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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红色”视觉符号生产与建构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内在逻辑和文化表征进行研究，探索

具体的实践方法与路径。方法 以《新华日报》视觉衍生文创产品设计实践中所诞生的经典“红色”范

式为研究对象，从“质料”“生产方式”等层面探索“红色”视觉符号的生产与建构，总结和归纳“红

色”符号生产与建构的方法。结果 对经典“红色”形象进行分析得出，“红色”视觉符号构建需要依靠

文字的效能、重复的力量，以及媒介的想象力，在“红色”视觉符号系统中展开视觉表意的实践，并且

从生产的技术分析层面递进到观念层面，通过媒介赋能与融合创新实现“红色”文创产品的诞生。结论 

“红色”视觉符号作为传承“红色”基因的媒介载体之一，具有形象的“光晕”，其视觉符号生产与建

构需要遵循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红色”视觉符号的生产与建构也是一种叙事化的建构，驱动“红色”

文创产品视觉符号形象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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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internal log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d" visual symbols in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o explore specific practice ways and paths. With the 

classic "red" style developed for Xinhua Daily as a model, the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d" visual symbols was 

explored in terms of "materials" and "production methods". Techniques for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d" visual 

symbols were summarized. Analysis of the classic "red" image show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red" visual symbols de-

pended on the power of words, repetition, and imagination in the media, the practice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meaning 

within the "red" visual symbol system, and the movement from the technical analysis level to the conceptual level, to 

creative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rough empowering media and combined innovation. As a way to continue 

the "red" legacy, "red" visual symbols have symbolic power. The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visual symbols should 

follow their own internal logic. Producing and constructing "red" visual symbols is a kind of narrative construction, which 

drives the shaping of visual symbols of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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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

科学人才队伍。”[1] 

“红色”视觉符号是以视觉为主导的“红色”文

化的表征，涉及“红色”文化视觉经验与“红色”文

化历史现象。“红色”视觉符号生产与建构实际上是

基于“马克思文化理论”，特别是其“文化生产工艺

学批判”基本理论的指导[2]，实现对“红色”文化视

觉经验与“红色”文化历史现象的召唤，其本质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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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话语体系的建构。 

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
报》，由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于 1938 年 1 月 11 日
创办[3]。1949 年 4 月 30 日在南京恢复出版后[4]，毛
泽东三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3]。《新华日报》
自创刊以来，其党的“喉舌”形象一直深入人心，《新
华日报》光辉的发展历程也几乎浓缩了一整部党的革
命史和发展史，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先进性。本文以
《新华日报》视觉衍生文创产品实践中所诞生的经典
“红色”视觉范式为研究对象，首先思考如何在“质
料”中筛选符号；其次从“生产方式”层面探索如何
进行“红色”视觉符号的生产与建构；进而回答“如
何完成‘红色’视觉符号的文化生产”这一问题；
终在多方共同赋能下驱动“红色”形象的诞生。 

1 “红色”视觉符号的特性 

“红色”视觉符号的生产与建构首先需要关注生
产中的“质”与“料”，也就是对文化“生产资料”
部分的研究。通过对符号属性进行定义，找到“生产
资料”筛选的依据。 

世界被把握成图像[5]，读图时代更加强调对视觉
性的关注。“红色”文化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
众共同建构的一种文化形式，从其本质、内涵和作用
考量，是对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文化的形象呈现[6],“红
色”文化形象强调观念的视觉化（图形、图像、景象）。
“红色”视觉符号具备视觉性，又不同于一般的视觉
符号。“红色”视觉符号因其特殊符号系统的存在，
而展现出主导性、批判性、再现性的符号特质，为如
何筛选视觉符号提供了参照系。 

1.1  主导性 

主导性是“红色”视觉符号区别于一般视觉符号

的特性之一，“红色”视觉符号是“红色”观念的外

化，立于思想的高位并服务于意识形态。机械复制时

代由于文化生产工具的革新，大众逐步成为文化生产

的主体，消弭了大众群体与专业人士之间生产主体的

界限。大众通过手机、相机、录影机、APP 等生产工

具进行革新，不断地生产视觉与文化符号。例如，在

新闻出版业，读者与作者的身份时常更替，投稿者既

是读者又是新闻生产者。然而“红色”视觉符号不同

于一般文化符号的生产，有一定的自律性，其生产者

在思想上本身具有一定先锋性，对主流思路方向具有

引导性，其生产的“红色”视觉符号也因此有了身份

属性的辨识，即主导性。它是一种权威性的彰显，这

种属性经过了时代、智慧、集体的验证。因此，“红

色”视觉符号天然具有主导性，并作为中介物牢牢把

握价值，引导精神文化的方向。 

1.2  批判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关注现代自动化机器对物

质生产的影响，也关注其对文化生产的影响。意识形

态论所涉及的只是“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仅从文化

“生产什么”的角度展开一种观念上的“文化社会政

治学批判”[2]。批判性 早来自苏格拉底对柏拉图的

教导，《中庸》也写道：“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

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

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

界”[7]。“澄清谬误，明辨是非”也是通过批判性审

视，实现自我净化与升华，从而达到旗帜鲜明地批判

各种错误思潮，实现促使国人思想与社会进步的双重

作用， 终以正确的价值观来把握世界的目的。因此，

“红色”符号作为视觉媒介具有批判性，批判性也是

其天然的功能属性之一。 

1.3  再现性 

古典修辞学术语“ekphrasis”的本义为以语言获

得栩栩如生的画面感，即图像化再现。“红色”视觉

符号具有对特定历史画面、图景、“红色”精神进行

再现的效能，如同历史的折光镜一般，以视觉的形式

将“红色”记忆、物件、思想、情感等等映射出来。

通过视觉符号的再现性，召唤出遥远时空中的历史情

感，让观者回溯当时情景，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依靠

视觉的感知，通过上下文情景的再现，帮助新一代青

年理解先辈的奉献精神与革命情怀。 

1.4 “红色”符号的筛选 

观念的传播需要借助符号[8]。文化意象是观念符

号的具象化。“红色”符号对文化、历史、精神的共

同印象，共同的认同感，以及共有的文化认知判断形

成了统一的文化意象，能够被集体所“编码-解码”。

“如何从众多文化意象中筛选出能够代表‘红色’

观念的经典‘红色’视觉符号？”是需要认真研究

的问题。 

首先视觉符号需要满足主导性、批判性、再现性

三个特质。以《新华日报》符号视觉设计创作为例，

早期《新华日报》刊登的广告视觉符号，虽非常具有

历史和生活气息，但不符合主导性、批判性、再现性

这三大特质，不能作为“红色”视觉符号的“生产资

料”。视觉符号除了满足主导性、批判性、再现性三

大特质外，其作为经典的符号形象需要符合共同的记

忆与印象认知。例如：“《新华日报》同八路军、新四

军在敌后作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毛泽

东同志曾这样评价《新华日报》。同时“方面军”在

社论、文章中出现频次较多，因而可将“方面军”这

一意象符号客观化，以作为“红色”视觉符号。因此，

在“号角”雕塑、84 周年标志设计、系列文创产品

设计等“红色”经典视觉形象中可以看到“方面军”

“号角”“报纸”“旗帜”“灯塔”等视觉符号反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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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深深地融入受众的形象认知框架当中。 

2 “红色”视觉符号的生产与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

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9]。“红色”基

因的传承需要通过对“红色”资源进行开发，赋予“红

色”情感审美形式的方式来达成。视觉符号生产与构

建也是“红色”资源生产开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卡希尔说过：“人是符号的动物，每一种符号都

是人类精神的表征”[10]。“红色”领域的视觉符号也

是“红色”情感客观化的符号形式。“红色”领域的

视觉符号构建是对“红色”基因的赓续，需要依靠先

进的生产方式以及合适的内容形式来积淀。中国“红

色”符号的生产与建构应当遵循中国特色的生产模

式。这种生产模式是民族、时代、历史的孕育，并根

植于华夏大地。 

2.1  文字的效能 

中国古代文字与民间信仰一直在同一条轨道上

交错，书写崇拜的观念根植人心。龚鹏程在《文化符

号学导论》中[11]提出：“文字高于文化，人是意义的

源头，文字所展现的意义，则是宇宙万物之意义。”

扎根于群众土壤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书写信仰的

“文化惯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善于运用文字形式

表征生产“红色”观念，其实践可追溯到“红色”标

语的书写。早期的“红色”标语受众为广大工农，因

当时的历史原因，大众普遍文化程度相对不高，简单

明了的“红色”标语成了 有效的传播形式。富有亲

和力的书写标语，使“红色”符号出现在广袤的革命

大地。随着“红色”文字符号传播效用的不断深入，

被广大受众所熟悉和解码，书写“红色”标语文字符

号这一行为，渐渐产生了形象的“光晕”（瓦尔特·本

雅明[12]在《摄影小史》中第一次提到“光晕”，用来

形容真正的艺术品受人膜拜的特性），使“红色”信

仰得以确立，并从形式上形成自身的范式，而效能

上由文字所主导的传播形式，则产生了“红色文化

惯性”。 

由此可见，文字是符号、武器、资源，更是一种

信仰，对文字资源的发掘与开发，体现了理论与实践

的高度统一。《新华日报》一直善于依靠文字的效能

构筑“红色”符号生产高地。对赓续“红色”基因文

字资源的发掘，是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先进“红色”视

觉符号生产理念之一。例如，毛泽东先后为《新华日

报》三次题写报头，“新华日报”这四个字成为“新

华人”重要的“红色”视觉符号资源。新华报业传媒

集团在具体的文创产品研发设计中充分挖掘和再现

“新华日报”文字的文化符号。图 1 的“生日报”信

封这一文创产品，其在设计开发的过程当中，在材料

上选择了具有年代感的纸张与信封，造型编排上保持

了复古的韵味，色彩上运用了“中国红”进行赋彩，

图形上则选择了雁阵符号风格的“华”字，而“华”

字在局部造型上又围绕着“新华日报”文字符号，共

同构建视觉整体，形成了有意味的形式，较好地发挥

了文字信仰的力量，让文创产品成为一个以“文化符

号”为核心的统一体。这既让人产生了“云中谁寄锦

书来”的文创功能联想，又让人仿佛听到遥远的“红

色”年代回响。 
 

 
 

图 1 “生日报”信封 
Fig.1 Envelope for "Birthday Newspaper" 

 

文字资源除了可以通过经典文字资源来传承，还

能通过文字符号的再生来获得。《新华日报》的优良

传统，就是始终做“党的一个方面军”，用文字的力

量，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不断巩固

壮大主流舆论阵地。 

文字的效能在“红色”视觉符号生产与构建中具

有重要的意义，孕育了“红色”经典造型的诞生。艺

术设计中如果运用好文字资源，并且在内容与形式上

与内在的“红色”观念深度结合，就能够达到精、气、

神合一的设计赋形。 

2.2  重复的力量 

“过去不是被保存下来的，而是以当下为基础进

行建构的”[13]。“红色记忆”的建构需要在当下被再

建构并被重复地唤起。重复修辞所赋形的“红色”视

觉符号形式，不能机械地做“脸谱化”划分，而是一

种社会记忆的重构。 

“重复”是一种表现手法，郑板桥的竹、徐悲鸿

的马、莫奈的睡莲、方立钧的大笑，以及毛阎的托马

斯无不是形式与内容上的重复。“重复”是一种设计

语言，如在设计色彩上，“中国红”作为具有中华民

族特色的艺术语言，背后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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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形象不断地复制“中国红”这一色彩语言。

“重复”是一种力量，《在机械时代的艺术》中，瓦

尔特·本雅明[12]哀叹文化工业时代“光晕”的消失，

艺术品在机械复制过程中被侵蚀了艺术的“灵韵”，

因而丧失了崇拜的价值。而戴维斯[14]则不同意本雅明

的观点,提出艺术本质上是虚拟的，他对科技持赞美态

度,认为信息时代的机械复制不仅不会侵蚀艺术的“灵

韵”，反而能通过无限复制将其传播开去[14]。由此可见

“重复”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具有延续“灵韵”的力量。 

2.2.1  形式的复制 

“红色”观念的复制需要依靠内容与形式的并轨，

从而实现“红色”观念的传播，形式重复、内容的再

现都能够唤起群体共同的记忆。早期《新华日报》插

图多以版画的艺术形式来传播“红色”思想，爱泼斯

坦[15]在 1948 年发表的著作《作为武器的艺术——中

国木刻》中写道：“历史上没有任何艺术形式比中 

国新兴木刻更贴近人民的斗争意愿和方向，它之所以

伟大，是因为它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武器而存在”。胡

考的木刻版画《巩固团结抗战到底》[16]、梁白波木刻

版画《我国空军的英姿》 [16]、杨珂的木刻版画《破

坏不了这团结》 [16]等，都是木刻形式视觉作品的经

典范式。 

由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与南京艺术学院何方教授

团队共同开发设计的“新华日历”文创产品（如图 2

所示），延续了木刻的形式。日历红色的封面上运用

凹凸工艺，塑造了光芒万丈的视觉形象。内页中富有

创意地将《新华日报》曾经刊登的不同年限月份的木

刻作品，对应不同月份贯穿于日历当中，在数字、肌

理、图案中还原了木刻的艺术形式，同时在日历配套

的书签文创产品设计中运用木刻形式展示了“红色”

经典人物与场景的视觉形象，通过木刻这一艺术形式

巧妙地介入到“红色”文化实践中。 
 

   
                                           a                                    b 

图 2 “新华日历”文创产品 
Fig.2 "Xinhua Daily Calendar" 

 

2.2.2  内容的复制 

内容是视觉符号传达设计的核心，内容的重复
终会转化成某种经验，而重复要成为经验，必须靠
符号的痕迹重叠并形成规律，从而变化地重复某些
特征。 

“红色”文创产品设计提取了“红色”视觉符号在

生产过程中的“红色”意象，并结合不同载体，运用

“重复”修辞，予以视觉化，达到“红色”基因的传

承与强化。图 3 中“英雄礼赞钢笔礼盒”文创产品，

将“旗帜”与“报纸”“英雄”“书写”“速度”等符

号，通过“同构”的手法赋予新的视觉形象。新时代

的“红色”旗帜在造型上由《新华日报》报纸意向形

态展开构成，呼应了“方面军”的符号所指，表达新

华报纸是党的“喉舌”。旗帜造型以静衬动，张开的

报纸形象塑造迎风招展的自信姿态，造型的细节部分 

 
 

图 3 《新华日报》——英雄礼赞钢笔礼盒 
Fig.3 "Xinhua Daily": Tribute to Heroism pen gift set 

 

将钢笔文创产品巧妙地与旗杆的造型结合，同时将高 

铁形象作为笔架的底，充分链接了时代故事与职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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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呼应了“传承红色基因，勇立时代潮头”[17]的时

代强音，通过正向的重复形成意义的累积。 

图 4~5 分别为“《新华日报》‘创刊号’”纸书灯

和“创刊号”马克杯文创产品，在设计内容的叙事元

素上共同使用了“创刊号”的报纸版式设计内容，并

运用在不同的文创上。报纸文字所形成的肌理，具有

天然的设计装饰感，强化了创刊的重要时间节点与历

史价值，同时诞生了生动的文创产品形象。所以，“重

复”是一种完善，意义在不断重复中更新与升华，从

而实现“红色”基因的赓续。《新华日报》“红色”重

叠的意象包括“方面军”“号角”“报纸”“旗帜”“灯

塔”等，在“红色”视觉形象的生产过程中，通过将

相同的符号在不同的载体中，运用“重复”这一视觉

修辞手法进行复刻，从而持续地说好“新华”的“红

色”故事，实现叙事化建构。 
 

 
 

图 4 《新华日报》“创刊号”纸书灯文创产品 
Fig.4 "Xinhua Daily" "First Issue" paper book lamp 

 

 
 

图 5  “创刊号”马克杯文创产品 
Fig.5 "First Issue" mug 

 

2.3  媒介的想象力 

从万物有灵的信仰时代到信息爆炸的数字时代，

人的脑力进一步得到解放。由于手机、录音机、APP

等媒介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得文化生产更加大众化、

民主化，而物联网、元宇宙、人工智能等则带来了全

新的媒介体验。生产手段的革新也为“红色”文化生

产者提出了问题，包括：“如何通过媒介想象力放大

‘红色’文化影响力？”“如何从铅与火的文化传播

过渡到数字、跨媒介、融媒体等传播维度，以重构‘红

色’视觉符号？” 

“红色”视觉符号生产与建构的方式也需要与时

俱进，通过融媒体和跨媒介叙事[18]实现从生产建构到

创造的过程。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推出基于报史馆大数

据，并兼顾 3D 打印等技术的“生日报”文创产品，

受众只需点击屏幕，输入生日日期就可以立刻获得以

当天《新华日报》头版报样为底版的专属生日报，具

有非凡的纪念意义。首先，设计上通过 新的技术实

现了交互体验，具有交互功能的产品，不同于一般文

创产品，是在创造“行为”，它也需要“物”，但只是

把“物”当作实现“行为”的媒介[19]。以轻松感、新

鲜感让个人参与到有意义的活动当中，同时个体参与

到生产过程， 终形成蕴含物质与精神的生产产品，

通过生产行为的参与，召唤“红色”观念与记忆。让

个人辩证地认识到个体存在于集体当中，个体的命运

是集体命运的一部分，集体命运也影响着个体，个人

与集体是不可分割的，关注集体，关注国家，达成内

心认知框架的再构。新华报业传媒集团通过融合先进

的生产技术的媒介产品，使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形成

了瞬间的情感链接，让家国的情怀在胸中激荡，实现

了多年龄段、不同层次的、多个层面的爱国主义教育。

“红色”视觉符号生产与构建，见图 6。 

 

 
 

图 6 “红色”视觉符号生产与构建 
Fig.6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d" visual symbols 

 

4  结语 

马克思文化理论 大特点是充分结合物质生产

来讨论文化生产的问题。马克思的文化生产工艺学批

判直接关注文化“怎样生产”，更直接有助于人们探

讨如何在实践中“改变世界”。“红色”视觉符号生产

与构建就是“改造世界”的一种伟大实践。本质上，

视觉文化也是在视觉符号的表征系统中展开的视觉

表意实践，实践经验 终会转化为某种主体性的“文

化建构”。“红色”视觉符号的生产与建构同时也是一

种叙事化的建构，“说好故事”始终是“红色”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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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生产与建构的核心任务，共同驱动“红色”文创

产品视觉符号形象的诞生， 终融入了完整的“红色”

视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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