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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ing Shape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 Logo Design 

LI Xiang-yuan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search and analyze the lining shape in the design of Chinese character logos, under-
stand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context of lining shape, and explore and study the causes of decorative 
elements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logos and their aesthetic values. The causes of lining 
shape in the Chinese character logos were analyzed starting from the bearing materials of early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patterns of lining shape of Chinese character logo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on different media were sorted 
out, thus analyzing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rules. Aiming at the typical lining patterns, the form and appli-
cat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studi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typical cases of Chinese character logo design, and then its 
form value and connotation significance were analyzed. The lining shape in the design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 logos 
originates from the entity bearing material form of the early Chinese character decoration application, and plays an im-
portant symbolic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sign of Chinese character logos. On the one hand, the use of lining 
shape adds the integration and symbolism of overall shape of the logos in the process of convey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 
logo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the planar embodi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enclosure in anci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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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标志是我国标志设计民族化的重要形式之

一。汉字最早起源于图画，在标志设计中，图形阅读

的“无国界”特征使得图形比文字更具备灵活性，也更

便于标志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1]。在汉字标志设

计中，衬形的使用是一种常见的辅助形式，一方面起

到了对于主体标志文字元素的装饰作用，另一方面也

是象征性语言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标志

衬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实际意义。 

1  汉字标志设计 

汉字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中华人民

【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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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结晶。汉字和图形一直以来就是密不可分的，

汉字源于图画，从产生之日起，汉字就和图画有着密

切的关系。我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一说，图画是汉字

产生的母体，最早的文字就是基于图画的基础产生的。 
汉字从图形发展而来，逐步形成了今天方块字的

特征。时至今日，汉字虽然已成为不象形的象形文字，

但人们仍能从很多的文字中找到图形的线索；它以记

号图形、象形文字为基础，不仅是语言信息的载体，

还是一种具有音、形、意“三位一体”的文字系统[2]。

图形作为汉字的母体，对汉字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在汉字产生使用之后，图形又起到了协助文字传

达信息的辅助作用。 
标志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产

物，汉字作为图形标志的使用由来已久。利用汉字的

图形化特征进行标志设计，是将汉字作主要的表现元

素，以汉字的笔画结构、表意内容、图形符号为设计

基础，寻求“形”和“意”的结合[3]。文字产生以后，在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就出现了使用铭文来表示氏族

图腾和器物所有权的简单文字，这些都是早期标志的

萌芽，为以后产生商品交换的标志奠定了基础。此外，

从战国开始使用在商品交流中的封泥、印章，就是商

品流通过程中的表明归属权和区别同类商品的重要

标记，它们大多使用单纯的汉字排列形式，内容多为

生产者的姓名和产地，具备了早期标志的基本功能。 
可以说，汉字标志是我国古代标志的主要形式。

在我国古代商标的成熟期——宋代，各行各业都有自

己的标志广告，它们门类众多，如实物式、旗帜式、

门楼式、招牌式、铭记式、印刷式等。这些大都与汉

字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大多数更以汉字为主要内容。 
近代，我国的标志表现形式发展进入了比较多元

化的阶段，有一些店铺的标志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

具有民间寓意的图形，或利用文字和图形的组合。单

纯文字标志的形式也一直在延续使用，尤其是一些老

字号品牌，如“同仁堂”、“张小泉”、“盛锡福”等，

这种使用铺名汉字作为标志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 

2  汉字标志设计中的衬形起源 

《新华字典》中，“衬”字做动词有搭配上别的东

西，如衬托、陪衬、映衬，有“帮助”的含义。“形”
字有“实体、样子、表现、对照、比较、状况、地势”

之意。综上，衬形即指用以衬托、陪衬的实体样式。

笔者认为现代汉字标志设计中的衬形起源于早期汉

字装饰应用的实体承载物质形态。其中，应用最广泛

的早期物质载体当属瓦当、印章，印章和瓦当是我国

早期汉字设计应用的主要物质载体形式。 
瓦当是我国古代建筑中屋顶檐的一个组成部分，

起源于西周，早期瓦当以动植物等形象装饰，到汉代

开始出现了以汉字为内容的装饰形式。瓦当文字的主

要造型特点是在圆形或半圆形的空间内，充分利用独

特的布局对方块汉字进行多元化排列，文字线条流

畅、造型手法多样。通过多种装饰手法对汉字笔画进

行整体构造设计，传达出独特的寓意，可以说是文字

和建筑的完美结合。在汉代“宫”瓦当中，“宫”字为

瓦当中的主要图形元素，采用篆书的形式，文字左右

两侧均以 3 个乳钉纹点缀，字下用山形云纹装饰，简

约、雅致，别具一格，见图 1。 
 

 
 

图 1  汉“宫”瓦当 
Fig.1  The tile "Palace" of the Han Dynasty 

 
印章的最早起源，是古代劳动人民在彩陶、铜器

和甲骨刻辞上受到启发，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艺

术形式。特别是甲骨刻辞，可视作印章的原始雏型[4]。

印章的内容既有单纯的文字形式，也有以各种物形为

主的肖形印，见图 2；我国的印章多呈现圆形或方形，

文字或者图形在或方或圆的空间内进行布局，内外呈

现出整体的曲直相融之势。印章印制后所呈现出来的

样式既包含了形质外部的形态特征，又包含了印章传

达或文或图的信息内容。印章印制出的印记，可以反

复多次的使用，不受数量上的限制，使用灵活自然普

及面广，因此被人们长期且广泛的使用。同时，文人

参与印章的设计制作，改变了以往工匠制作的匠气，

在印章中注入了许多艺术因素[5]。 
 

 
 

图 2  先秦物形印章图 
Fig.2  Pre-Qin Dynasty: the stamp of shapes 

 
可以说，瓦当和印章的物质形态都对后期汉字标

志设计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作为早期的汉字承载主要形式，它们在传承中不

断通过拓印的方式进行纸本传播。在拓印的传播中，

瓦当以及印章的物质外形会作为汉字拓印的一部分

呈现，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装饰文字的组成部分——
衬形。 

汉字标志设计中的衬形是逐渐在多样化物质形

态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除了瓦当和印章以外，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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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本牌记、牌匾、招幌等，在表达的时候也都呈现出

了文字聚集、并形成一定区域的外部形态样式，这些

都对汉字标志设计中衬形的使用、发展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如招幌呈现出长方形的外部形式，古籍刻本中

的牌记从最初的墨栏发展到“亞”字形、椭圆形、甚至

还出现了钟鼎形等多种物形形态，可以说是“牌记具

有标识之用”，见图 3[6]。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后来

的汉字标志中都表现为各种用来衬托文字标志的样式。 
 

 
 

图 3  元朝物形书刻牌记 
Fig.3  Yuan Dynasty: the shapes of book logo carving 

 

3  现代汉字标志设计中的衬形应用分析 

汉字标志设计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衬形的角

度分为两种，一种是主体标识文字后面衬有图形，一

种是文字独立自成主体，后面没有衬形。从早期物质

形式拓印长期以来的形式形成，衬形随着时代和设计

的发展不断地产生各种多样的表现方式。衬形的形式

有的承担单纯的背饰功能，与标志文字主体之间联系

程度不十分紧密；有的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左右文

字标志设计风格，笔画变化、甚至字间结构的重要作

用，将标志文字主体和背景巧妙的融合在一起，设计

效果显著，创意新颖奇特，应用范围广泛。这种完整

的意识能起到心理完美的暗示作用，使人在视觉上感

到平和，在心理上获得稳定和满足[7]。 

3.1  几何衬形 

几何衬形是在传统印章、瓦当等物质形式基础上

发展出来的基本样式，多以方形、圆形等基本几何形

为主。汉字标志设计中的几何衬形最具有普遍性，一

方面是几何形态形式简单、易识别度高，受众面较广；

另一方面是几何形式同具有广泛应用的印章形式联

系紧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应用的较好体

现。在现代汉字标志设计中，这种以印章为衬形的标

志设计形式屡见不鲜，主体标志文字大多采用同衬形

相呼应的设计形式，展示标志整体的和谐统一。在中

华老字号的标志设计中，红色的方形衬形反白巧妙的

衬托出“字”、“号”两个字的同构，文字的外围笔画同

红色方形衬形造型相近，这种阴纹的篆刻形式既有浓

烈的印章味道，又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历史痕迹，

见图 4。 
 

 
 

图 4  中华老字号标志 
Fig.4  Logo of China time-honored brand 

 

3.2  物形衬形 

物形衬形来源于肖形印、古刻本物形牌记等相关

形式。印章、书刻牌记等经由早期的发展功能和用途

逐渐多样化，反映在表现形式上就是形态逐渐复杂多

样，代表了人们在精神方面更加丰富的需求。在设计

上，此类的物形衬形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标志设

计的相关内涵，形式同主题关联性大，让观者能较快

捕捉到标志所要传达的主题信息。陈幼坚先生为“茶

语”设计的视觉识别系统，见图 5，以中国传统的盖

碗茶杯作为正形反衬茶字，盖碗茶杯为冲泡茶品之容

器，这种形象的使用鲜明生动、直诉主题、令人过目

不忘，是形式和内容达到了内与外的完美结合。 
 

 
 

图 5  “茶语”标志设计 
Fig.5  Logo design of "Alan Chan Tea Room" 

 

3.3  不规则衬形 

印章的普及对标志设计的影响比较大，其表现形

式在标志设计里应用较多，从现代汉字标志表现的多

样性来看，印章形式只是汉字标志衬形中的一种表现

方式，作为一种基础方式，已经在原来的基础上演变

出各种表达样式。 
不规则衬形是建立在规则衬形的基础上，并由此

发展和演变而来的，它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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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形一方面表现为在传统印章形式衬形基础上的演

绎和创新，一方面表现为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图形应

用。因此，不规则衬形常呈现出来既可复古亦可简约

的不同审美特征，也是当今比较常见的一种标志设计

表现形式。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展示中心的标志设计，

见图 6，利用了两个不规则的有机图形透叠在一起，

反衬图形中心的篆书“文”字，原色色彩的不规则有机

图形准确体现了标志的“创意”主题，同中心左右对称

的“文”字形成了良好的视觉对比与内外互动。 
 

 
 

图 6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展示中心标志 
Fig.6  The logo of Beijing Culture & Creative Industry  

Exhibition Center 
 

3.4  隐形衬形 

隐形衬形是靠文字的笔画、部首和间架结构来组

成整体设计形式，是利用文字或者文字组合之间巧妙

围合成相应外部非实体形态。隐形衬形的优势是借用

主体元素自身的特征进行形态的围合，减少了画面的

层次，有效利用了画面元素，令标志主体文字更加醒

目、突出。这种方法更适合汉字笔画众多的特征，是

当今标志设计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中国汉字听写

大会》是中央电视台、国家语委近年来推出的大型原

创文化类电视节目，在“提笔忘字”现象越发严重的今

天，该节目旨在唤醒更多的人对文字基本功的掌握和

对汉字文化的学习，见图 7；节目标志设计就采用了

常见的汉字及基础笔画，通过排列与位置的放置，围

合成标志的常用形态圆形，同方块汉字产生了较好的

外圆内方的形态对比。隐形衬形可以是以上几种形态

的衬形，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较之实体衬形更加

轻盈。 
 

 
 

图 7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标志 
Fig.7  The logo of Chinese Character  

Dictation Conference 

4  现代汉字标志设计中衬形的价值与意义 

现代汉字标志设计中的衬形使用，在最大程度上

保持了汉字视觉性、完整性、功能性、准确性的同时，

还能很好地利用衬形的特征传递出更加多元且深刻

的意义。 

4.1  形式价值 

汉字标志设计利用了汉字图形语言的特征，既保

证了汉字信息传达的民族性和准确性，又利用图形化

元素展示了汉字独有的审美意味。汉字标志的图形化

处理就是要借助图形元素，发掘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还原汉字原本承载的各种信息，从而创造出意向准确 
的传播符号[8]。汉字的视觉特点是外形复杂，虽整体

上每个独立个体都呈现出相似的外形，但结构多样丰

富，字腔和半开放空间较多，视觉上不容易集中。同

时，汉字的多结构形态也很难形成典型的标志设计特

征，衬形的介入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衬形增加

了汉字标志设计中的变化统一，保持了汉字完整性和

汉字标志的整合性，以相对独立的空间增加了标志汉

字标志的面化特征，增强了实体感，减少了因汉字变

化而带来的的阅读难度。衬形作为辅助元素，虽不是

传达中的重要部分，但增加了主体的层次感，丰富了

空间关系。 
由于汉字标志的衬形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或

者形式意义，尤其在现代汉字标志设计中，衬形已经

成为诠释标志主体文字的必要元素，是标志象征性含

义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除了单纯的形式整合以

外，衬形还为汉字标志设计增加了更丰富的文化内

涵，令方寸之间的标志设计能在有效的面积内实现简

洁而丰富多样的设计语言。 

4.2  内涵意义 

中国空间意识的艺术精神是极为乐观豁达的，一

方面表现为将无限空间纳入有限之中[9]。汉字标志的

衬形从早期的实形到如今常见的虚形，在形态样式上

层出不穷。无论是实还是虚的衬形形态，从本质上讲

都是一种围合概念的体现。围合作为一种包围式的结

构，无论是实或者是虚都会给人带来客观或心理上的

主观感受。围合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是一

种从实体空间进而到精神层面的综合反映。封闭的地

理环境形成了华夏民族内向的性格，中央集权需要对

各个阶级进行统一管理，等级观念、家族制度需要对

不同的阶级区别对待，围合恰好体现了这 3 个方面的

特征[10]。汉字标志设计中的衬形使用，恰好是一种平

面空间内的围合意识的体现，对于处于一个平面内部

的元素来讲，围合是一种空间上的划分，是围而治之

的体现，这种围合的空间划分令标志主体性明确，视

觉效果更加醒目。这种衬形的围合作用，正体现了一

种以小见大的空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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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衬形的使用，还为汉字标志设计增加了多

维度的象征性含义。通过对衬形形态的变化，为汉字

标志增加了文字以外的象征性语意，这种象征性语意

又同主体文字内外呼应，共同表达了汉字标志的主

题。从“宫”字不同时期的运用可以看到汉字标志衬形

的形式发展及其内涵变化。汉瓦当中的“宫”字为带有

一定情感的装饰性文字元素，对瓦当的圆形外形采用

了适形的手法。2005 年发布的故宫博物院标志设计

中同样使用了“宫”字作为主体元素，见图 8，设计者

将文字的部分笔画拉长形成了长方形的隐形衬形与

故宫建筑格局相衬，这种隐形衬形同文字的含义内外

呼应，在中外众多的博物馆中独具特色。 
 

 
 

图 8  故宫博物院标志 
Fig.8  The logo of The Palace Museum 

 

5  结语 

现代汉字标志设计中的衬形源于早期汉字发展

中的实体物质形式，经过多年的应用发展与意识完

善，已转化为各种设计样式，并在当今的设计中表现

出更多元化的设计意味。从宏观的角度看，人类的信

息交流传递以物质到非物质，以有形到虚拟空间在逐

渐发展，汉字标志设计也同样由早期的物质形式，转

化为与媒介发展相适应的非物质样式。在这个过程

中，原有物质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并没有剥离，以一种

更加多元化的形式，传达出更符合时代发展的形式与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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