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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东巴文化中的女性符号的形式与意义及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方法。方法 通过研究东巴

文化中的女性文化现象，分析作为女性符号的主要形象，归纳代表女性元素的文化符号，分别阐述作为

主要女性符号的文字符号、造型符号及色彩符号的形式与意义。运用符号隐喻的修辞方法，以女性包具

为设计对象，探索设计路径，提炼女性造型符号与色彩符号，并将其应用于现代女性包具的产品设计中。

结论 基于对东巴文化女性文字、造型、色彩符号的研究，分析了符号隐喻修辞的具体运用方法，将象

征女性勤劳意蕴的“披星戴月”造型符号与“黑白蓝”色彩符号应用于现代女包设计。从符号学的角度拓展

设计途径，指导设计实践，对于创新具有女性文化内涵的产品设计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有利于民族文

化的传承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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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ive design methods of female symbols in Dongba cultur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female cultural phenomenon in Dongba culture, analyzing the main image of female symbols , 

inducing cultural symbols representing female elements, summarizing the forms and meanings of female symbols in 

character symbols, shape symbols and color symbols, applying symbolic metaphor rhetoric, taking female bags as the ob-

ject of design, exploring the path of design, applying the shape symbols and the color symbols to the creative design of 

female bags. Base on the female symbols of Dongba culture, analyzing the application method of symbolic metaphor 

rhetoric, applying shape symbols and color symbols that symbolize women's diligence in female bag design, it is expand-

ing the design approa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guiding design practice. For creative design of female cultural 

products, it has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it is also beneficial to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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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文化的典型代表，纳西族女

性的崇拜意识是以东巴文化中阴阳统一的哲学观为

基础，融合纳西族崇勇尚武民族性格的具体体现，因

此，东巴文化中的女性文化现象是纳西族丰富的古文 

化的沉淀。从女性视角探讨东巴文化符号，分析作为

女性符号的主要形象，归纳代表女性元素的文化符

号，对于传承民族文化与创新具有女性文化的产品设

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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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巴文化中的女性文化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独具特色的古文化，承载着纳

西族先民富饶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它以东巴教为

载体，东巴经为绘本，东巴为传人，并因此得名。“东

巴”是纳西族原始社会中传承下来的祭司，是集写、

唱、画、舞、医、匠为一身的“智者”[1]。东巴文化主

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舞蹈、东

巴音乐等形式，其中蕴藏着关于纳西族的语言、历史、

哲学、艺术、宗教等文化内容。 

在纳西族文化的源流中，除了原始母系氏族文化

根基外，纳西族女性文化由于受到以东巴教为载体的

东巴文化的影响，所以形成了独特的女性崇拜意识。

从东巴经中的相关神话记载可以反映东巴文化重视

“阴阳对立统一”，认为所有事物都是阴阳在不断交互

后形成的。纳西族女性文化首先受到原始阴阳观念的

影响，阴阳观念起源于纳西族先民对自然界中人类男

女、动物公母现象的抽象认识，他们把两性交合产生

的力量看做是造物神的力量，体现出生殖崇拜意识，

因此女性在纳西族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显然高于其他

的民族，奠定了纳西族女性崇拜的基础。其次，纳西

族女性文化在没有受到汉族文化影响以前，纳西族女

性自身的能干为其赢得了当家人的荣耀[2]。纳西族崇

勇尚武的民族性格深深烙印在女性的性格当中，造就

了纳西族女性的勇敢、自信、独立、勤劳、能干的品

质。顾彼得曾称赞纳西族女性为：“她们自信、果断、

勇敢。她们是当家人，是家庭繁荣的唯一基础…… [3]。” 

2  东巴文化中的女性符号分析 

埃利亚斯说过：“作为人类，他不仅生活在四维

的时空中，而且还存在于第五维——符号的维度中，

符号是人们交往和认定的基本方式。”符号是人类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经过群聚的约定

俗成，通过基本感知觉获得种种形象，代表该群体对

自然或社会的理解与思考，从而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

与沟通的工具。符号是所有能够用特定感官所知觉到

的具体形象来表达思想和意义的物质实在体[4]。符号

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的基本感知觉传

达，具备形式与意义的双重特性。女性视觉、听觉、

触觉等符号均是通过眼睛、耳朵、身体等直接知觉到

的有关图案、声音、肌理等的信息载体，是能够感知

到的、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物质形式。 

纳西族女性文化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构成

了纳西族女性传统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东巴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视觉是感知外界信息的 主要途径，各

种信息首先通过视觉符号进行接收与传播，帮助消费

者体验真实产品[5]。东巴文化中的女性符号也涉及到

纳西族生产生活、历史文化、服饰象征等诸多方面，

它是指通过知觉感知到的具有女性文化内涵的关于

文字、造型、色彩、声音等艺术形式体，这些女性符

号主要是通过视知觉接收与传播，从而沟通听觉、嗅

觉、味觉、触觉等其他知觉，建立立体感知体验，加

强符号感知表达，传承文化。 

2.1  文字符号 

东巴文字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它具

有明显的原始图画特征，是用简明的线条直接描画文

字所代表的事物、动态及意象等的轮廓来塑造形体，

表达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所接触到的事、物、意的内容，

除描绘普遍存在的事物以外，多为描述纳西族地理环

境、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生活生产、宗教信仰等内

容。东巴文字是代表语言的视觉符号,它以有趣的视

觉图画与抑扬的听觉发音共同作用传达文化信息，是

东巴文化的一块瑰宝。 

东巴文字中的女性符号主要指文字结构中存在

表现女性特征的视觉符号。这些文字以女性特征图形

为基础，单个文字通过加 或组合的方式构成图画，

图形特征决定了整个东巴文字系统都带有图画特点，

也造就了东巴文字的女性视觉形象。总的来说，这些

带有性别特征的图画文字就是具有明确意思的女性

符号，见图 1。东巴文字中表示“女人”、“女神”、“爱

情”等与女性相关的文字均包含了具有纳西族女性特

征的图画文字形象，即是一个带着头饰的女人，此头

饰有两种意思，一种代表纳西族女性的帽子样式，一

种代表纳西族女性束发于顶的发髻形式。在东巴文字

中，从“雌”、“蛙”等字可窥见描摹女性性器官之形的

视觉符号，传达出该文字所包含的生殖文化意义。 

 

 
 

图 1  东巴文字中的女性符号 
Fig.1 Character symbols 

 

2.2  造型符号 

东巴文化对纳西族服饰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纳西

族众多服饰造型中，女性的“七星羊皮披肩”造型是典

型的文化符号。 

“七星羊皮披肩”造型体现了东巴文化中的自然

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在纳西族母系社会时期，

先民取自母蛙能增殖千万只蛙的生殖内涵，视“蛙”为

母系氏族崇拜的图腾物，纳西族民间以蛙寓指女性[6]。

“七星羊皮披肩”整体造型摹拟蛙身的形状，形似蛙

样，蛙身寓意五行文化内涵，将五行方位背在身上就

赋予了羊皮披肩护身、辟邪、健康保平安的意思，这

就充分体现了东巴文化中的图腾崇拜与生殖崇拜。羊

皮披肩具体样式为上方左右 有两个大圆盘绣锦，左

盘表示太阳，右盘表示月亮；中部间缝横排 着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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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圆盘绣锦，代表 7 颗星，从这 7 颗星上分别牵引出

两条麂皮飘带，这 14 条飘带代表星星光芒。基于这

种“肩挑日月，背负七星”的服饰文化，纳西族被称为

“披星戴月的民族”，代表着纳西族女性早出晚归的辛

勤劳作，象征着她们勤劳的美德与质朴的品质，这也

是东巴文化中自然崇拜的具体体现，纳西族女性七星

羊皮披肩造型见图 2。 
 

 
 

 
 

图 2  纳西族女性七星羊皮披肩造型 
Fig.2 The shape of female's dress 

 

2.3  色彩符号 

色彩是可见光与生理机能正常的人的眼睛合作

的产物[7]。人们在接收符号信息时，色彩的视觉信息

具有优先性。纳西族色彩艺术是在社会历史构建下的

多元形式与丰富内涵的结合体，作为纳西族女性文化

的直接表现形式，色彩的视觉冲击力将首先作用于人

的生理和心理，是能够被感知觉的 直接的女性符号。 

纳西族东巴文化中的女性色彩符号主要依托文

字、服饰等载体呈现。基于东巴文化哲学二元论观念，

东巴文字中代表女性特征的文字常通过使用黑色点

来表示相反意思，也常通过添饰红、蓝、绿 3 色增加

视觉美感。纳西族是山地民族，对大自然有着深厚的

情感，基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形成自然崇拜原

始观念下独特的色彩观。纳西族女性服饰色彩也受其

生存环境的影响，多使用黑、白、深蓝的冷色调，代

表山林、大海和蓝天等，这是她们理解和感受自然的

心理反映的结果，是色彩自然崇拜的具体体现。此外，

纳西族被称为“尚黑”民族，对于黑色的运用除了表现

在文字上以外，女性服饰也赋予了黑色独特的审美和

功能内涵，它代表了纳西族女性的勇敢、刚毅、稳重

的性格，是纳西族女性自然观和审美观融为一体的表

现，东巴文化中的女性色彩符号见图 3。 

 

 
 

图 3 东巴文化中的女性色彩符号 
Fig.3 Color symbols 

 

3  东巴文化女性符号的产品设计应用方法

与实例 

3.1  符号的隐喻修辞方法 

符号是通过知觉传递物体功能与情感信息的“有

意味的形式”，是一种认识与理解世界的方法。符号

方法能够为产品设计实践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其

中，启发于语言学领域的隐喻修辞方法是一种重要的

产品创新设计方法。“隐喻”作为语言学的一种具有丰

富内涵的修辞形式，已经从语言学领域广泛渗透到与

理解人类衣食住行基本方式相关的中心领域[8]。 

符号隐喻修辞方法分为显性隐喻和隐性隐喻，是

通过将符号的外在形式或内涵意义进行相似性的类

比而进行的产品创新方法。显性隐喻是将产品的喻体

符号形式应用于本体符号形式，以此赋予本体符号所

没有的意义。此种方法是基于符号形式层面的联系，

通过比较与寻找产品本体符号与喻体符号之间的关

于造型、色彩、材质等形式的相似性后，用喻体符号

形式替换本体符号形式从而进行创新设计。隐性隐喻

是将产品的喻体符号意义应用于本体符号意义，从而

达到传达喻体符号意义的目的。此种方法是基于符号

意义层面的联系，通过比较寻找产品本体符号与喻体

符号之间的关于实用功能、象征文化等意义的相似性

后，用喻体符号形式替换本体符号形式进行创新设

计，借以传达喻体符号的意义。符号的显性隐喻和隐

性隐喻见图 4。 

3.2  东巴文化女性符号的包具产品隐喻设计思维 

符号具有创造“文化世界”的功能[9]。东巴服饰羊

皮披肩的“披星戴月”造型样式包含着丰富的女性文

化语意，从符号隐喻角度应用此符号不仅有助于传承

纳西族女性文化，同时对产品的创新设计有重要的方

法论意义。女性作为当今的主要消费群体，创新设计

需要从女性熟知的现代消费观念中开拓具有文化内

涵的产品视觉体验[10]。包具作为彰显女性身份与地位

的主要配饰，其功能本身以外的符号文化价值就显得

尤为重要。将东巴文化女性符号应用于包具产品领 



第 39 卷  第 18 期 宋文娟等：东巴文化女性符号的产品设计应用研究 223 

 
 

图 4  符号的显性隐喻和隐性隐喻 
Fig.4 Explicit metaphor and implicit metaphor of symbols 

  
域，可以从视觉的表层传达深层的女性文化内涵，象

征现代女性日夜忙碌的勤奋工作状态。 

运用隐喻修辞方法创新基于东巴文化女性符号

的白领女包设计，主要是类比归纳出本体符号与喻体

符号的形式或意义存在的相似性。该设计的本体符号

形式和喻体符号形式分别为包具形式和披肩形式，而

两者的内涵意义具有相似性，均象征女性的身份地

位，寓意女性的勤劳、奋进与干练。通过分析隐性隐

喻设计方法，将披肩的造型符号元素“披星戴月”运用

于女包的造型和图案设计，即是用喻体符号形式替换

本体符号形式，借以传达出喻体符号的女性勤奋的意

义。东巴文化女性符号的隐性隐喻设计分析见图 5。 
 

 
 

图 5  东巴文化女性符号的隐性隐喻设计分析 
Fig.5 Product recessive metaphor design of female symbols 

 

3.3  东巴文化女性符号的包具产品设计应用实例 

以纳西族女性羊皮披肩的“披星戴月”造型为主

要创意元素，对喻体符号“披星戴月”造型进行解构和

重组，通过图形变异手法将代表日月星辰的纹样解构

和提炼为符号一和符号二，分别代表“日月”和“星

辰”，“披星戴月”女性符号的提炼见图 6，再将这两

个符号分别应用于女包的造型和图案设计。女包系列

设计分为圆包（挎包）和方包（手提包），圆包的设

计是将符号一“日月”应用于其造型设计，即圆包正形

为“月”形，负形镂空为“日”形，将符号二“星辰”应用

于其图案设计，三维造型与二维图案结合共同体现出

日月交融、昼夜交替的内涵；方包的造型设计结合了

披肩整体蛙形及披肩束腰的特点，并将符号二“星辰”

应用于包具的主要视觉图案设计。通过对符号元素的

应用，此包具设计均寓意传达女性的“披星戴月”勤奋

工作的品质，“披星戴月”女性符号的应用见图 7。 

 

 
 

图 6  “披星戴月”女性符号的提炼 
Fig.6 The extraction of female symbols "stars and stars" 

 
包具的色彩方案选用东巴文化中的女性色彩符

号，主要为黑、白与深蓝 3 色，从形式美学角度出发，

运用构成手法填充女包图案，以“民族色彩”作为第一

视觉传达纳西族女性文化。 

此系列女包设计主要从造型、图案和色彩方面应

用东巴文化女性符号进行创意，从造型、图案和色彩

方面共同作用传达女性勤劳、奋进的含义，“披星戴

月”系列女包效果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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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披星戴月”女性符号的应用 
Fig.7 Application of female symbols in "stars and stars" 

 

 
 

图 8  “披星戴月”系列女包效果 
Fig.8 The final effect picture of female bags 

 

4  结语 

纳西族女性文化是东巴文化中的女性崇拜意识

的具体体现，它以有形的符号形式游走于东巴文化的

各种产物中，传达出独特生动的女性象征意蕴。分析

东巴文化中的文字、造型、色彩 3 方面的女性符号，

运用符号隐喻修辞方法，将其应用于现代产品设计，

从符号学的视角探究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方法，为设

计实践开辟新的路径，这必将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

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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