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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search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pplication principles and specific design methods in the 
logo design of the new 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haracter logo' unique advantage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pictographic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the emotional art performance and its uniqu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were analyzed. 
Combined with excellent cases, the method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logo design were explained. 
Chinese characters' unique thought and culture provide important creative materials for modern logo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culture, the Chinese character logos profoundly convey the theory of business, improve the brand 
value, and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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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出现跨越了语言交流在时间与空间上的

障碍，它的形成是一个民族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

志。汉字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

传统文化精神与思维理念，展示出顽强的生命力。汉

字独特的构造方式与审美特征为标志设计发展提供

了无限可能的空间，将具有思想性与文化性的文字符

号融入标志设计，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更是现代标

志设计发展的新思路。 

1  汉字标志的优势 

1.1  汉字具备象形的美学特征 

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与象形性存在紧密的内在

联系。东汉文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古文字的

结构特点及构成规律进行概括与归纳，形成“六书”，

即“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前 4
种为造字法，后 2 种为用字法，“六书”对研究汉字

笔画结构特点及创意设计提供了重要的价值[1]。其中

象形的造字法是对客观事物的外在形体进行归纳、概

括，提炼出 本质的特征进行线条画、图案化的表现。

卢道夫·阿恩海姆在《语言、图像和诗歌》[2]中也曾

表述过：“历史告诉我们，有必要去简化和规范化一

些图像，渐渐地将他们转化为纹样或者标志，这么做

的目的，是让这些图像能够更加简化并且便于书写，

但是人们仍旧可以看见这些被简化的纹样或者标志

与他们所代表的意义之间的对应”。汉字象形性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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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征逐渐内化、抽象化，走向一种隐藏在其背后的

文化特征，但设计者仍然能够在其简化、归纳、抽象

的造型上找到与之对应的“象形”关系，这一点正是

汉字标志设计应该达到的理想层面。今天，汉字标志

应当是在遵循汉字造字方法与书写视觉规律的基础

上，使受众从字体意向化、抽象化的图形中了解标志

设计的意义。 

1.2  汉字具备情感表达的意境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文字具有三美：“意美以感

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3]，

这 3 点与汉字的造字方式是统一的。汉字不仅具备象

形的美学特征，也具备表意性，人言为“信”，止戈

为“武”，人吃五谷即为“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同时汉字书写具有情感表达的特征，书写者和书写内

容的不同，使作品呈现出不同的情感，一点一划、一

撇一捺的表达转变为生命与情感的符号，这在书法艺

术中体现尤为明显。书写过程中笔墨受情感的支配，

它的干湿浓淡、轻重缓急都源于书者情感的促动与宣

泄。在品评一幅作品时首先看画面的整体气势，之后

感受它所传达的意境之美。汉字本身特有的情感要

素，丰富了标志设计的人文精神与情感内涵，如延安

大学校名由著名诗人郭沫若先生在 1960 年题写，今

天表现在学校校徽之上，仍旧能够感受到它的意境  
之美。 

1.3  汉字蕴含传统的哲学思想 

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重要

的辩证思维方式[4]，它表达了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

处世态度，而这种思维理念也体现在汉字的框架结构

与笔画特征中。汉字整体形态方方正正，四平八稳，

一撇一捺穿插有致，相互礼让。标志作为企业视觉识

别系统的核心部分，不仅应提升企业的视觉形象竞争

力，更应该是其经营理念识别、行为识别的外化。一

味追求形式上的西化、简洁、时尚，而无法体现企业

精神、管理内涵，并不是优秀的标志设计作品。中国

工商银行标志，见图 1，整体造型是一枚隐性的方孔

钱币，蕴含“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同时传达出金

融业的行业属性。标志中心是一个经过设计的“工”

字，两边完全对称，中间断开，以“分”形成“合”，

以“断”强化“续”，表现银行与客户之间平等、互

信、共存的辩证哲学。 
 

 
 

图 1  中国工商银行标志 
Fig.1 Logo of ICBC 

2  汉字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原则 

汉字字体结构经历几千年不断创造、改进，字体

形态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

行书等发展过程，它们从具象到抽象、从复杂到简洁，

彰显了中华民族无穷的智慧。汉字标志在转换成视觉

图形语言后，应适应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实现

自身的实用价值与艺术价值。  

2.1  汉字标志应快速准确传递信息 

“信息传播”是标志的本质[5]，也是现代标志设

计的核心。标志创意应该以信息传播为切入点，从功

能需求出发，明确传播的内涵。设计师通过对视觉元

素的组合、编排创建信息传播的 佳途径，使受众在

心理上产生深刻印象，因此完成一件优秀的汉字标志

作品，前期必须对该企业文化、经营理念有详实了解；

之后明确设计的主题方向，选择特定的字体形态，这

种形态能够以抽象的形式反应企业的文化理念； 后

将所要传达的信息融入汉字图形，使其更具专属性与

独特性，同时汉字本身特有的文化内涵将提升标志的

识别性。 

2.2  汉字字体类型与标志整体风格匹配 

一款合适的字体能够成就一个优秀的标志，字形

空间与笔画特征的多样性塑造出不同的字体类型，有

的笔画纤细柔软，给人女性化的特征；有的厚重，负

形空间小，赋予力量感，给人男性化的特征。黑体字

字形简洁明快，适于表现现代感与时尚感，宋体字笔

画末端有装饰点，能够体现传统气息与文化概念。笔

者设计的元锐消防公司标志，见图 2，传递的宗旨是

安全、快速，信任，字体以粗直线、简洁型为主。在

众多的字体库中找到一种合适的字体形态是标志设

计的基础。 
 

 
 

图 2  元锐消防公司标志 
Fig.2 Logo of Yuan-rui fire company 

 

2.3  汉字标志应具备艺术性 

标志图形本身应带给受众美的视觉感受，汉字空

间、结构、重心的比例关系应体现均衡与对称、节奏

与韵律、统一与对比的形式美法则[6]。其中均衡与对

称是设计构图的基础，主要作用是使画面具有稳定

性，稳定感是人类在长期观察自然中形成的一种视觉

习惯和审美观念，凡符合这种审美观念的造型艺术才

能产生美感。汉字的结构设计以非对称性为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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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笔画、间架结构组合完成视觉上的均衡。要使汉字

标志达到视觉上的均衡稳定，必须对其结构、重心、

笔画重新调整，即通过再设计的过程，提升标志设计

的整体美感。 

3  汉字在标志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方法 

文化是设计的底蕴，生活是设计的源泉，笔墨当

随时代[7]，在设计领域中同样是这样的道理。科技发

展日新月异，造就了今天汉字标志特有的时代特质，

识别性高、通用性强，兼具信息性与文化性等特点，

在具体设计时可采用如下方法进行表现。 

3.1  汉字笔画连接设计 

“连接”设计是一种重要的字体标志设计方法，

它包含单个字体之间的连接，也包含字体内部笔画的

连接。所谓“连接”就是在相邻两字之间，或其与周

边字体找出可以共同延伸且合并的笔画，使之成为一

个自然的整体。在设计中同一水平线上的两个横画或

撇捺画较容易实现连接。但如果其中的一个字体为四

边全满的形式，例如“园”，则需要将一边的竖画从

中断开，借助横线或斜线进行适当延伸，实现其与周

围字体的连接，“029 酒吧”标志设计见图 3，“吧”

字左侧的“口”刻意断开，实现与“酒”字的连接。

由于汉字结构及笔画特征的多样性，有时连接的条件

受限，这时可以通过改变字体间位置及排列秩序，创

造“连接”的空间。这种设计方式对多数字体标志而

言，较容易实现，设计中可根据主题的需要，适当采

用字体的“连接”，增强标志设计的整体性与跃动感。 
 

 
 

图 3  酒吧标志 
Fig.3 Logo of bar 

 

3.2  汉字笔画断开设计 

“断开”是指将完整的笔画做断开处理，这种设

计形式建立在字体识别性基础之上。笔画间适当的断

开可以实现标志图形黑白关系的匀称性及艺术性。在

设计中可根据字体结构及设计风格对封闭的笔画做

这样的处理。一般断开部位常见于有“丁”字连接及

十字交叉的笔画[8]，例如“片、胡”，打破约束感，

实现较好的视觉效果。吉林省图书馆标志，见图 4，

以繁体汉字“图”为整体造型，“吉”字居中，巧妙

融入图形，彰显吉林省图书馆的行业属性与地域特

色。标志外围为“口”四角对外贯通，表示“吉图”

从封闭式服务转向开放式服务。断开的设计形式使原

本沉闷的字体图形变得灵活透气，实现黑白关系的匀

称，增强画面的透气性。 
 

 
 

图 4  吉林省图书馆标志 
Fig.4 Logo of Jilin Province Library 

 

3.3  汉字笔画的减省设计 

“格式塔心理学”成为汉字笔画减省设计的理论

铺垫[9]，它提出人们的审美观念对整体与和谐具有基

本的要求，即人在感知视觉形象或观察事物时，首先

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被认知，之后才以部分分离的形

式被认知。其主要理论包含相似原理、连续性原理、

封闭性原理、对称性原理等。视觉元素的琐碎、零散

易造成整体感缺失，不和谐。设计上为了实现标志图

形的整体性，通常对结构繁琐、零散的笔画做“减、

省”的处理，所谓“减省”既是舍去精简。中国包装

联合会标志，见图 5，设计者对“包”字左上方的撇

画及右下方的钩画进行减省处理，体现该标志的内

涵。在进行笔画减省时尽量不要选择影响字体整体轮

廓的笔画，这样才能强化标志的视觉识别性。 
 

 
 

图 5  中国包装联合会标志 
Fig.5 Logo of China Packaging Federation 

 

3.4  汉字笔画的趣味性设计 

汉字笔画的趣味性设计更注重情感的表达，它使

标志本身更具亲和感与生动性，受众在轻松与欢乐的

氛围中理解与接收信息。生动的图形元素替代汉字的

局部笔画，图形元素与字义关系密切，可以代表或反

应标志的文化理念，二者之间能够产生良性的互动关

系[10]。具体操作时可根据需要对局部笔画适当的延伸

或是缩短，图形元素尽量选取较为简约、充满趣味性

的形式，使得笔画图形连接处自然和谐，实现图形与

字体的完美融合。中国社区标志，见图 6，由汉字“社”

与图形“居民”组成，“社”字局部笔画变身成“手

拉手的两个人”的形象，右下方的笔画延长、演变成

抽象的房子，人的图形元素刚好体现出中国社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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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居民、造福群众”的宗旨。图形元素的趣味性表现

使标志本身更形象，内涵更加丰富。 
 

 
 

图 6  中国社区标志 
Fig.6 Logo of Chinese Community 

 

4  汉字标志与书法元素的结合 

书法是一种表达情感的东方艺术形式，书法艺术

将汉字比喻成生命体，具备“神、气、骨、血、肉”，

书法家通过线条、笔触展现精神内涵。在汉字发展的

历史长河中，书法占据重要的地位，不同的字体造型

代表了汉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安徽宏村的

胡氏宗祠“敬爱堂”内悬挂着一个牌匾，上方是一个

笔力穹劲的“孝”字，相传为南宋书法家朱熹所书，

见图 7，它既是一个字，也是一幅画，并将字、形、

义、情融为一体。上半部分从右侧看是一个拱手作揖

人的造型，从左侧瞧好似一个拳打脚踢猴子的样子，

寓意孝敬者为人，忤逆不敬者为畜生。下半部分是一

个完整的“子”字，寓意为人子女要孝敬长辈，具有

很深的教育意义。所谓书画同源，在这里应该达到了

高度的统一。书法作品这种情景交融的艺术形式对当

下汉字标志设计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杭州城市形象标

志，见图 8，以汉字“杭”的篆书演变而来，彰显中国

传统文化底蕴，设计者巧妙将航船、建筑、园林、拱

桥、等要素融入其中，构图精巧，字体与图形和谐共

处。标志下方略带的笔触意境传达出城市与水的亲近

关系，整体结构舒展，地域特征强烈，识别性高。这

样的设计理念在国家级别的标志作品中较为多见，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标志、2010 年上海世博会标志都

是成功的案例。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将书法元素融入其

中，作品将更具东方韵味与美学意味。 
 

 
 

图 7  朱熹书法 
Fig.7 Zhu Xi's calligraphy 

 
 

图 8  杭州城市形象标志 
Fig.8 Logo of Hangzhou city image 

 

5  结语 

作为一名现代设计师，不仅应具备扎实的专业理

论知识与技能，还应具备广博的学识，尤其对本民族

特有的文字符号有深刻的认知。汉字经历数千年的演

变与发展，蕴含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智慧与文化精神，

它所具有的象形美学特征、表意性、深刻的哲学思想，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认知世界、创造未来的方式。

汉字独特的优势，为现代标志设计提供创作的文化基

点与造型启示。汉字在标志设计中应牢牢把握应用 
的原则，确保信息快速、准确传递的同时，实现图形

视觉美感的表达。在具体的应用中可采用笔画连接 
设计、断开设计、减省设计、趣味性设计等方法，同

时书法元素在标志中的运用彰显了现代标志的东方

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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