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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形符号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纪元前远古时代的象形文字
、

图画文字
、

古代图画和图腾
。

随 着

人类社会不断进化
,

图画以及图画文字分成三支源流
,

一支演进为象形文字并逐渐被表意文 字和

表音文字所替代 , 另一支演变为绘画 (艺术绘画和技术绘画 ) , 第三支发展为文字的补充手段一一

标志
、

标徽等各种图形符号
。

木文试图从图形符
一

号的历史发展
,

明确其特有的作用
。

关键词
:
图形符号 , 图画文字多 象形文字 ; 标志, 标徽

为了对图形符号的产生演变
,

溯源追根
,

了解与其兴衰有关的因素
,

探究其形意结合和

构形组咸规律
,

以 止引然县角王甲怪开乳弋召头〕柞陇借鉴
。

本夕是在 日文《漫谈图形符

号 》讲座第六讲一图形符号的历史的基础上
,

参考了我国有关书籍报刊资料
,

经摘译
、

综合
、

汇编而成的
。

本文引述的史料侧重于史前时期到公元十五世纪
,

结论部分仅是作者在探究图

形符号历史演变后的点滴心得
,

希望它对我国图形符号标准化工作的推进有所裨益
。

1 史前时期的图形符号一一图形符号之源

1
.

1 图形符号的原始形式

1
.

1
.

1 文字的基础一一绘画和原始符号

远古时代在产生文字和符号之前
,

人类传递信息的主要 手段是语言
,

此外就是利用图画

真实地表达他们区眉想意 图
。

在西班牙的阿尔堪米拉 (A lt a o lr a ) 遗址所发现的距 今约五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跳铜穴壁画士
,

还叭留着彩色的图画如野牛
「‘〕 (图 1 ) 和抽象的

、

简单

的原始符号
〔“〕(图 2 )

,

它们是表示男女性别的图形符号
。

我国在新石器时代 (约五六千年前 ) 就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重要文化
。

从出土的陶

器上
,

可看到彩绘的几何图形
、

人面鱼纹
、

鸟鱼纹和蛙纹等动物形花纹
〔3 ’ (图 3 )

。

1
.

1
.

2 图画文字

所谓图画文字是用整幅图画来表达意思的文字
。

其本身不能分解成字
,

没 有固 定 的 读

法 [4 」
。

如图 4 象人牵两马
,

后有一家形
,

可能表示驯服野兽和 医 治 家 畜 之 意 〔‘’。 图 5 和

图 6 为埃及的 图画文字〔’3
。

这科图画文字是世界各原始文字的雏形
。

1
.

1
.

3 象形文字

所谓象形文字是描述物体形象的文字
,

代表一定的意义
,

有一定的读音
,

是文字发展中

本 丈 于 1988年 4 月22 日收 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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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级阶段
〔5 」。

现将古代各民族的象形文字列举数例介绍如下
:

( 1) 埃及象形文字
:

埃及人在公元前五千年创造 了象形文字
,

使用象形文字达三千多

年之久
。

埃及从公元前4 0 0 。年就有了最古的文献
,

用圣书体象形 文 字 (h i e r o g厅p h) 写成

(图 7 ) 〔5 , 6 〕。公元前2 2 0。年发展为僧侣体 (h ie r a ti c )
,

公元前 4 世纪发展为
一

平民体
。

图 8

成埃及的象形文字发展为平民体t ‘〕
。

( 2) 苏美尔 (S u m e r ) 象形文字
:

为苏美尔人所创造
,

公元前四千年至三千年就 己存

在
,

后来巴比伦人把它发展为楔形文字
。

楔形文字在公 元前二千年代中叶
,

成为一种独特的

外交上和贸易上用的文字
。

图 9 为苏美尔文字在 三千年左右使用过程中
,

由表形文字 (即象

形文字) 演进为表音文字 (即楔形文字) 〔7 」。

1
·

2 我国的早期甲骨文 [l 〕

我国早期刻在兽骨上使用的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是 甲骨文的前身
。

早期的 甲骨文是一种

原始的
、

绘画性强的图画文字
,

是文字的原始形态
,

与物形非常逼肖
。

但在后来的甲骨文中

却变成很简单的
,

有些物形已不大清晰的象形文字了 (图10 )
。

互亚逸堰渔星
埃及圣书字

而麟难奈萦浓决么称诚

尸户洲尸户户户厂尸 产

唯””逐
:

”乃 , 皿 c,5
。

战翻那f脚解甜 段 比八 ,
几

苏苏美尔尔 苏美尔尔 巴比偷偷 下徕徕 字义义
IIIIIIIIIIIII

二二 fff 1上二二 作作 汗汗 水水

劝劝劝 分分 琳琴琴
,

确卜卜 头头

、、戈〕〕 译译
,

拜‘‘ 节只只 几橄橄

几几几 且且 彩rrr 牌牌
、

走走

耐亩脑
今仑} 价叹

图 1 一I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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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1 我国古代象形文字的种类

( 1 ) 单体象形文字
:

象人形的象形文字 (图 1 1 ) ;
象动物形的象形文字 (图12 ) ;

象交

通工具形的象形文字 (图 1力
。

( 2 ) 复体象形文字一高级复杂的象形文字
:

是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体象形文字构成
,

表现出JL种物形之间的关系的高级象形 (图扭 )
。

如
“

宿 ” ,

象人卧 犷室 内席上之状
,

由屋

形
、

人
、

席三形构成
。

1
.

2
.

2 我国古代象形文字的构造特点及 其方法

( 1 ) 象形文字的脚实意 义
:

文字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
。

古代的象形文字特 别明显地

显示出它们多是象似某物之形
,

1卜常直捷
、

朴素
、

现实
。

( 2 ) 籍某些可象之形以表现无法 可象之意
。

如图比本象手执叉摘 (或挂) 一钩之形
,

以示改变挂钩的位
’

醚或改恳其他物品
,

川以泛示改变
,

更改之意
。

( 3 ) 突出某些器官而省略少J
一

他部分
,

成 为使人一 目 了然的特写人形
,

图16 为强调眼的

人形
。

在表现兽畜的外形时
,

则用头部特 写以代替全身的方法
。

例如用双角内曲以表现牛
;

用双 角下曲以表现羊 (见图 1 7 )
。

( 4 ) 取景角度
:

一

古人在构造象形文字时
,

也很注意物体的取景角度
。

常采用正视
、

侧

视
、

俯视
、

音U面及各币}
‘

方法的综合
,

一

与现代制图方法基本类似
。

图18 为
“

剖面
”
人形

,

象腹
‘

1有胎儿的孕妇
。

总之
,

古代人在创造文字的过程中
,

牌儿经摸索
,

其 目的很简单
,

即采用哪种形式
、

形

象和方法才能更明显确切地表现出所代表的对象和含意
,

才能让读者易于准确地领会
,

而避

免误解
。

围绕这一目的而展 开了多方的尝试
、

探讨
,

经过不断修正
、

淘汰
,

趋于约定俗成
。

汉厄国困
二

‘

腆州
, ,

形逻里匕几

区面

图 1 1一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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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史后时期的图形符号
一

——
一

-

一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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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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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
,

人类的语言文字也逐渐由图画
、

图画文字或象形文字没有被文字符号全部替代
,

变
。

其演变过程如下表所示
。

象形过渡为文字符号
,

但是

而是以不同于文字发展的形式继续向前演

同|卜匕图

图 画

斗 文 一峥

象

形

又一一

字
!

中国的 甲骨丈
、

金文 以 及篆书
、

隶书
、

苹书
、

楷书
、

行书

苏美尔象形文字”巴 比伦棋形文字 , 波斯丈

埃及象形文字
一, 非尼墓文”希腊文”拉丁文

!一神
、

宗教 的象征

{
一
雪
王

’

祛
、

军队和封
”标徽

一{一
于工业

、 _

“业 ””志

}一近代的图形符号

一l!11小图形符号

牛l一

一一!技术绘画

画|!杏绘画!�

!艺术绘画

2
.

1 神
、

宗教的象征

2
·

1
·

1 太阳符号 [ 2 ,

太阳作为生命
、

光
、

热
、

神力的象征在古代世界各地受到各族人民的崇拜
。

在印度有叫

做锡字的太阳符号 (图1 9)
,

它是佛陀的象斌
,

在公元前 2 00 年左右传到中国
,

变为永 远 作

周期性旋转的车轮形太阳符号 (图2 0)
。

2
·

1
·

2 月亮符号 [ 2 ]
·

月亮也是神的象征
。

在巴比伦和波斯曾采用的月牙形新月符号
,

后来成为伊斯兰教和国

家的象征
。

图21 为伊斯兰军团的主要象征
。

2
·

1
·

3 闪电符号 [2 l

希腊神话中众神之首
,

宙斯所放出的闪电就是古代各国的武器的符号
。

图23 为罗马军团

的盾牌和纹章上所表示的闪电符号
。

2
·

1
·

4 十字符号 [ 幻

十字是最简单的符号
,

一般表示宇宙空间的四个方向
,

后来就成为代表基督教的符号了
。

2
.

1
.

5 龙和其他动物的象征

它们都是吉祥物
、

守护神或权力
、

神力的象征
,

如龙
、

狮
、

虎
、

熊
、

鹰等都被历代人们

公认为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图形符号
,

以后又演变为各种标徽和标志
,

在现代的标徽和标志

中都能找到它们的痕迹
。

2
.

2 帝王
、

责族
、

军队和城市的标徽

所谓标徽
,

是指国家帝王
、

贵族及他们的军队的象征
。

如在古代中国
,

‘

金色或黄色的龙

一直是历代帝王权力的象征
。

在战场上交战的双方为了分清敌
、

友
,

就需要有各具特色的标

徽以示 区别
。

在 12 世纪
,

欧洲各国十字军东征时
,

十字是共同的标徽
。

贵族用的纹章标徽一般比较复杂
,

日本平安时代后期
,

为了识别各自的门第
,

多数以牡

丹
、

多花紫藤等植物作为象征
。

自室叮时代以后
,

为了适应战国时代的集团战法
,
多使用从

远处就能识别的几何图形的标徽 (图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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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不少城市使用城徽作为标徽
f s ’。

如基尔 (k i o l) 是德国北部一海港
,

箕城徽是一锚

形符号
; 再如波兰华沙的城徽是 手执刀盾的美人负 (图2 功

。

2
·

3 手工业
、

商业的标志

史后时期手艺人
、

工匠的标志和商业上所用的招牌
、

标志可说是近代社 会商标之源流
。

2
·

3
.

1 国 外
‘

在罗马和庞贝以及 巴勒斯坦的建筑物上都发现过石匠的标志
。

图 2 5为中世纪拜占庭和
一

吁

德的两种石匠标志
。

图26 (a ) 为 1铭 4年意 大利米兰造纸的独角兽水印标志
,

图 2 6 (b )为 14 6 4

勺法 国造纸业的轮战车水印标志
。

日本江户时代的商店用写有字号的布帘作为买卖的象征和信用的证明
。

在 中世 纪 的 欧

洲
,

许多招牌上的标志都是各利行业的象征
,

如川公鸡图象作为小酒馆的招牌
,

或以出化商

品的几何外形作为商号 的招牌 (图2 7 ) 〔’了。

2
·

3
·

2 国 内

( 1 ) 印章和印记
〔吕〕: 我国秦朝以前的印章是在商品交流时用作凭信的

。

现存战 国 时

期陶器上也有印记
。

这些印章
、

印记即是我国商标的滥筋
。

唐宋时期的瓷器和铜镜
汇8 ’:

从现存唐宋文物来看
,

如瓷器 中有
“卡家小 口 天下 有 名 ”

(
“

小 口 ” 即茶壶) 等字样
。

北宋名 窑龙泉青瓷中有
“
永清窑记

” 的底款
。

( 3 ) 图文并用的商标
〔8 〕:

利用图形或图文并茂的商标
,

就现有事物考证
,

至迟 在 北

宋 (公元前9 60 一 1 1 2 6年) 时就产生了
。

如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的一个宋代制针铺雕版铜 牌

(图 2 9) 就有
“ 白兔为记

”
的商标图案

。

( 4 ) 招牌
〔”〕:

招 职是商店托徕顾客的牌号
。

招牌在 我国由来 已久
,

《韩 非 子
·

外储

说右上 》说
,

宋 国有个卖酒的
, “悬帜甚高著

” ,

可见两千多年前已有了招牌了
。

3 近代的文字符号之类的图形符号

虽然从历史的总体而言
,

古代的象形文字
,

向表意
、

表音文字演变而消失
,

但实际上 由

于历史文化
、

社会地理等原因
,

在近代 1 9世纪
,

甚至现在还有不少人使用过或正在使用图画

文字或象形文字之类的图形符号
。

3 门 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
〔2 ’

美洲印第安人长期使用着图画文字或象形文字
,

而且是近世 纪 最 标 准 的 象 形 文 字

(图2 9 )
。

3
·

2 国际视觉语言〔“〕

1 9 1 7年奥地利人奥托
·

诺伊拉托 (O T T O N E U R A T H ( 18 8 2一 1 9 4 5 ) 创 设了国际图

形语 言教育系统
。

在他所著的 《视觉辞 典》里收录了二千多个 图形符号并介绍了符号组合规

律的视觉语法
。

3
.

3 布利斯符号 (B lis s y m b o lie s ) 〔‘ 。 , ’ ‘〕

布利斯符号是一种图形符号
,

是奥地利人布利斯 (C h a r le , K
.

Blis s ) 在 2 9 4 2 一 19 6 5年

间研究创制的
。

他原想把这种符号作为 一种国际语 言以清除人们在交往 中因语言不 同而产生

的障碍
。

后来
,

这种符
一

号被用来教育那些丧失语言功能的残疾 儿童以及患有大脑麻痹症
、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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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甲房闷引尹螃目口月甘宰卜喊爷社口叹,屠口百厄、面口J.渗

目
姗

竹令兮异。娜淤衣撇

减
。

嚼麒
�

夔函馨攒墩

叨北背以门�
八

蜘�
仁3 )

( 石 )

厂
‘

彝恋叭俄立回

誉
( 8 )

图29 说明
: 1

.

植物博士 ;

8
.

神灵的力蚤 ;

2
.

心脏”力 ; 3
.

生 长 ; 4
.

成 长 ; 5
.

占 卜未来; 6
.

夜间活动者 ; 了
.

神灵;

9
.

智慧

图2 0一2 9

语症或聋哑的年轻成年人
,

发现教育成效显著
。

据 1 9 8 1年统计
,

世界上至少有三万人在使用

布利斯符号
,

下面是按语言语法将布利斯符号 串联起来表达完整的思想概念的实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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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入入

七h 。 哑巨 n 七e 一忿h t h e a n 三m a l

又
Fa t h e r w r o t e ( a

口
l e t t e r

男人触摸动物 2
.

父 亲写 了一封信

4 结 论

4
.

1 图形符号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象形文字
、

图画文字和原始图画
。

古代的原始图 画 既

是现代绘画
、

文字的祖先
,

又是 现代图形符号的起源
; 鉴于现代 图形符号一般具有的形象性

水平
,

可 以更确切地说
,

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是我们要寻找 的图形符号之源
。

4
.

2 在人类的文明社会里
,

语 言文字明显地起着支配作用
,

并被普遍认为是一种 主 要

的和广泛 的交流手段
。

但是人类也借助非语言文字手段进行交流
。

一般说来
,

文字符号和图形

符号相比
,

文字所能记载
、

传递和交流的信息远多于图形符号
。

这就说明了随着人类历史进

展
,

为什么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会被表意
、

表音文字所取代的原因
。

但是
,

为什么如标志
、

标

徽之类图形符号 自古以来一直在发挥作 月了为什么近代美洲印第安人还使 用过象形文字了 为

什么在 20 世纪的今天
,

全睡界至少有三万人正在使用布利斯符号 2 这是 因为
:

其一
,

以图形

或图象为主要特征的这种视觉符号显然是易于为生活闭塞
、

开化较晚的少数 民族
、

文盲和弱

智儿童以及丧失语言功能的人们所接受
;
其二

,

作为标志
、

标徽类图形符号确有胜过文字符

号的醒 目性
、

形象性和理解性
。

因此
,

为了满足不断发展 的生产技术要求
,

技术图样 和 t p d

符号正在发挥那种仅依赖文字所不能发挥的效能
。

另外
,

图形符号在国际交流和国际贸易中

能起到文字符号不能发挥的作用
。

4
、

3 我国正处在全面改革
、

开展国际交流 (文化学 术
、

对外贸易和旅游业等) 的时代
,

我们有必要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
,

以 1 9 9 。年将在北京召开第十一届亚运会和对外贸易 日

益发展为契机
,

组织力量
,

、

有计划地设计推广一批高质量
、

有实效的图形符号
,

看来这确是

当务之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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