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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运用皮尔斯三分法理论对李冰相关符号文本进行解释和符码转换，建立李冰视觉符号元素

素材库和知识库并将李冰视觉符号元素运用到文创产品开发设计中，提升产品的民族文化内涵。方法 运

用符码传达的过程对李冰的文献和图像从符号信息的受众中“解码”， 通过临时“艺术元语言集合”抽取

若干片段进行解释，整理成符码集合。通过 KJ 法对获取的文字符号进行梳理，运用图形创意法则针对

李冰文创产品所需图形元素进行设计；运用李科特量表法从图像库中筛选出合适的元素；融入巴蜀传统

手工艺运用图形创意基本原理进行图形设计。结果 得出了基于符号学理论的具有可重复性的图形元素

和推演方法。结论 在对李冰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中的视觉图形元素提取与筛选中，为历史文化名人系列

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思路。研究如何实现巴蜀文化的创意升级、丰富其文化内涵，对四川“非遗”

的传承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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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ion and Deduction of Li Bing Graphic Elements Based on Pierce’s Semiotics 

NI Tai-le, FENG Zhao, CHEN Ying-shuang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use Pierce’s trichotomy theory to interpret and convert code related to Li Bing, establish 

Li Bing visual symbol element material library and knowledge base and apply Li Bing visual symbol elements to the de-

velopment and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thus improving the na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products. 

Through the symbolic communication, Li Bing literature and images were “decoded” from the audience of symbolic in-

formation, and some fragments were extracted through temporary “Art Meta-Language Collection” to be integrated into a 

set of symbol codes. The KJ method was used to sort the obtained text symbols, and the graphic creative rule was used to 

design the graphic elements required by Li B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 appropriate elemen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image library by the Likert scale method. Bashu traditional handicraft was integrated to design the graph ac-

cord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reativity for graphic design. A reproducible graphic element and derivation method 

based on semiotic theory was derived. The research on the extraction and screening of visual graphic elements in the de-

velopment of Li B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provides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elebrities. The work studies how to realize the creative upgrading of Bashu culture and enrich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which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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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召开的四川省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
第一次会议上，大禹、李冰等十位被确定为首批四川
历史名人[1]。在四川大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旅游
强省、打造“旅游万亿级产业集群”的背景下[2]，开
启古蜀文明的产业化道路，是文化创意产品发展进程
上的重要一环。四川历史文化名人特殊的文化属性使
其具备天然的文创产品开发优势[3]。李冰艺术符号符
码集合，在符号学理论支撑下以李冰为研究对象进行
解读、整理。提炼李冰文创艺术符号的外部表现形式
和内部文化特征，将提取出的视觉符号元素融入到文
创产品开发中，为四川文创产业发展寻找新的思路。 

1  符号学介入李冰文化研究 

在视觉符号挖掘阶段对历史文化名人的相关文
献进行符码整理[4]，以地域为视角的历史文化名人文
创产品开发，已有部分研究，其重点探讨了地域文化
的设计表达，依托地域文化发掘全新设计的价值[5]。
在视觉符号验证阶段，通过眼动仪测试客观数据对获
得的视觉文化符号进行提取[6]，运用设计符号学对民
族手工艺品从四个维度进行解释，并总结归纳文化元
素的素材，综合形状文法进行设计开发[7]。从视觉符
号对情绪的影响入手，对视觉符号验证阶段从化学及
生理反应上进行科学客观的研究，最后形成系统的评
价体系[8]，并从感性工学的角度形成对产品外观评价
体系及数据收集与分析逻辑[9]。在设计实施阶段，运
用因子分析法从造型中提取设计元素并以形状文法
进行形状推演，在设计方案呈现中进行适当地运用[10]，
并应用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中，这将成为历史文化名
人文创产品产业化的重要路径。 

将皮尔斯理提出的符号三分方式的符号学理论
运用到设计过程中，对李冰文化相关的符号进行解
析，并将大量无序的文字通过寻找其内在逻辑的相关
性加以归整，根据巴蜀文化特点和李冰文化意象，运
用图形创意基本法则根据解析成果创作具有文化内
涵价值的视觉符号元素，通过李克特量表法筛选出最
具文化特色的视觉符号元素，将视觉符号元素的演化
用于四川传统手工艺的再创作中，研究思路见图 1。 

2  李冰的符号学解析 

符号对于人们生活的世界来说，是一种如影随
形、无法剥离、在一般情况下难以注意的存在。符号
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11]。皮尔斯的符号学认为，
根据与对象的关系，符号分成三种：像似符号、指示
符号、规约符号[12]。李冰已经成为四川的一种地域符
号，通过对李冰的设计符号学解析，把李冰文化融入
到视觉符号的创意过程中去。选取文献、工程、雕塑
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李冰文化符号作为研究样本，分别
为 1 号宝瓶口、2 号《元和郡县志》、3 号李冰雕像，
“像似符号”、“指示符号”、“规约符号”通过皮尔斯
符号学理论进行解读。 

2.1  理据性，像似符号 

像似符号指向对象靠的是“像似性”，但是像似
不一定是图像的，还可以是听觉、触觉上的[13]，像似
符号不必须是实物对象，其对象可以是纯粹的虚构存
在[12]。在研究样本中建筑与工程由于在表征的像似性
上具有特异性，自身在历史上、环境上、人文上具有
部分特征性，运用像似符号的视觉化原理，能有效对
样本进行符码分解并通过图形创意法进行视觉图形
创意设计，基于像似符号的视觉符号设计方法见图 2。 

在“听觉”图形元素的提取中，收集大量的影像
素材，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听觉部分的素材主要来源于
水流、风、人声、鸟兽鱼虫，其中最具听觉冲击力的
是风声，风与河床、桥梁、墙壁形成不同的符号，风
与物体的撞击声的变化形成了特殊的艺术表现形态，
从而让设计师可以通过对线条造型的力量把握将其
转化为视觉元素。以被试者 A4 的听觉图形作为分析
案例，来解析如何通过声音进行图形提取。风穿过回
廊，从风接触的整个南桥建筑中进行视觉元素的创
造，首先通过写实的手法从吊挂楣子、花梁头、檐枋、
雷公柱、坐凳楣子对整个南桥进行形态上的简化，创
作出完整的南桥图形。根据获得的图形再进一步对檐
柱、廊柱进行概括，最终通过对图形的抽象得到表 1
中 A4-1-3 所示的形态，再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元
素进行图形元素整合得到最终图形，被试者 A4 听觉 

 

 
 

图 1  研究思路 
Fig.1  Research ideas 



180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2 月 

 
 

图 2  基于像似符号的视觉符号设计方法 
Fig.2  Visual symbol design method based on iconic symbols 

 
表 1  被试者 A4 听觉图形提取 

Tab.1  A4 auditory graphics extraction of subject 

被试者 A4，听觉图形提取 提取对象 提取 概括 抽象化设计 整合设计 

南桥 
 

 A4-1-1 A4-1-2 A4-1-3 

风声 

  
 

回廊穿堂风的声音 

 A4-2-1 A4-2-2 A4-2-3 

 

 
 

图 3  基于指示性符号的视觉符号设计方法 
Fig.3  Visual symbol design method  

based on indicative symbols 
 

图形提取见表 1。 

都江堰渠首枢纽主要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

大主体工程组成[11]。此次选择从三大主体工程的形态

学构成入手，将是样本的像似性由听觉、视觉、味觉、

嗅觉、触觉进行传递， 被试者根据这五个传递信息

对实验样本进行分析得出文本符号，通过 KJ 法从五

个方面对文本与视觉符号进行符码集合的整理，形成

符码表格，像似符号符码集合整理见表 2。 

2.2  理据性，指示符号 

指示符号是在物理上与对象联系，构成有机的一

对。指示符号就像是建立在文本和图形之间的桥梁，

符号与其所指者之间具备种种关联性，具备暗示性的

指向意义，能够让符号接收者联想到其所指对象。指示

符号需要建立相关的组合规则，使对象组合成序列[14]，

基于指示性符号的视觉符号设计方法见图 3。 

文献为此种研究对象的主要资料主要体现在对

历史文化名人的素材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中，因此文

献资料的符码转换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指示符号能有

效地对抽象文字符号进行解构，再通过提示、想象让

文本有效重构，形成理据性符码。  

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犍尾堰（都江

堰唐代之名）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决。

破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之。累而壅水[15]。”

以提取的文本“竹”进行视觉符号提取为例，根据每

个被试者所提出的不同关联元素找出“竹”与其他文

字符号有因果关系，被试者提出竹与笋、林、筏、叶

等具备相互提示的关联性，笋、林、筏、叶就是它的

因果词，得到因果词然后再通过图形创意法进行视觉

符号构建。从视觉符号中进行二次创作可形成由因果

词所产生元素构建出的新的图形，如竹筏会形成交织

的元素，而竹筏上的船桨也是它的邻接图形。从邻接

和因果图形元素中，研究者可以从部分与整体上再对

其进行图像的提取与创作，如拼接的竹筏可以从其不

同的部分中获取不同的构成元素，竹筏顶视图俯视中

所产生的线构成变化，从前视图观察所产生的原型点



第 42 卷  第 4 期 倪泰乐等：基于皮尔斯符号学的李冰图形元素提取与推演 181 

状构成。而在整体形态上多个竹筏与水面河流又形成

了点线面结合的构成元素，从而形成图形的多种形态

变化，“竹”的指示性符号图形提取见表 3。 

接收者的符号解读能力根据其所处背景、文化及

学科背景等不同而呈现差异。本次进行符码整理的过

程，也选择对各个领域不同专业方向来自不同地域的

被试者的数据进行统计，以得到更为准确的文本符

号。根据四个被试者的描述，进行指示性符号的图形

元素的提取与创作，并进行图形筛选把元素整理形成

符码表格，指示符号符码集合整理见表 4。 

 
表 2  像似符号符码集合整理 

Tab.2  Iconic symbol code collection 

实验样本 被试者 听觉 视觉 味觉 嗅觉 触觉 

A1  
   

 

学生 
灰土色的 

高墙被撞击 

时而平静 

时而狂躁 

风味小吃 

霸占着味蕾 

河底捞 

封锁嗅觉 
拥挤的人群 

A2 
     

白领 
风裹着水流 

从远处吹来 

水面平静 

皆是自然 

挡不住的 

味觉诱惑 

跟着嗅觉走 

总会跑偏 

下雨过后的 

城墙很光滑 

A3 
     

工人 
水在河床 

来回荡漾 

汹涌的水流顺着

堤坝沿途而下 

吃着青山绿水生

长出来的猕猴桃

胃被填满， 

嗅觉还在运动 

走过河道旁的

石板路 

A4 

 

 
   

都江堰水利工程 

教师 
回廊穿堂风的 

声音 

水流被堤坝 

分成两条路 

美食在 

河道两旁 

让呼吸遨游在青

山绿水之间 

嗖嗖的风吹 

在脸上 

 
表 3 “竹”的指示性符号图形提取 

Tab.3  Graphic extraction of indicative symbols of “Bamboo” 

实验样本 竹的图形化元素 因果图形 选取因果图形 邻接图形 因果图形的部分 因果图形的整体

 

笋 

 

林 

 

伐 

 

竹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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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指示符号符码集合整理 
Tab.4  Indicative symbol code collection 

实验样本 被试者 因果 邻接 部分 整体 

A1 
    

农夫 获得生命的力量 点 他人彰显自我 化作藩篱 与枝与条汇聚成屏

A2 
    

游客 熊猫腹中之食 竹叶随风微动 竹简为证 梳下竹一生 

A3 
    

工匠 伐竹之器 编织交集获得升华 形势变化丰富灵活 解构重组为一体

A4 
    

破竹为笼，圆径三尺， 

长十丈，以石实之。 

学生 诗中的岁寒三友之一 竹蜻蜓 竹片绘画 竹竹相接为楼 
 

 

 
 

图 4  基于规约符号的视觉符号设计方法 
Fig.4  Visual symbol design method based on  

protocol symbol 
 

2.3  规约符号 

对于规约符号来说，符号意义是由社会文化约定
俗成的，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并不存在天然联系。对
于部分符号来说，解读者需要依靠约定俗成的解释，
来搭建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联系[11]，基于规约符号
的视觉符号设计方法见图 4。 

千百年来人物形象在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表
现形式多样，提出并总结了诸多绘画理论，包括以线
造型、以形写神、画中线、计白当黑、变形主义、墨
骨画法等[16]。形态与意向的表达各异，但所阐述的原
意不变，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中国古代艺术作品的
元语言，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所有包括绘画、雕塑作品
的分析，都是在此艺术元语言中的规约符号。而对于
李冰雕像的视觉元素符号学讨论，也是建立在这个基
础上，从年代性考虑搜集了符合视觉符号表达的两个
不同李冰雕塑进行分析，这个方法从形态到形态的过
程，通过获取的两个样本，根据形态的部分形态演化
出一个造型，但是造型需要遵循本身所约定的“人物

部分形态”这个规约。同样的在历史规约下，同为秦
朝人那所有雕像的共同性体现在哪里提取出来作为
图形创意，也就是历史规约下的图形。基于形态学，
从历史、文化、艺术规约等角度入手进行符码整理，
规约符号符码集合整理见表 5。 

3  基于古蜀文化的李冰视觉符号元素推演 

都江堰水利工程、《元和郡县志》、不同时期的李冰雕
塑等样本通过符号学的分析，提取出视觉符号元素，
整理成一组由 56 个李冰视觉元素符号组成的符码合
集。这是一个让元素建立其所对应的符号意义的过
程，布拉格学派符号学家布加齐列夫认为，符号化发
生于一物“获得了超出他作为自在与自为之物的个别
存在的意义时”[17]，这也为指示性符号的符码转换提
供了依据。“破竹为笼”的笼，本身作为一根竹条不
是符号，把这个竹条编织为笼，笼又装满石块置于河
水之中对水流的疏导起到作用，就成为了符号。“笼”
和“竹”脱离其自然属性，具备了“疏导”这一延伸
的、邻接的符号意义。将符号与其所指的对象之间建
立起具有感知意义的联系，这个过程即符号的“再现”
功能。在符号意义的构建下，被感知的的物，形成衍
生的多个独立符号，“笼”的拆解可以是形状、衍意、
地域、民俗等方面的符号延伸，既解释了符号的部分
品质又将其符号化，这也是符号的片面化。最终通过
图形创意法进行视觉符号的创意设计，并通过李克特
量表法，本表将适用一组陈述组成，分别给予从 5、
4、3、2、1 的不同权重，对应“非常喜欢”、“喜欢”、
“一般”、“不喜欢”、“非常不喜欢”五种态度。对于
各题分数的总和将被调查者对各个问题的态度进行
可量化的呈现。通过软件建立问卷模型并通过社交软
件发布问卷并进行回收，通过对 30 份数据分析，最
终选出 3 个得分最高的视觉元素符号，李克特量表数
据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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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规约符号符码集合整理 
Tab.5  Protocol symbol code collection 

实验样本 被试者 部分形态 整体形态 历史规约 文化规约 艺术规约 

      

 

A1 

学生 

 
    

 
 

 
   

 

A2 

考古专家 

 
  

  

 
表 6  李克特量表数据 

Tab.6  Summary data of the gauge 

图形

元素 
Q1 Q2 Q3 Q4 Q5 Q6 Q7 Q8 Q9 Q10

总计 165 173 174 157 172 128 136 143 132 136
 

3.1  传统手工艺的融合 

符号化是给某种载体以意义，为了让视觉符号具

有实用意义的同时具有艺术意义突出地方文化特色，

也为了将古蜀人民的文化、历史通过视觉符号的方式

进行呈现。结合对四川传统手工艺，银花丝、绵竹年

画、道明竹编、扎染、自贡剪纸、龚扇进行分析，充

分融入传统手工艺的材料、材质质感，让图形作品更

具有文化特征。这个过程中获取的图形，通过工业生

产制作出的产品可用于生活与文化建设那也就是“物

化”，而图形的本身具有的装饰性对于艺术家是“艺

术符号”。而这也使李冰等四川历史文化名人的视觉

艺术符号能具有艺术价值和生产价值，即符号意义中

的效果意义和艺术意义。 

3.2  图形推演与再造 

图形与传统工艺融合过程通过对传统工艺的机理

分析得到具有独特构成效果的视觉元素，通过对材质的

分析提升图形立体质感，通过对手工制作流程分析进行

图形重构。结合对造型等的语构分析，运用图形创意的

基本法则如轮廓共生、置换同构图形、延意图形等法则

以及形态创造学对元素造型要素和装饰元素对三个视

觉元素符号进行进一步的形态演变。一套具有四川特色

的四川历史文化名人李冰的创意视觉符号元素通过对

视觉图形的筛选而得到形态演变过程见表 7。 

 

表 7  形态演变过程 
Tab.7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原始图形元素 轮廓共生 置换同构 延意图形 延意图形、置换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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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皮尔斯符号学三分法的符号提取及视觉符

号元素设计方法，是在前人对视觉符号的挖掘、验证

到设计作品实施三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字符号

与视觉元素符号的获取，运用了不同的符号解释方法

对李冰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文献、图像进行解析。四川

历史文化名人文创产品开发提取和筛选视觉图形元

素通过本套研究方法获得了依据，通这个过程让更多

的艺术家、设计团队去挖掘李冰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文

化内涵，创作出更具有内部特征的艺术图形。运用图

形创意的设计逻辑，以四川传统手工艺为连接，将艺

术图形与具有地方特色的工艺手段结合，提出了更为

宽广的艺术后期加工语意。构建了李冰文化符号与现

代设计之间的互通桥梁，使艺术家找到一条探寻文化

艺术本质的新途径。推进了四川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

应用，对四川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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