物象的组合来表现具体的事项。 

朱岐祥[11]依据族徽符号的图形和内容，将单一族

徽分为动物、地文、武器、建筑、生活用具、人体、

人的动作等类别（见图 7）。表示人体的族徽文字如

“ ”、“ ”、“ ”、“ ”、“ ”[12]，似乎与本族人的

体格特点或生活习惯有关。表示人的动作的族徽文字

如“ ”、“ ”、“ ”、“ ”、“ ”、“ ”[12]，应当

与其所代表的家族职业特征或从事的某种活动有关。

如族徽文字“ ”，又写作“ ”等形体，像一个

人挑着贝的形象。贝在商代用作货币，商代甲骨文和

金文中都有将贝用作赏赐物品的用例。人挑贝的形象

是对人们从事贸易活动的反映。复合族徽多由两个以

上的家族记号组合而成，组合方式与位置排列并不固

定，但其象征意义与单一族徽相似。 

族徽文字在殷商末期和西周早期的兴盛，反映了

这一时期家族观念的深厚，各族之间往来频繁。人们

以彰显家族特色的族徽符号表达了对于先祖的怀念

和崇敬，也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 

 

10323 盆
5280 尸作 

父己卣 1034 鼎 
5670  
父癸尊 

 

5643 父己

尊 
6542 觚 1523 父乙方鼎 

1532  
父乙鼎 

1536  
父乙鼎 

1459 舟鼎 1895 射兽父癸鼎 
3215  
父癸𣪘 

图 7  与人体有关的族徽文字 
Fig.7 Armorial inscriptions related to the people 

综上所述，族徽文字作为古文字中的一类特殊文

字，既具有区别性功效，又兼具形美和意美的双重特

征。这些特点与现代设计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不

能仅仅将族徽文字看作是遥远的民族记忆，也不应将

辉煌壮阔的青铜文化束之高阁，顶礼膜拜。族徽文字

是一种极具表现力的设计元素，它所独具的图形艺术

特征，可以为现代设计提供有益的借鉴。可以说，族

徽文字、族徽文字字图融合的形式以及合文式的空间

结构等元素在现代设计中已有体现（见图 8），A 组

采用了字图融合的形式，图形化的表现手法赋予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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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丰富的内涵。B 组是姓氏雕塑的平面设计图和立体

图[13]，设计中融合了古文字元素与族徽文字的表现形

式，如林姓，图形的上半部分是“林”字，而下半部分

则是增加的装饰性图案；再如姜姓，上半部分的“羊”

字是族徽文字中的“羊”的形态，下半部分是古文字

“女”字的变形，整体构形使姓氏用字显现出悠远灵动

的美感。 

A 

 
中国航空公司 

标志 

2010 世博会 

标志 

中国银行 

标志 
香港凤凰台台标

  
吉祥礼 润沁堂 寿 武 

B 

   
林 姜 蒋 谢 

   
王 马 丁 郭 

图 8  现代设计图例 
Fig.8 Modern design legend 

设计师应当更好地将族徽文字元素运用到现代

设计中去，使现代设计焕发古朴的光彩，散发隐秘的

民族韵味。现代设计借鉴族徽文字，不应当只是对其

组织结构与书写风格的模仿，而是要将这种装饰的方

法和艺术融入设计，赋予它较为深刻的文化内涵，运

用现代设计的基本原理让传统图形注入新鲜血液。族

徽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图形化特点、图章式的空间布局

以及其美化装饰性手法，都能带给人们丰富的联想和

启示。内涵是设计成败的关键，现代设计除了要注重

形的创造外，也需要更加讲究意蕴生动。族徽文字灵

动唯美的构形特征，丰富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恰恰符

合现代设计的形神要求，为创作出更多时代与传统相

结合的作品提供了可能，也为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提

供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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