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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尚红习俗的产生和趋热， 体现了中

国色彩象征漫长的转换历史、 深厚的文化内容和

丰富的心理意蕴。 本文通过对中国色彩崇尚历史

演变的梳理， 对红色象征的政治和艺术分析， 探

寻了中国红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民族心理和社会

原因， 提出了 “中国红” 的三个重要来源， 即民

俗传统、 革命潮流和国家意识， 以及中国红对当

代中国的象征意义、 文化表达与商业价值。
关 键 词 中 国 红 文 化 符 号 五 色 民 俗

革命 国家意识

马克思说过：“色彩是反映一个民族性格最

直观的方式”。比如阿拉伯人崇尚白色和绿色，

蒙古民族崇尚白色和蓝色，中国西南地区的彝族

崇尚黑色，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崇尚白色。在当代

中国，如果要找出一种最能代表中国民族性格和

文化图腾的色彩，也许大多数中国人会选择红

色。这是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红色是喜庆、吉

祥、生命、欢乐、正义、胜利的象征，是许多中

国人在色彩选择时的首选，因为，红色最能代表

中国的乐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入世情结，最能象

征中国人热衷于营造欢乐喜庆气氛的民族性格和

趋吉避凶的民族心理。“中国红”丰富的文化内

涵，深远的精神寓意，形成了中华民族对“中国

红”一种恒久钟爱的特殊情感。这种情感反映在

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也反映在建筑、戏

剧、影视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谓无所不包、
无处不在。

中华民族一度崇尚黑色，也一度崇尚黄色，

为何却是红色能够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获得民

族集体的文化认同，成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与精

神的色彩象征，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民族与国家

文化符号，正是本文所想探讨的问题。本文运用

通过中国色彩审美意识的发展过程，文化符号学

的理论与色彩心理学的原理，分析红色从民间风

俗、政治寓意到时尚指标等表征背后的心理脉

络，追寻“中国红”产生的历史原因与民族心理

的关系，并探讨“中国红”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象

征意义与文化价值。

一、 概念： 何谓 “中国红”？
中国红 （英文为 china red） 是近年来中国文

化中较频繁出现的一个名词。有人考证这个名词

的由来时认为，它原是出于对一种颜料的称谓，

亦即一种产自中国的优质朱红颜料，这种颜料的

成分辰砂 （Cinnabar） 来自中国，由于用这种颜

料烧制出来的陶瓷品形成的色彩非常鲜艳温润，

为人们所喜爱，因此西方人有时也将优质朱红颜

料称之为“中国红”①。也有人认为它指代的是

一种瓷器，由于 china 在英文中亦可译为瓷器，

因此“china red”即是“红色瓷器”之意，指的

是明代宣德年间江西景德镇烧制出的一种供皇家

专用的鲜红瓷器，名为“祭红”。
而近年来，人们对于这一名词的使用远远超

出了材料和器物的范畴，而跃升至文化层面，将

它作为中国文化或中国形象代表的一种色彩，频

频出现于各种媒体报道、学者文章、艺术创作、
工艺设计之中，论者们纷纷以赞美的笔调、自豪

的心情，将这一色彩描绘为中华民族的本色，中

国文化的象征。那么，何谓“中国红”？为了厘清

概念，我们不得不溯本追源，从问题的原点谈起。
虽然大自然中各类景物的色彩丰富多样，但

由于人类肉眼只有三种不同颜色的感光体，因此

所见的色彩空间通常可以由三种基本色所表达，

这三种颜色被称为“三原色”，指不能透过其他

颜色的混合调配而得出。三原色有两种说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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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机、监视器等主动发光的产品中，三原色是

红、绿、 蓝。这三种光以相同的比例混合、且达

到一定的强度，就呈现白色 （白光）；若三种光

的强度均为零， 就是黑色 （黑暗）。这就是加色

法原理。在打印、印刷、油漆、绘画等靠介质表

面的反射被动发光的场合，三原色是品红、黄、
青。由于物体所呈现的颜色是光源中被颜料吸收

后所剩余的部分，所以叫做减色法原理。由此可

见，无论哪一种原理，红色都是原色或基本色。
但是在大自然中，由于天然物质都含有杂质，所

以没有纯粹的、原色意义上的红，因而在中国民

间的实际使用中，往往取某些红色的天然物质来

命名红色，如石榴红、樱桃红、玫瑰红、枣红、
桔红、酒红、铁锈红、胭脂红、朱砂红等。在使

用染料和颜料时，人们通常把其中最为纯粹和明

艳的、接近于原色的红颜料称之为绛红。这种红

色可以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国共产党党

旗等制作，因而这种颜色具有某种权威地位和官

方身份，常常被人称之为“中国红”。
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红”说法的流行，

在许多重要场合使用的红色往往被称为“中国

红”，如 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

国红”瓷作为国礼赠送 48 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

首。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的团服，其

主色调即是以红色为主配以黄白两色，2008 年北

京奥运会推出的“奥运瓷·中国红”礼品瓷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墙体则以七种程度不同

的红色，通过不同色度的渐变，实现了整体的

“中国红”表现等②，都是运用红色来代表中国的

例子。此外，如人们喜爱的编织物中国结，春节

时人们所穿的唐装、旗袍，结婚时新郎新娘所穿

的婚装婚纱，贺喜送礼用的红包，化妆品和装饰

品的口红、手镯、胸针、领结，张贴在门上的对

联、“福”字，传统的手工艺剪纸，甚至某些商

品的名称和外包装设计，如中华烟、西凤酒等。
在这些例子中，各方使用的红色并不完全相同，

代表的也并非都是国家，但都自称为是“中国

红”，如果这些说法都成立的话，那么，在色彩本

身的意义上，“中国红”应该不是一种特定的红

色，而应当是以国旗红色为核心的一组红色色彩

系列。本文将以这样一个基本概念来展开论述。

二、 尚红的民俗： 民族性格与文化心理

红色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红”，与中国的历史

生活和民族心理有关，并与千百年来中国人重视

生命、追求俗世的民族性格和乐感文化有关，这

是中国红能够成为中国代表色的民族心理基础。
最早从心理对红色产生崇拜的是原始民族，

其来源是对于太阳、火、血的崇拜。按照法国人

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说法，原始思维是以集体

表象为基础，以神秘的互渗律为特征的一种特殊

的思维类型。这种原始思维特点使得原始民族在

对世界的认知中，是以生命本能和人体感觉来对

事物进行认知，往往直接从事物本身引申出颜色

的意义。以太阳为例，它不仅带来光明和温暖，

太阳促使万物生长，而且日出日落的景象，在原

始先民看来意味着某种神秘力量。原始人对火的

崇拜也同样，由于火能够带来温暖，煮熟食物，

驱避猛兽。但同时也能烧死人，因此在古人眼

里，火是一种奇异的特殊物质，被视为天神之

物。对火这种神秘力量惊异与喜爱，原始民族往

往对火产生崇拜心理，甚至直接将火作为神明来

崇拜，如古代波斯的拜火教就是这样。直到今

日，还有许多民族保留着对“火神爷”的崇拜习

俗。如中国民间农历腊月二十三的灶神节，就是

祭拜灶神也即是祭拜火神。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

中，相传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就是炎帝，而太

阳鸟则是他的化身，因此古人不仅将炎帝作为祖

先来祭祀，也是作为火神来崇拜。所以说，对于

太阳和火的崇拜不仅产生于中国原始时代的原始

心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渗透进中国

的历史发展与社会生活，并与人间的祖先和帝王

有了某种联系。
如果说原始民族对太阳、火的崇拜与敬畏自

然力量有关，那么对血的崇拜则与敬畏先人和生

命有关，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原始人就明白生命

与血液紧密相联，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各民族历史

中都出现过，比如在希伯莱语中“血”和“红”
这两个词是同源的。在爱斯基摩语中，“红色”
从字面上直译过来是“像血一样”。在非洲、南

美等地的土著民族, 红色被视为生命的象征。他

们在死者的遗体上涂上红色, 以祈祷死者得到永

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墓穴里，死者遗骨

的周围有用赤铁矿粉撒成的圆圈。学界认为，红

色的赤铁矿粉应该是被古人视作鲜血的象征，在

死者周围撒赤铁矿粉，其意是为死者祈求新的生

命。而原始部落和某些民族的“血祭”仪式，正

是将动物或人的血作为最重要祭品奉献给上苍、
神灵、祖先或某种神秘力量，这种仪式在进行祭

祀时要当场屠杀以让鲜血喷出或流溅。古人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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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约对天发誓时，盟誓双方要饮牲口血或以血涂

口旁, 以生命表示郑重的承诺。由于红色的太阳、
红色的火、红色的血都与生命有关，在原始认知

思维中会产生一种泛化的意义表象，因此崇日、
拜火、崇尚生命的心理带来了对于这些事物的色

彩属性———红色的偏好心理，并进一步转化为对

红色的崇拜。基于血的这种心理和象征性意义的

使用，红色也成为了代表所有生命情感中正面的

主导颜色③。以代表“牺牲”的本意延伸开去，

红色在中国文化中，在人间日常生活与政治原则

中，就与即使牺牲个人的利益或生命，也要捍卫

某种原则的正义、忠诚等良好品质联系到了一

起，如歌颂忠臣的成语“碧血丹心”、褒奖正义

之士的“赤胆忠心”、“披肝沥胆”、“赤子之

心”等词语。在中国京剧脸谱中用红色来表示耿

直、忠义，象征着权力、坚定和吉祥，大多用于

富有血性的人物。如涂红色脸谱的关羽就是忠正

勇猛之士。血作为生命力的象征这一点仍然延续

至今。
如果说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有过

原始的红色崇拜，那么，对红色的喜爱还与中国

的民俗心理和现实生活有关，从中国民间对红色

的应用看，其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辟

邪，趋吉避凶，这来自古代驱逐猛兽的传统；二

是喜庆，全都与婚姻和生育有关。
在民间习俗中，将红色看成吉祥的象征首先

是源自于对红色功能的信仰。在原始时代，古人

从现实生活环境中意识到红色的篝火可以防止野

兽的袭击，红色的太阳带来温暖和光明，因而

“红色”给幼年的人类一种超自然的能量和精神

上的支持，并进而发展出其“辟邪”的功能。所

以，为了躲避邪恶的力量和不祥的事物，就必须

有红色的东西来“抵挡”或“镇”住这种力量，

比如春节时中国人普遍使用红色来装点环境的习

俗就与年兽的传说有关，这个传说证实了民间心理

所信仰的红色辟邪功能④。当代中国大陆许多人每

当“本命年”这一年，就要在身上佩戴红色的物

件，或穿红色的内裤，民间“跨火盆”的习俗等，

其实都和重视相信红色的“辟邪”功能有关。
在中国民间，婚姻、生育这些与延续生命有

关的事物中，红色都是最主要的色彩，而且越是

红的数量多、红的面积大，则生命力就越旺盛，

因为红色象征着生命。古代把男女确定婚姻关系

互送信物或婚约称之为“传红”⑤。把介绍男女

相识和结合称为“牵红线”⑥。旧式婚礼中除环

境装饰上挂红灯、贴红囍、点红蜡烛等满堂皆红

外，新娘服饰都要穿红衣红裤，腰系红带，头顶

红盖头，新郎必须披红，入洞房时要牵红巾。古

称新婚之夜为洞房花烛夜，花烛是婚礼时用的绘

有龙凤等彩饰的大红蜡烛。
在生育礼俗中，也有许多对红色的使用，比

如得子的家庭要向人送红色喜蛋、如果自家媳妇

迟迟未能生育，家人就要拿着红绳到送子娘娘庙

“拴娃娃”，去刚生小孩的家里讨红鸡蛋等等。在

这些生育习俗中，红色，其实是象征着生命的孕

育和诞生，表达了一种生育崇拜和生命力向往。
由于中国文化有重生命、重家庭、重子孙的传

统、而红色代表着有生育能力、家庭人口众多

“多子多福”，所以红色代表家庭的喜庆和圆满，

成为喜庆和吉祥的象征。而红丝、红豆、红蛋、
红帖等具体事物也就演变成带有社会化情感的色

彩符号，对红色的喜爱和认定则成为了中华民族

的集体心理和思维定势⑦。

三、 色彩与政治： 王朝更替与色彩选择

虽然从历史到民间，都有中国人广泛崇尚红

色的记载，然而红色却并非一直是中国人崇尚的

色彩，从中国历史的发展看，红、白、黑、青、
黄都曾经成为过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崇尚色。而

且，各代崇尚色虽有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色彩崇尚与王朝更替有直接的联系，往往

一个王朝被推翻或被更替，这个王朝崇尚的色彩

也同时会被替换，如夏王朝崇尚青色，推翻夏的

商就崇尚白色，商王朝被周推翻，周王朝崇尚色

就成为了红色。之后不同王朝都有自己的崇尚

色，如秦代尚黑，西汉尚黄，王莽新政时尚青，

而东汉又尚红，曹魏尚黄，晋代尚白。南北朝时

期的宋崇尚黑色，齐崇尚青色，梁崇尚青色，陈

崇尚红色。到了隋代，再次崇尚红色，唐代崇尚

黄色，宋代崇尚红色，元代崇尚白色，明代崇尚

红色，清代崇尚黑色。直到 20 世纪中期以后，

红色才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国家色”。因此可

以说，政治的原因、政权的变更与统治者的选择

是“中国红”说法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最早将色彩与政治和国家联系在一

起是始于秦朝。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

国家。秦始皇称帝后，除了统一文字、度量衡、
刑律条令之外，也对衣冠服饰制度做了许多规

定，其中之一就是色彩。秦始皇认为，既然秦朝

取代了周朝，就意味着上天已经抛弃了周朝，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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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也不再能承载天命，为了顺应天意，必须在各

个方面体现秦取代周的天意。由于周朝属于火

德，崇尚红色，而秦属于能够克火的水德。于是

秦朝应该尚黑，黑色为贵。所以秦代的衣服、旗

子主要都是黑色⑧。
如果说，唐代以前的历代王朝是将某一种色

彩作为朝代“主流色”的话，那么，将某一色彩

作为皇家的“专用色”则始于唐代。唐代认为近

似日头的赤黄之色是皇帝尊位的象征，“天无二

日，国无二君。”故赤黄色 （赭黄色） 除皇家外，

臣民不得僭用。唐太宗时就规定，“士庶不得以

赤黄为衣”。平民百姓不得以黄色为衣。只有皇

帝才可以穿“黄袍”，于是，色彩进入了政治体

系内，正式成为权位的象征。五代时，宋太祖赵

匡胤“陈桥兵变”时，诸将给他披上黄袍，“黄

袍加身”便意味着拥立他为一国之君，可见黄色

在政治文化和一般百姓、军队将士心目中的地位

与作用。这种将黄色与君王权力相联系的做法也

为宋以后的历代君王所继承。如明清两朝以“明

黄色”为帝王专用色，帝王所穿的服饰、王朝所

用的旗帜、记载皇上喻示的圣旨、包扎代表朝廷

权力官印用的织物都是黄色的⑨。
从历史发展的漫长岁月看，中国古代曾先后

崇尚过黑、红、青、白、黄五种颜色。这五种颜

色被儒家视为“正色”。按东汉经学家刘熙在

《释名》卷四中的解释是：“青，生也，象物生

时之色也。赤，赫也，太阳之色也。黄，晃也，

晃晃日光之色也。白，启也，如冰启时之色也。
黑，晦也，如晦冥之色也。”这五种颜色不仅与

“天”有关，也与“地”有关。即黄色为土，象

征中央；青色为木，象征东方；红色为火，象征

南方；白色为金，象征西方；黑色为水，象征北

方。比如北京天坛就是按照这种理念布置的。天

坛之一的社稷坛用五种颜色的土壤填满：东面是

青土、南面是红土、西面是白土、北面是黑土，

中心是黄土。在每年春分前后，皇帝要率文武百

官，捧着盛有五色土的祭盘登坛跪拜，祈求土地

神和谷神保佑农事顺利、五谷丰登。每当诸侯受

封时，在典礼上皇帝要按封地的方位，赐予一种

色土，表示授给其统治一方的权力。因此社稷坛

上的五色土，象征东西南北中国土的完整统一。
黄色之所以能居于诸色之上，与中华民族和

中华文化的起源有关，比如中华民族的摇篮为

“黄河”，华夏文化的发源地为“黄土高原”，即

《易经》中所说的“天玄而地黄”，中国人的肤色

为“黄皮肤”，中国的人文初祖为“黄帝”。因此

黄色代表尊贵而且位居中央。然而黄色却在现代

中国遭遇了被轻视、甚至被“污名化”的命运。
其命运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在政治方面

是被作为封建社会和封建皇权的色彩被中国革命

者们抛弃；在文化方面则是被接受西方文化的中

国知识阶层抛弃。以至今天在普通人的词汇里，

本来是尊贵象征的黄色竟然成了色情的代名词，

比如黄色下流、黄色小报、很黄很暴力、“扫

黄”等。其实色情与黄色相联系并非出自中国，

而是源自英美等国。1894 年，英国创刊了一家杂

志，名为《黄杂志》，一批有世纪末文艺倾向的

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画家等，围绕该杂志形

成一个被称为“颓废派”的文艺集团。他们的作

品，有时带有一点色情意味。同时，当时的法国

有许多廉价爱情小说是黄封面的，这种小说被称

为“黄色书”。黄杂志和黄色书，都使“黄色”
与性、色情、恶俗等等概念发生了联系。而美国

报业与“黄色”发生联系，则是因《世界报》和

《日报》为了发行量而展开疯狂竞争。当时两报

广泛采用通栏大字标题、彩色连环画、大量图片

等等手法，竭力迎合读者。这段时期被称为“黄

色新闻”时期。因而在西方，“黄色”就意味着

色情、媚俗，下流。黄色在英美历史传统中地位

不高，所以两国国旗中都没有黄色 （两国国旗都

是红白蓝三色，英国红色米字、蓝底白边；美国

是蓝色星星、红白相间条纹），因此，西方人对

于黄色的贬低和蔑视是并不奇怪的。然而，中国

的情况却不同英美，黄色在历史传统中的地位一

直较高。即使在推翻了清王朝以后，民国初年的

中华民国国旗也一度是五色旗，以红、黄、蓝、
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表示汉、满、蒙、回、藏

五族共和；直到 1928 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结束，

统一中国大陆各省，才正式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

旗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旗，统一用于全国各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中国的国旗是

红黄两色 （黄星红底），而在几乎所有谈中国红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文章中，都只提国旗的

红色，却很少有提到黄色的，黄色这种颜色似乎

被人们完全忽略了。这正表现了当代中国文化受

世界文化，特别是强势英美文化的影响而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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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与历史的联系。在我们逐渐恢复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信心、正视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时候，我

们是否也可以纠正一点对黄色的偏见、恢复一点

对黄色的传统评价呢？

四、 红色的象征： 共产主义和革命

如前所述，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既有过红色

代表某个王朝，也有其他色彩代表某个王朝，以

红色代表现代中国则无疑与百年来中国历史有

关，因为中国百年来的历史主流是反帝反封建的

革命，因而代表革命与胜利的红色也就成为了当

代中国的代表色，在这一点上，国民党与共产党

并无不同⑩。由于与时代的主流思潮———革命联

系在一起，于是红色自然成为正义象征与信仰，

成为最具力量和权威地位的色彩輥輯訛。
红色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色是从法国大

革命开始的。1792 年，雅各宾党人把红色旗帜解

释为自由的旗帜。1834 年，里昂的缥丝工人起

义，红色的自由旗帜成为工人运动的旗帜。1850
年《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文发表在宪章派领导人

乔·哈尼出版的《红色共产党人》杂志上。俄国

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 年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

了关于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1922 年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后，国旗图案为红旗，左上

角有金色的五角星、镰刀和铁锤图案。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

义信仰也逐步传入到中国，对于当时追求民族解

放和国家独立的中国人而言，它无疑具有榜样的

感召力和示范性。于是，红色的政治象征意义也

传播到了中国。红色逐渐成为了象征革命和进步

的颜色。中国共产党称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为

“红军”就是典型的表现。“红军”的称呼最早

见于广州起义部队。1927 年 12 月在广州起义领

导机关发布的《红旗号外》中，就宣布要组织工

农红军。但起义失败后，部队并未使用红军称

号，而是称自己为中国工农革命军。1928 年，朱

德、陈毅率南昌起义的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

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后，才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

中央 “在苏维埃的区域内建立红军”的指示，将

原先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改名为红军輥輰訛。从 此 ，

“红军”正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称

号，“红”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人民革

命的象征。红色代表着政权与共产主义信仰，成

为正义的化身，同时也代表革命者为人民谋幸福

的流血牺牲，因此被赋予了革命、进步、胜利等

积极的、政治性的意义，成为使用极为频繁并富

有政治寓意的色彩词汇，如“红军”、“红色政

权”、“红旗”、“红色江山”、“红色教育”、
“红色接班人”、“又红又专”、“红头文件”等。

正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红色地位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得到了大大强化，成为所有色彩中最

尊贵的颜色。不但中国共产党党旗的颜色是红

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颜色是红色，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旗的颜色是红色、就连中国少年先锋

队 （简称“少先队”） 队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 （简称共青团） 团旗的颜色都是红色，中国大

陆的孩子从小开始，对红色的认知便附上了政治

属性。红色代表革命的观念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集

体无意识，在当代中国人心目中变得愈加牢不可

破。如“红色接班人”等 于“革 命 接 班 人”，

“革命后代”等于“红色后代”等。同时，在当

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红色也与“好”、“优秀”
等褒奖性的词语与行为结合在一起，在幼儿园

里，表现好的孩子会得到小红花，参军入伍会胸

佩大红花，通报优秀成绩的光荣榜是大红色的，

用于表彰的喜报、光荣退休的退休证书都是大红

色的。经过几代人的强化认知，使得许多人从潜

意识里认可了对红色的价值判断，他们以为自己

对红色的喜爱是天生的，殊不知这种喜爱是被灌

输的，是由于红色在社会活动中无数次被有意无

意地强调与使用而形成的。由于红色已经成为主

流意识形态使用的色彩，当政治一旦进入某个特

定时期时，红色也就成为那个时期的主流色彩，

而带给人们特定的时代记忆，如“文化大革命”
时的“红卫兵”、 “红海洋”、“红色歌曲”、
“祖国山河一片红”等。

而除了红色之外的其他四种色彩则失去了

“国色”的地位。黑色与罪恶相联系，成了犯罪

的代名词，比如黑帮、黑社会、内幕很黑、“打

黑”等，于是黑色成为邪恶的色彩。白色由于与

国民党相联系，如国民党统治区被称为“白区”，
国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被称为“白军”或“白

匪”甚至蔑称“白狗子”。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

镇压被称为“白色恐怖”，于是在革命的语境中，

白色也退出了主流色调。只有绿色，向来不与政

治挂钩，反而在近年来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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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成为自然、环境、健康的代名词，成为人们

崇尚的、喜爱的、提倡的色彩，而西方的绿色和

平组织、绿党等也都以绿色作为自己的代表色，

由此看来，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绿色是具有上升

空间，并有可能在将来成为世界与中国主流色的色

彩。综上所述，正是政治原因导致红色在当代中国

地位的确立，并最终产生“中国红”的说法。

五、 “中国红”： 国家意识与时尚潮流

虽然红色早就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也一度成

为代表某个朝代的色彩，并在近几十年中成为广

泛使用并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色彩，但在 20 世

纪 90 年代以前，却鲜见“中国红”的说法，将

红色与中国相联结，表现了 90 年代以来色彩领

域国家意识的上升与强化。
如前所述，红色对于中国民俗来说意味着喜

庆，对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意味着革命。但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物质主义、消

费主义的兴起，中国大陆的社会思潮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革命信仰不再时髦，革命意识大为消

退，“告别革命”不仅是知识界对这一思潮的宣

告，也是执政者对于某种传统说法的放弃輥輱訛。与

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国

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开始上升，爱国主义和民族

主义意识得到了强化，而对官方来说，新的时代

也需要有一种精神来凝聚全体国民，于是从 80
年代的“振兴中华”到 90 年代以来的“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爱国主义成为时代举国一致的

主流意识。同时民族主义意识也因官方的鼓励和

支持而得到了强化輥輲訛。这样一种时代潮流在形象

表现上，必然要寻求能够代表其内在意义的色彩

符号，在中国传统的五种色彩中，红色因其民俗

基础和革命传统自然便成为了代表 90 年代以来

中国的色彩符号。因此，90 年代以来，特别是新

世纪以来，红色屡屡在重大场合被使用，同时被

冠以“中国红”的说法。
2001 年 10 月，在上海举办的 APEC 峰会上，

20 位国家领导人集体穿着大红色和宝蓝色的中式

对襟唐装亮相 （其中江泽民主席穿大红唐装、布

什总统穿宝蓝唐装）。这一情景通过电视、报纸

等媒体立即传遍全球。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上，用特殊红釉“中国帝王红”烧结成“中

国红”瓷作为国礼，赠送给参加会议的 48 个非

洲国家的国家元首。这种“红而雅、艳而美、亮

而柔”的瓷器，一派吉祥喜庆和富丽堂皇，传达

出殿堂之器的意味。2008 年北京奥运会将红色作

为中国展示给世界的主色调，北京奥运会会徽叫

做“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主体基准色是红色，

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的五个福娃，被特意突

出的是红色福娃。北京奥运会火炬手服装以凤

纹、祥云图案和中国红为主要创作元素，“鸟

巢”的设计中，内部的主色调是传统的“中国

红”。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外墙

是由 7 种红色组合而成，能在白昼不同阳光折射

和夜间灯光投射及不同视觉高度等条件下，形成

统一的具有沉稳、经典视觉效果的红色；四个核

心筒则采用另一种红色；建筑内侧则由另外三种

红色组成。正是通过这些国家级的、或以国家名

义参与的盛典，“中国红”不仅让外国人印象深

刻，也赢得了中国民众普遍一致的认可。
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光照下，红色是最容易被

视觉收到的色彩，冲击波最强，有力、强烈。红

色最容易引起人的注意、兴奋、激动、紧张，同

时给视觉以迫近感和扩张感。“能够产生出一种

积极的、有生命力的和努力进取的态度輥輳訛”这正

符合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进取、成功。因而会

成为当代国人偏爱的色彩，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吉

祥喜庆、成功兴旺的象征。逢年过节，人们拜访

亲朋好友的礼品多以红色作为包装的首选，就是

因为红色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于红红火火，兴旺发

达幸福生活的期待和渴望，因而成为这个时代人

们广泛接受的幸运色輥輴訛。而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的

存在，则造成就了商品见“红”就热销的景象，

用业界俗语说，就是“品牌见红就不败”。因此

国内设计界已经有许多人意识到“中国红”作为

一种时尚元素和文化符号，在商品设计中具有作

为品牌标识的巨大价值和特殊魔力。
近年来，对红色的喜爱也随着国人跨出国门

的脚步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传播，除了过去海外

华人在过年时候的舞龙舞狮，春联鞭炮等等民俗

中使用红色外，现在的海外华人更多地进入了国

外高层次的商业经营和文化活动，在近年来海外

许多有中国人参与、开办的企业和活动中，在以

中国、中国传统或中国文化名义出现的场合，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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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都有红色参与其中，比如在法国举办的“中国

文化年”的海报是大红底色，在法国、西班牙等

国的中餐馆，门面和招牌往往是红色的，在俄罗

斯，凡是中国餐馆门口都挂有红灯笼。正如许多

国外媒体或文章在谈到当代中国时，都普遍使用

过“红色中国”的说法。在国际上红唐装、红灯

笼、红色的中国结等都成为了描绘、指代、象征

中国的文化符号，成为了中国国家形象的一部分。
红色之所以具有精神和情感的价值，成为中

华民族的文化标识，这种集体心理共识不仅源于

传统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色彩经验积累，也源于现

代中国发展过程中色彩对于当代政治的和革命运

动的标志意义，更是由于官方爱国主义的提倡和

民众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结合。于是从原始先

民的尚红心理到民间习俗中的尚红审美再到作为

政治符号的红色话语惯性，心理、历史传统与政

治属性三者达成了高度的契合。这种契合使得红

色成为中华民族意识和情感的载体，成为不折不

扣的“中国红”，并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

在全球化时代和图像时代中国的定位与标识，同

时也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心理基础之一。

注释

①参见： 邹文兵 吴卫 《“品 牌 见红 就 不 败” ———
论 “中国红” 在包装设计中的色彩运用》 一文。
②参见 《中国馆 “上妆” 学问多———色彩专家揭

秘 “中国红”》 ， 2009 年 06 月 08 日 《世博进行时》。
③ （德） 爱娃·海勒著， 吴彤译： 《色彩的文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 第 32 页。
④据说远古时代深山老林有一种怪兽叫做 “年”，

每隔三百六十五天就出来吃人， 天黑之后进村， 天亮

后返回山林， 每当它出来后， 人们就人心惶惶， 将这

天视作一个吉凶未卜的关口， 称之为 “年关”。 后来人

们发现 “年” 害怕见红、 火、 怕听到响声。 于是每到

这天， 家家户户贴红纸、 挂红灯、 并燃放爆竹， 以此

来驱逐年兽。
⑤清 孙 锦 标 《通 俗 常 言 疏 证·妇 女》 引 《金 陵 杂

志》： “传红， 俗谓之下定。 男宅婚既合， 由双冰人封

致 女 宅， 女 家 用 泥金 红 全 柬， 书 年 庚 八 字， 交冰 人，
俗称大宾， 送男宅。”
⑥唐李复言 《续玄怪录》 卷四 《定婚店》 中讲了

这样一个故事： 韦固有次夜行遇见一老者， 老者自称

掌管天下婚姻之事。 并说他有一根红线， 专系夫妻之

足。 于是后世有了月下老人牵红线的说法。

⑦张艺谋的电影 《红高粱》、 《大红灯笼高高挂》
等作品中， 将红色作为情欲甚至赤裸裸性欲的象征， 虽然

与中国传统中人们对红色的认知略有不同， 但也未违反中

国民间对红色象征的基本认知， 因为情欲和性欲正是由男

女情感而来， 只是张艺谋将其转化成了另一种意义。
⑧在 思 想 上 ， 秦 始 皇 深 受 阴 阳 五 行 学 说 影 响 ，

“五行” 学说是战国时代邹衍提出的一种哲学理论。 按

照 五 行说， 自 然 中 所 有 物 质 都 可分 为 “金、 木、 水、
火、 土” 五种元素。 五种元素既相生亦相克， 即火克

金，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邹衍用五行

相克的原理来解释历史朝代更迭的规律， 认为黄帝为

土， 夏朝为木， 商朝为金， 周朝为火。 这五种元素又

分 别 对 应 五 种 色 彩 ， 即 金—白 、 木—青 、 水—黑 、
火—赤、 土—黄。
⑨不过， 红色也一直与权力有关。 从封建社会皇

帝的 “朱批” 到现代的 “红头文件” 和公章的印泥必

须用红色， 都充分表明红色与权力的关系。
⑩在国民党主导的政治语汇中， 国民党也将自己

看 成 是 革 命 党 ， 如 国 民 党 尊 奉 的 “总 理 遗 训 ” 就 是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国民党领导的武装

称为国民革命军， 中华民国国旗的底色是红色， 称为

“青天白日满地红”。
輥輯訛在当代国际领域里， 红色也一直被视为革命的

颜色， 象征推翻现有的秩序。 国外学者指出， 在当代

欧洲， 至今 “所有的左翼政党都采用红色作为代表色，
而英国以及其他地方的保守党则选择蓝色。”
輥輰訛1928 年 5 月 25 日， 中央发布 《中央通 告第 51

号令———军事工作大纲》 明确提出： “可正式命名为

红军， 取消以前革命 （军） 的名称。” 6 月 4 日， 中央

在给井冈山前委的信中正式指示第四军： “关于你们

的部队， 你们可以正式改名为红军。”
輥輱訛如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 中共已从革命党

成为执政党， 这一说法表明了 “革命” 一词正在退出

主流话语。
輥輲訛 《中国可以说不》 一书的出版即是证明。
輥輳訛 （美） 鲁 道 夫·阿 恩 海 姆： 《艺 术 与 视 知 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第 469 页。
輥輴訛在红表示 “好” 这一点上， 中文与俄语似乎是

共 同的， 俄语中红色和美丽、 好、 珍贵同属一个词族，
象征美丽、 吉祥和喜庆。 如莫斯科的红场在俄语中也是

“美丽的广场”， 红军在俄语中即是 “雄壮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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