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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蒙古族“沙嘎”进行现代视觉设计应用研究，设计出既具有蒙古族民族特色又具有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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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曾经具备装饰、视觉功能的观点，分析“沙嘎”作为视觉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价值，并以此为

依据，提炼“沙嘎”视觉基本图形元素，应用到现代视觉设计中。结论 “沙嘎”作为一种蒙古族传统

文化形式，对于推进草原文化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是蒙古族民族文化遗产，值得人们充分重

视和深入研究，并将其以不同的形式应用到现代艺术生活当中。以蒙古族“沙嘎”文化和现代视觉设计

应用为视角，深入挖掘蒙古族“沙嘎”文化内涵，以视觉设计的形式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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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ongolian “Shaga” in Modern Visual Design 

LIU Wei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aotou 01401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visual design about the Mongolian “Shaga” and design a 
visual work of “Shaga” with Mongolian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rn sense. By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Mongolian “Shaga” was studied and the viewpoint of decoration and visual function about “Shaga” 
was demonstrated to analyze its application value in modern visual design. Based on this, the basic visual graphic ele-
ments of “Shaga” were extracted, and applied to modern visual design. As a traditional form of Mongolian culture, 
“Shag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land culture and is a Mongolian 
cultural heritage. It is worthy of people’s full attention and in-depth study and can be applied to modern artistic life in 
different f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ngolian “Shaga” cultur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visual design, the 
connotation of Mongolian “Shaga” culture is explored deeply. In the form of visual design,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ethnic culture and modern design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Mongolian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Shaga; visual design; design application; national culture; inherit 

“沙嘎”是一种北方游牧民族流传千年的游戏。

蒙古族“沙嘎”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丰富的民族文

化内涵。 
“沙嘎”不仅是一种游艺，而且还是一种远古的

崇拜对象、图腾对象，也是占卜的器具。更有考古资

料发现，“沙嘎”曾经作为配饰或者装饰的元素以视

觉形式出现过。转换研究视角，让“沙嘎”曾经的饰

物作用、视觉作用重新应用到现代设计中，使其以视

觉元素的形式回归艺术、回归设计、回归生活，诠释

其视觉艺术价值，使“沙嘎”这种民族文化从不同的



254 包 装 工 程 2020 年 4 月 

视角更好地得到继承和传播。 

1  “沙嘎”概述 

“沙嘎”亦被称作“嘎啦哈”，即动物腿上的关节

骨，汉学名为“髌骨”、“距骨”，多取于羊、马、牛、

骆驼等动物。每一个“沙嘎”可分为四个主要面，由

于不同地方的地域性，各面有其流传的称呼，且各具

特色。蒙古族“沙嘎”体现了鲜明的游牧文化特色及

当时的风格。曾有考古资料记载发现，北方少数民族

墓穴中屡次发现牲畜骨骼、骨饰品等随葬物。比较有

代表性的比如 1983 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乌

兰察布市冷城县崞县窑子发现了十九座古墓，其中在

M12 墓中出土了一枚羊距骨，置于死者腹部[1]。黑龙

江阿城县双城村金墓群出土众多经过钻孔的羊距骨

（沙嘎），黑龙江大庆大同区的两座辽末金初的古墓

中出的一件钻圆孔的羊距骨（沙嘎），松花江下游奥

里米古城及其周围金代墓群出土的一件仿羊或狍子

形状带圆孔的玉质嘎拉哈（沙嘎），以及清代墓葬中

出土的十三枚带孔的狍子嘎拉（沙嘎）[2]，这些“沙

嘎”有可能在其主人活着的时候是比较珍爱重视的物

件，墓主人对这枚小骨头的态度有着特殊的情感，也

许是作为宗教崇拜物，也许是把玩的物件，或者是作

为墓主人随身佩戴的吉祥饰物出现在墓葬当中。正是

由于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曾经对“沙嘎”的偏

爱和崇拜，“沙嘎”除了具备祭祀、崇拜等功能外，

还可以延至生活装饰物或者其他视觉饰品。此时的

“沙嘎”就不单单是一种游艺，一种占卜物件，还是

一种视觉艺术装饰形式而存在。以此为研究基础，可

以进一步发掘“沙嘎”的视觉性，再次应用到现代视

觉设计中。 

2  蒙古族“沙嘎”在现代视觉设计中的价

值体现 

2.1  增强传统文化视觉认知 

蒙古族“沙嘎”对于现代视觉设计中的传统文化、

民族文化认知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形式认知方面：

即“沙嘎”特殊的造型及造型的形态代表性。“沙嘎”

主要取之于羊、马、牛、骆驼等动物，外部造型结构

基本一样，只是体积、重量上有着大小的差异。“沙

嘎”造型分别以宽凸面、窄凹面、宽凹面、窄凸面为

主，其造型本身就充满自然形态感，特殊独特。而这

几个面有很多传统形态比喻形式，如最为常见是在传

统蒙古族“沙嘎”游戏中，曾以草原五畜：绵羊、山

羊、马、牛、或骆驼来表示“沙嘎”的几个面。观念

认知方面：“沙嘎”是民族情绪资源、蒙古族民俗文

化资源、是蒙古族民族精神资源。如据《蒙古秘史》

记载就有关于成吉思汗与扎木合通过“沙嘎”建立友

谊的传统说，当时“沙嘎”作为一种信物，是一种友

谊的代表。更多的时候，由于游牧民族狩猎的生活方

式，使得“沙嘎”佩戴的多少代表了早期牧民家中牲

畜的多少、狩猎动物的多少，游牧民族的身份地位和

财富实力也可以通过拥有“沙嘎”的多少得到体现，

这是蒙古族民族文化的精神体现。可以说，民族精神

是一个民族的精髓和灵魂，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

展的精神和理念[3]。这些“沙嘎”所蕴涵的民族文化、

民族精神认知涵盖着普遍性的人类情感体验，这些认

知能够构成人与人之间情感认同。“沙嘎”本土化、

原生态的四个面的造型演变，蕴涵着民族情感的视觉

元素时尚化的转换，应用到视觉衍生品设计这个载

体，将有利于激发大众对于“沙嘎”元素应用的视觉

兴趣和关注度。“沙嘎”应用到现代视觉设计中是视

觉设计增强人们的传统文化视觉认知的基础，有利于

挖掘蒙古族“沙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加深大众对

视觉设计作品的记忆，将“沙嘎”视觉设计与大众的

时尚接轨，提升视觉设计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 

2.2  强化视觉审美价值 

北方游牧民族传统文化的审美取向集中源于劳

动产生过程积累，并在各种实践艺术中深化发展形成

民族审美准则。游牧文化特性是蒙古族文化的基本体

现，而蒙古族在历史发展中积淀的文化可谓是哺育滋

养蒙古族文化艺术的母体形态，是构建蒙古族民族特

有审美模式的重要基础[4]。在实用与审美的创造中，

逐步形成了蒙古族特有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

观念、审美形式，从而在无形中造就了蒙古民族独特

的审美模式[5]。蒙古族人们审美观以崇尚自然为主，

就如庄子在《天道》中提出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

美[6]，这里的“朴素之美”就是自然之美。蒙古族“沙

嘎”独有的自然民族文化特征，与蒙古族地理位置、

游牧历史变迁、蒙古族自然审美观有着内在联系。“沙

嘎”不论是作为萨满教占卜的物件、牧民茶余饭后的

娱乐游戏、还是牧民珍爱的骨饰配件，都再次反映出

了蒙古民族崇尚自然，融合自然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观

点。在视觉符号繁杂、冲击激烈的竞争形势下，视觉

设计作品想要吸引大众的视线，具备更大的商业价

值，就必须要与民族性和传统性的元素创新应用。蒙

古族“沙嘎”元素视觉化设计，将其形、意、情感等

价值分解，形成新的视觉元素审美价值。对“沙嘎”

文化元素整理、提炼的同时，增强人们对少数民族文

化和审美价值取向的认可，是突破现代视觉符号繁杂

冲击的有效途径。现实生活中将蒙古族“沙嘎”自然

物的美应用到现代视觉设计中，将强化其审美价值、

美学价值，是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再次印证。 

3  蒙古族“沙嘎”在现代视觉设计中的应用 

蒙族地域范围的不同，民俗风情的多样化差异，

成就了“沙嘎”代表的视觉信息符号不同，成就了“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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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艺术向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沙嘎”只有将民

族文化和民族情感交叉于现代艺术设计，具备一般视

觉符号的基本特征，才能成为现代视觉设计不可缺

少的民族文化资源，才能展开蒙古民族文化价值的

传播。 

3.1  “沙嘎”视觉设计元素提取 

“沙嘎”采用什么形式、如何应用到现代视觉设

计中，是艺术设计领域一个值得不断创新研究的课

题。图形作为一种视觉语言，是有文化内涵，有内

容、形式、审美观念的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一种有目

的性的艺术符号创造[7]。在探索中，人们首先从视觉

设计的最基本语言图形入手，将“沙嘎”进行图形化

提炼，提取“沙嘎”图形视觉设计元素为后续设计作

基础。 
现代图形是介于文字与美术间的视觉表达形式，

是人们借助想象力二次创造的一种能够完成信息传

达的视觉语言，是一种有意味的视觉形式[8]。视觉图

形元素提炼过程是“沙嘎”在其结构形态上，利用其

几个不同面提取凝练而设计。目的是最终视觉表现形

式能够让观者第一时间准确接收“沙嘎”所包涵的传

统文化信息。“沙嘎”图形元素提取，首先可以依据

流传的“沙嘎”几个面代表的畜相比喻进行提炼。将

蒙古族古老的口口相传的说法应用到取其造型。“沙

嘎”宽凸面朝上与因其造型卷曲又长，与绵羊外型接

近，与之相反的宽凹面为毛顺而短的山羊相，其余两

面窄而高，窄凹面酷似骆驼的前半身侧面剪影，稍小

为头部，后面为躯干为。窄凸面为马相。牛相很少出

现，就是有角的倒立。可以直接将每个面型的特点作

为设计出发点，直接提炼，进行简化归纳，体面进行

线条化处理，着重强调其代表畜相面的特征，如绵羊

保留其主要特征卷曲的造型，并将其强化。对设计元

素提取保留了“沙嘎”的最初造型，可识别性增强。

“沙嘎”各面畜相见图 1（图 1-8 均为特日格勒作品）。 
其次，采用对“沙嘎”整体造型形态的扁平化处

理手法。设计以蒙古族传统纹饰云纹与“沙嘎”造型

结合，运用对称、解构、扁平化处理的手法完成创造。

设计的图形在视觉上给人一种秩序感和节奏性，并强

化其图案的装饰性、现代感。“沙嘎”的几组图形设

计见图 2。 
整体外形轮廓的提炼可以诠释“沙嘎”基本造型，

突出“沙嘎”造型视觉亮点，即宽面的“坑”。内部

运用直角，外部圆润的形态体现，对其进行上下对称

表现，使“沙嘎”造型个性特征充分的表现出来。提

炼后的图形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时尚视觉语言，它不

仅能提高人们的审美观念、民族文化认识，而且还能

提高衍生设计品的文化附加价值。“沙嘎”提炼的基

本图形见图 3。 
最后，尝试以“沙嘎”为基本图形，辅助添加蒙

古族传统纹饰或者结合“沙嘎”五畜造型、蒙古族文

字、蒙古族文化等元素，采用对称、打散重构的方式

形成新的视觉图形元素。“沙嘎”是蒙古族民族文化

的象征，在视觉设计中运用文化元素再创图形，可以

传达特殊的意趣和情感，不仅与现代设计风格韵味相

一致，而且还能折射出蒙古民族的气质和理念。与蒙

古族传统纹样结合的“沙嘎”图形见图 4，与五畜、

蒙文结合的“沙嘎”图形见图 5。 
蒙古族“沙嘎”视觉元素设计的提取过程，是将

其形态语言和图形语言进行视觉形式美的转换过程。

在实现过程中，设计离不开蒙古族传统文化、纹饰资

源、民族情感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对“沙嘎”进行图

形化设计，将“沙嘎”独特的蒙古族装饰意味和现代

设计感以视觉的形式回归再现，这也是对蒙古族民族

传统文化的审美情趣的把握。 
 

 
 

图 1 “沙嘎”各面畜相 
Fig.1  Animal on each face of “Shaga” 

 

 
 

图 2 “沙嘎”的几组图形设计 
Fig.2  Several sets of graphic design of “Sh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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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沙嘎”提炼的基本图形 
Fig.3  Extracted basic graphics of “Shaga” 

 

 
 

图 4  与蒙古族传统纹样结合的“沙嘎”图形 
Fig.4  “Shaga” graphics combined with  

Mongolian traditional pattern 
 

 
 

图 5  与五畜、蒙文结合的“沙嘎”图形 
Fig.5  “Shaga” graphics combined with five  

animals and Mongolian language 
 

3.2  “沙嘎”视觉元素的设计应用 

元素提取后得到的“沙嘎”基本图形，作为主要
图形进行重构、上色、形态重组，应用到现代视觉衍
生设计中，使得整体视觉冲击力加强。“沙嘎”图案
视觉重组，将“沙嘎”造型组合自身携带的创意与民
族情感融入到视觉衍生设计中，产生一种新的创造
力，整体设计效果将传统元素与现代构形方式结合，
展现“沙嘎”文化艺术的神韵，让大众感受到民族文
化与时尚的统一，既不失蒙古族民族特色又容易让现
代人接受。“沙嘎”图案视觉重组见图 6。 

本着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原则[9]，“沙嘎”视觉
重组图案、图形应用到文创产品设计中，将其放置突
出位置，借助人们感官快速介入的习惯可以增加视觉
的认可度。个性化图案往往具有最直观、形象、通俗
易懂的优势，更容易让人们脑海中形成观念。黑白经
典色文化衫与“沙嘎”视觉重组图案的结合，给人一
种民族风的视觉效果，一种现代感、时尚感，作品很
容易引发欣赏者或者购买者强烈的心理感应与共鸣，
比如文化衫见图 7。 

作为基本元素提取出来的艺术符号，是艺术家创
作作品所用的创造的形象，设计师在设计衍生产品的
时候除了可以直接应用之外，还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进
行新的创造、衍生[10]。通过对“沙嘎”视觉元素提取，
让“沙嘎”文化与现代文化接轨，从而走入人们的视
线。更多的视觉设计利用主要集中于文创产品中，如
抱枕、背包、杯子、明信片等生活用品设计。视觉衍
生品设计呈现出民族传统韵味与现代潮流相结合，彰
显“沙嘎”应用于视觉传达设计的重要优势。系列文
化产品设计展示见图 8。 

 
 

图 6 “沙嘎”图案视觉重组 
Fig.6  Visual recombination of “Shaga” pattern 

 

 
 

图 7  文化衫 
Fig.7  T-sh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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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系列文化产品设计展示 
Fig.8  Design and display of series cultural products 

 
4  结语 

一块造型小巧玲珑的动物后腿髌骨“沙嘎”，传

承了蒙古族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蒙古

族文化特殊载体，“沙嘎”在保留深厚的蒙古族民族

文化底蕴的同时，一直都保持着自身的视觉特点、装

饰特性。对“沙嘎”展开视觉设计应用的研究尝试，

是赋予“沙嘎”回归视觉表现的过程，是将其与现代

人们的视觉追求、当下人们的需求相一致的过程。通

过对“沙嘎”视觉元素的提取，组成新的视觉形象并

运用到现代系列文化产品设计中，是对蒙族传统文化

进行创新和传承再次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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