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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视域下纪念馆视觉形象设计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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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纪念馆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视觉形象设计中互文释义的方法建构，论证了视觉形象设计

方法的创新思路。方法 聚焦符号学、修辞学中“互文性”理论的发展与转向，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

研究法对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延展进行归纳梳理，提出互文性理论研究趋于“多重性”与“工具型”转

变。以毛主席纪念堂视觉形象设计实践为例，分别从历史文本、建筑、文物等方面系统构建“视觉语

境-视觉语意-视觉语法”三个层次的视觉形象设计方法，并采用图解分析法和实证研究法开展设计分析。

结果 形成了设计中“脉络互文-意象互文-结构互文”的多重释义路径。结论 以学科交叉的视角深化视

觉形象设计相关思考，互文机制的探讨不仅有利于时代语境流变中创新文化符号的传承方式，更有助于

在不同媒介关系中扩展视觉形象设计的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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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Ideas for Visual Identity System Design of Memorial  

Hall under the View of the Intertextual Field 

WANG Yue, CHEN Lei 
(Academy of Arts and Desig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5,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take memorial hall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discus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textual inter-

pretation method in visual identity design and demonstrate the innovative ideas of visual identity system design method.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textuality" theory in semiotics and rhetoric, literature re-

search method and case study method were adopted to summarize and comb the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related disciplines 

and propose that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intertextuality" tended to be "multiple" and "tool-type". With Chairman 

Mao's Memorial Hall as an example, a three-level visual identity system design method of "visual context-visual seman-

tics-visual grammar" was built from historical texts, architecture, cultural relics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memorial hall. 

Then, graph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were adopted to carry out design analysis. Thus, the multiple intertextual 

paths of "contextual intertextuality-image intertextuality-structural intertextuality" were formed in the design. The think-

ing related to visual identity system design is deepe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disciplinarity. The discussion of in-

tertextual mechanism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inheritance of innovative cultural symbols in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but also beneficial to extending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of visual identity system design in different media relations. 

KEY WORDS: intertextuality; memorial hall; visual identity system design; Chairman Mao's Memorial Hall; innovative ideas 

2021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

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到：“用情用

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1]作为讲述“中国故事”和构建“大国形



第 44 卷  第 4 期 王玥，等：互文性视域下纪念馆视觉形象设计创新思路 213 

 

象”的文化阵地。国内许多纪念馆顺应时代需求，文

化建设活跃，趋于多元化，呈现出“集群化”和“品

牌化”两个趋势：趋向集群化，以人物纪念馆为例，

多以故居或是主要活动地点建设主题纪念地，形成纪

念馆网络。不同区域的纪念馆往往以挖掘当地特有的

纪念资源为主旨，推动文化旅游应融尽融，创建区域

性纪念文化联盟；趋于品牌化，例如雨花英烈纪念地，

以雨花台烈士为纽带串联 26 家纪念馆，以纪念馆相

关人物、文物、事件为文化意象打造 IP、品牌联名的

设计层出不穷。 

然而，较之纪念馆相关展览的视觉形象设计工

作，许多纪念馆自身形象的视觉设计仍未跟上公共文

化服务的需求和数字媒体传播的转变，相关设计及文

化传播的思考仍不均衡：一方面，部分纪念馆比较关

注标志设计，但整体视觉形象系统设计缺乏整体性、

规范性；另一方面，面对多渠道、多层次、不断变化

的信息传播媒介，纪念馆后期应用面临整合线上线下

的挑战，如何挖掘展馆特色以及丰富的视觉语言，如

何构建视觉形象传播的深层逻辑，成为我国纪念馆文

化建设的重要突破点。本文聚焦我国纪念馆视觉形象

设计现状及问题，在跨学科视角下分析探讨纪念馆在

文化文本、视觉叙事、意象语言等多方面的互文释义

层次，探讨建构视觉形象的创新思路，在实证研究与

图解分析中论证纪念馆视觉形象系统设计中互文性

方法构建的可行性与创新思路。 

1  国内纪念馆视觉形象设计的现状 

纪念馆是纪念重要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专题

展馆，以人物、事件的相关资料或人物故居、事件原

址为建设基础，从而达到宣传教育、研究、收藏、纪

念等目的[2]。其中，纪念馆视觉形象系统设计是展馆

对外统一宣传、对内优化管理的规范制定，其目的主

要是明确基础视觉形象要素和应用规范两个部分的

应用方式，从而优化其文化宣传管理的系统性，提升

其形象辨识度和延展性。 

近 20 年，纪念馆建设更是蓬勃兴起，纪念馆不

仅通过历史物件、人物、事迹构建着主题文化，其空

间本身也构成了文化体验和记忆的载体，因此，其视

觉形象的传播不仅包括纪念馆的建筑空间、展览内

容、园林景观，还包括传统媒介（各类衍生品、出

版物、主题产品）、数字媒介（官方网站、线上展馆、

各大平台运营等） [3]，为了在更复杂多元的媒介和

场景中强化纪念馆的完整形象、丰富纪念文化的延

展，有必要对视觉形象系统及应用规范进行系统性

管理。 

目前国内纪念馆的视觉形象建设存在诸多不足

之处： 

1）视觉形象设计语言思路较单一，重视标志设

计的更新，忽视视觉形象要素应用关系，较少关注数

字传媒时代形象传播的动态化、互动化趋势创新。 

2）纪念馆通常包括许多与历史记忆相关的物质

文化元素，例如路标、历史标志、地标、雕像、遗址

等，共同构成了纪念或遗产景观。目前不少展馆的形

象设计创意多从建筑外形、文字造型、文物史料等方

面提取元素，但针对其特色文化资源或历史事迹有待

深层挖掘，如何有效解析展馆文化传统内涵，从历史

文本、空间文本、物料文本中塑造视觉形象的系统叙

事是亟需关注的课题。 

3）视觉形象不仅需要与纪念馆文化定位相符，

更要关注新时代与观众的信息连接方式。相比之下，

国外纪念馆的文化形象及推广方式更关注多向互动。

例如美国 9·11 国家纪念博物馆视觉形象设计[4]主标

志设计将双子大楼的建筑融于事件代号 911 中，以黑

白为主色调配以蓝色，有效凸显了缅怀之情的表达，

同时结合史料图像、采访资料、纪念活动不断丰富形

象传播的图像和文本，强化了事件中的集体记忆和情

感表达。 

纪念馆蕴含着特定主题的视觉文本形态，不仅体

现在空间中历史元素与记忆图景的表达，也交织着过

去与当下、个体与集体之间文化阐释与价值定位的流

转。因此，纪念馆的视觉形象设计不仅重在传达文化

的视觉符号，更需要构建视觉符号所含载的文本意

义，从而实现跨时代、跨媒介、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

认同。 

2  互文性理论视角下的视觉形象设计思考 

2.1 “互文性”的概念发展及转向 

互文性的概念起源，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

中所产生的一种关于语言符号关系的文本理论，从索

绪尔到巴赫金，都关注到了不同文化、文本间的相互

关联、相互渗透。作为作家和学者的巴赫金最早提出

文学结构不仅存在，而且是在与其他结构的关系中生

成的，从而开始了他对文本结构以及文本之间对话性

的动态研究[5]。在当时结构主义符号学和语言精神分

析学理论的影响下，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 1967 年首

次明确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正如“Inter-

textuality”中的“inter”和“text”两个词根所示，“互

文性”的建构重在论述“文本间的关系”，既包括前

后文本之间的历时性联系，也存在于作者、读（听）

者等多角色之间互动的表述循环，甚至影响到社会、

历史的意识形态传递和连接。在泛文本基础上，意义

不再只存在于封闭的文本结构内部各因素间的关系

中，而是不断流转在各个文本的重读、更新、摧毁、

位移和再生成中。克里斯蒂娃将其定义为符号系统的

互换关系，或文本生成的意义结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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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互文性理论发展与演进 
Fig.1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intertextuality theory 

 

如果将文本中的“语汇”或释义中的“符号”视

为意义的网络，而非固定的意义，那么互文性则代表

动态化的表意实践。如图 1 所示，随着克里斯蒂娃的

“解析符号学”、罗兰·巴特的“多元文本”等理论

的深化，“互文性”具有了文本间逻辑结构、转变机

制及意义生成的方法属性，具有了更强的思辨性、批

判性。发展至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学者布鲁姆更是

强调互文性独特的“修正”意义，鼓励跨文本不断更

迭、重修释义的互文结构[7]，在修辞形式上也引申了

多种动态化方法，互文性概念也从“结构型理论”发

展为“解构型工具”。 

在不同时代、不同角色、不同语境的话语系统中，

因差异化的媒介、理解、散播、转译，任何文本都存

有对相关文本的吸收和转化[8]，今天的专家学者更趋

向对多学科、多领域的互文关系进行探讨。互文性这

一概念不仅扩展到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关系的研究，

更促成了跨领域、跨学科理论的共生互动。好比文学、

建筑、戏剧、舞美、设计各个领域之间的共通性和叙

事性[9]，文化研究视域下互文理论可被视为创新既有

结构和认识范式的有效工具。 

2.2  视觉形象设计中的互文性思维 

媒介技术的变革使视觉文化语境与传播手段更

为丰富，互文关系更加多变。近年来，“互文性”研

究主要集中在修辞学、符号学、传播学等领域，部分

研究将互文作为文本分析的策略展开论述，例如冯德

正等[10]提出不同符号模态不仅可以内部建构，也可以

相互转换，从而生成多模态互文，部分研究针对品牌

间互动传播机制提出了基于意义、符号、实践三层次

的互文空间，使用多模态语篇丰富传播策略[11]。对于

面临着的“再语境化”问题，在叙事设计、设计心理、

体验设计等交叉理论催化下，艺术设计领域研究方法

出现了关于文本转译、释义分析的互文性思考，但大

多侧重归类叙述，没有从设计方法层面展开视觉设计

中互文性系统构建的思考。 

与文本一样，视觉形象背后也存在释义发展的网

络系统。从宏观层面，视觉形象设计中的互文性思维

不仅体现为同一形象或信息符号的纵向交织和更迭，

也存在于不同视觉语言或媒介形式之间的横向交叉

与转变中；从微观层面，视觉形象设计的互文路径也

可结合历史语境、空间语序、视觉语意、媒介方式四

个层面展开创新。例如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视觉形

象设计[12]，提取了纪念馆建筑中的立柱阵列、红星等

元素，以建立策略方法，其互文性不仅仅体现在历史

文化元素和空间叙事的互象、互联、互动关系中，也

体现在整体视觉形象多重表意网络中，其中的释义逻

辑值得进一步形成可参照的方法框架。 

3  以毛主席纪念堂为例探讨纪念馆视觉形

象设计中互文释义的创新思路 

自 1977 年开放至今，毛主席纪念堂这座庄严肃

穆、气势恢宏的建筑接待了数亿的瞻仰群众，是广大

人民群众悼念、缅怀伟人的重要场所。为了彰显纪念

堂的新时代风貌，2020 年底，中央办公厅毛主席纪

念堂管理局委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启动了视觉形象

系统设计工作。 

此前，毛主席纪念堂曾使用过基于主体建筑绘制

的图形，但其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标志，更没有建立

规范的视觉形象应用系统，因而不太适应当下多元文

化体验和交互的需求。此次，围绕纪念堂相关文献、

图像、设计图纸等资料，研究团队开展调研及数据收

集整理，通过征求各方建议，明确了三个设计原则：

一要体现毛主席纪念堂的独特空间元素；二要兼具纪

念性与政治性的形象气质；三要创新辅助元素以适应

文化建设与延展。 

基于互文性相关理论，本研究在提出“脉络互文-

意象互文-结构互文”三层文本释义的同时，试图围

绕“视觉语境-视觉语意-视觉语法”三个层次创新视

觉形象设计方法（见图 2），强调核心元素、组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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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延展应用等相关设计规范的合理性和整体性，着

眼于纪念堂相关主题文化传播与文创开发的长远规

划，聚焦纪念馆视觉形象设计的互文性创新路径开展

实践探索。 

 

 
 

图 2  纪念馆视觉形象设计的互文释义网络 
Fig.2 Network of intertextu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visual 

identity system design of the memorial hall 

 

3.1  通过提炼“脉络互文”拓展视觉语境 

毛主席纪念堂作为国家最高纪念堂具有独特的

政治地位。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设计建造

思想[13]，纪念堂建筑风格方正对称、庄重典雅。此次，

设计实践围绕建筑空间考察、馆藏史料、专家口述三

类文本资料，分析提炼出视觉形象设计的基本文化脉

络依据。 

1）毛主席纪念堂主体建筑是历史文本凝结的符

号，是特殊的文化地标，本身就体现了视觉形象塑造

中双重释义的互文性。一方面，纪念堂相关文献史料、

图像资料、采访资料丰富且互为补充，激活了对现存

场域的文化叙事；另一方面，毛主席纪念堂作为位于

天安门广场建筑群中心的建筑，与人民英雄纪念碑、

人民大会堂、天安门等共同形成了重要的公共文化区

域，视觉形象设计中也需兼顾其间的呼应与互动。 

2）纪念堂建筑装饰语言极富寓意。建筑中的石

雕装饰与绿化中的四季植被之间生成了互为文本、多

重叙事的语言关系。纪念堂建筑周围高低错落种植着 
 

常青树、油松、山楂，三月开花，九月结果，春华秋

实，象征着毛主席播种的革命果实，一片火红，代代

相传[14]。纪念堂建筑室内的石雕装饰图案则选用了梅

花、葵花、万年青、松柏等 20 多种题材，各具寓意，

既保持了纪念堂室内的庄严肃穆，也使文化主题更加

鲜明突出，同时构建了多种具象与抽象的释义符号。

特色鲜明的装饰在体现历史叙事的同时，形成了互文

性释义的网络，也构成了广大观众空间认知体验的记

忆点。 

3）通过资料梳理生成了不同的媒介文本，建构

了多重的观看结构。使原本固化的互文性，也因记忆

和视角的关联而趋向语境化，为视觉形象设计的转化

提供了更多思路。 

通过梳理提炼设计要素间的互文性，可以平衡内

容与形式之间的意形转移，从意象材料转向视觉叙

事，逐渐演化出具有创新性的设计逻辑。 

3.2  通过构建“元素互文”重组视觉语意 

1）在宏观层面，强调关注多视角的意象互文性。

如图 3 所示，本研究团队从展馆建筑特征、广场建筑

群语境、人物内涵象征、文献文本几个方面进行了设

计方案的不断尝试，先后创作了十多个标志形象方

案，其中或以“东方红”为概念，强化人物的精神意

象，或结合汉字与象征性花卉表达，最终明确了以主

体建筑造型为标志的设计方向，通过不断优化视觉语

言表达，最终形成了融合纪念性、政治性和艺术性的

标志图形，得到了委托方及专家的一致认可。 

2）在微观层面，深入挖掘元素语义中的互文性。

除了标志图形，通过提炼建筑装饰中的代表性图样，

视觉系统的辅助图形选取了向日葵、梅花、松柏、万

年青作为造型元素（见表 1）：向日葵象征了全国各

民族大团结；梅花象征了党的第一代领袖集体坚韧不

拔的革命意志；松柏象征了对伟人的深切缅怀；万年

青象征了共产党人永葆青春。图形元素既紧扣毛主席

纪念堂的历史文本意义，又凸显了空间文本营造出的

仪式感，与标志图形一起构建了系统的视觉文化表述

体系基础。 

 
 

图 3  纪念堂标志设计解析 
Fig.3 Analysis of the logo design of the memorial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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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纪念堂建筑空间装饰元素分析 
Tab.1 Analysis of decorative elements in the architectural space of the memorial hall 

元素专题 向日葵 梅花 松柏 万年青 

空间中的

装饰样式 

  
 

组合方式 

多数以组合花饰出现，

其 位 置 居 中 且 强 调 对

称，多见于建筑外墙及

室内天花板。 

多数以单一主题花饰出现，以梅

花花型、枝干组合作为结构，既

表现端庄的五瓣花形，也以硬挺

的梅枝强化装饰构成。 

多数以松枝组合出现，

强化松针扇形语言，组

合呈现出发射、簇束的

视觉特征。 

多数提取竖立枝型做二方

连续装饰面，竖线与圆圈

组合，强化万年青挺拔视

觉特征。 

元素寓意 
象征着全国各民族大团

结。 

象征了党的第一代领袖集体坚

韧不拔的革命意志。 

寓意着第一代领导坚

强不屈的品格，也表达

了对毛主席深切缅怀。 

象 征 了 共 产 党 人 永 葆 青

春，毛泽东千古长青，思

想永放光芒。 

 

此外，在造型元素互象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再设

计、再解读，以三类图解方法论证视觉语言中的互文

性构建思路（见表 2）： 

第一，重心解析图。通过解析建筑装饰图案的视

觉重心及节奏，整理出视觉元素造型中位置和比重等

布局关系。 

第二，组合比例图。在定位元素视觉重心的基础

上，通过网格分析确定造型的节奏比例。 

第三，意象解构图，通过分解、重构、共形等方

式提取造型意象，构筑视觉造型元素。 

3.3 通过转化“结构互文”重塑视觉语法 

视觉语法分析旨在丰富视觉文本的元素构成与

编码原理，针对形式、色彩、构成等叙事成分进行数

据和特征推理[15]。在毛主席纪念堂视觉形象系统设计

中，充分利用视觉语言的空间叙事结构关系，将文化 
 

文本潜在结构融于视觉形象的设计逻辑中，强化主题

文化基因的关联性。 

1）基于建筑空间的色彩比例关系，设定视觉形

象系统标准色彩的应用层次。毛主席纪念堂在建筑设

计之初，始终在西方古典建筑色彩与民族色彩之间不

断调节，强调在融合协调中凸显中国传统色彩的现代

表达[16]，此次研究结合建筑自身色彩，设定金色为视

觉形象主色，既体现纪念性，也凸显传承性，便于形

象宣传及后续开发应用。 

2）基于视觉系统辅助图形的良好适用性，尝试

图形元素繁简切换的多层次应用方式。在视觉形象核

心元素关系中，主标志图形强化纪念堂外部庄严形

象，辅助图形则以建筑装饰延展，达到内外呼应。辅

助图形创作设计了丰富版和简化版两种类型（见图

4），可根据应用需求灵活应用：丰富版辅助图形适用

于尺度较大、能够充分展现细节的媒介中；在媒介尺 

表 2  以纪念堂中“梅”元素为例开展三类图解分析 
Tab.2 Three types of illustrated analysis of the "plum" element in the memorial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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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繁简两版辅助图形的灵活组合应用 
Fig.4 Flexible combinations of traditional and simple versions of auxiliary graphics 

 

寸较小的应用场合，则使用简化版辅助图形。图形可

通过镜像组合、二方连续组合以及局部分解重组进行

使用，便于在适应不同尺度和工艺效果的同时，为丰

富视觉形象表达层次提供适合的表现语言。视觉语言

层次的细分强调了表现意象和互文性，可以有效引发

观众的记忆。 

综上所述，视觉形象设计中的互文性并非仅聚焦

于视觉语言间“超文本”的结构或规律探讨，更重要

的是通过此次项目设计创作，实践了互文性理论在视

觉形象设计方法维度的创新路径，强化了深层次的文

本创新思路和理论逻辑。 

4  结语 

今天的纪念馆视觉形象设计处于复杂的传播媒

介中，在交织的文本网络中不断再叙述、再诠释，在

跨文本叙事设计中构建多维度的互文性释义网络。在

毛主席纪念堂视觉形象设计实践过程中，通过梳理史

料拓展视觉语境，以重组意象缔结视觉语意，运用同

构空间创新视觉语法，阐释了视觉形象设计中“脉络

互文-意象互文-结构互文”三层释义建构，最终形成

完整有效的视觉形象系统。通过设计过程中四个阶段

的逻辑思考和图解方法，依据互文性相关理论进一步

启发了视觉形象系统设计创新视角，为视觉设计释义

建构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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