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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

内涵、特征与衡量尺度

马瑞雪  李建军

摘要：民族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或区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文化和鲜明

特征的符号系统，是民族思想、文化艺术、审美情趣、民族情感和心理结构的外在表现。中华文

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作为认知、理解和传播中国丰富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工具，具有

独特性、民族性、持续性和世界性的特点，阐释其内涵、特征和衡量尺度对于展现中华文化的历

史深度和多样性、体现中华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跨文化交流互鉴、建设中

华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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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或区域在长期的历

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文化和鲜明特征的

符号系统。① 这些符号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具象表

现，而且是传递和理解民族文化精髓的重要载体和

桥梁。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作为中华

文化的“亮丽名片”和“精神密码”，阐释其内涵、

特征和衡量尺度对于展现中华文化的历史深度和多

样性、体现中华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促进跨文化交流互鉴、建设中华现代文明和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

价值。

一、何为民族文化符号和民族视觉形象

民族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或地区历史与文化积

淀的产物，是民族思想观念、文化艺术、审美情

趣、情感积淀、心理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外在表现和

精神标识。按照广义和狭义的民族概念划分，民族

文化符号既可以是国家民族（国族）意义上的文化

符号，也可以是国家民族之下各民族的文化符号。

本文适用的民族文化符号概念指国家民族（国族）

意义上的文化符号，同时民族文化符号的内涵指向

具有多向度特征。

从文化特征的外在和视觉表现看，民族文化符

号是一个民族思想观念、文化艺术、审美情趣、情

感心理、生活方式等要素的直接反映，承载着具

有普遍性含义的“民族符号”形态和形象标识。例

如，中国的灯笼和太极图不仅是视觉图像，而且承

载了深刻的文化含义和哲学思想。这些符号可以通

过图像、结构形式、风俗习惯、礼仪等多种方式予

以展现。其在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使文化表达更加

丰富和生动。在当代社会，民族文化符号通过视觉

元素的方式表现，将民族文化、艺术以及伦理道

德、精神信仰的内涵融合起来，形成了独特而鲜明

的符号化视觉特征。总而言之，民族文化符号是理

解和传播民族文化的关键，它们通过独特而鲜明的

视觉和象征手段，展现了民族的个性、情感和精

神。这些符号和标识在文化传播和国际交流中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准确理解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

民族视觉形象，其首要任务在于认识符号的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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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首先，符号是一种意指和象征物，用来指称

和代表其他事物；其次，符号是一种载体和工具，

承载着交流双方发出的信息。② 符号一方面是意义

的载体和工具，是精神外化的呈现和表征，另一方

面具有能被感知的客观对象和形式。文化符号和视

觉形象是两个意义相关的种属概念，都是文化的载

体、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文化符号是能代表某种

意义和价值的事物的物质实体，例如，文字、图

案、音乐、建筑，等等。视觉形象是文化符号在视

觉上的呈现和表征，例如，电影、绘画、雕塑、服

饰，等等。文化符号和视觉形象可以反映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文化精神和

文化价值。文化符号包含视觉形象，是内在品质和

外在形态的集合；视觉形象从属于文化符号，是文

化符号的外显和标识。

从指代关系的体现看，民族文化符号中包含能

指和所指的关系。能指是符号的物质表现，所指是

这一符号所代表的深层次意义。民族文化符号不仅

是民族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精神、生态的物

质载体，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传播媒介。

它们既承载着文化的内涵，又表现出民族的个性和

情感。例如，玫瑰花作为能指，其所指是激情或爱

情的象征。在当代社会，传统民族文化的视觉特征

与现代视觉元素相互融合，形成了丰富的符号化视

觉特征。

从文化实体角度看，文化符号是能代表某种意

义和价值的物质实体，例如，文字、图案、音乐、

建筑，等等。中华文化符号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

各民族共有文化标识，是各民族的共有记忆和共享

映像，也是各民族紧密联系的精神密码。③ 中华文

化符号种类较多，可以按照时间、地域、民族、形

式等维度进行分类。例如，按照时间取向维度，可

分为传统文化符号和现代文化符号；按照经济形态

或地域特征维度，可分为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

洋文明等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按照民族种属维

度，可分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和各民族文化符号；

按照存在形式维度，可分为文化象征性符号、文

化生活符号、文学艺术符号、思想道德理念符号

等。中华文化符号的功能主要包括象征作用、教育

作用、凝聚作用、传播作用等方面。中华文化符号

可以反映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文

化特征、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可以增强各民族的

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可以展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精神和形象、道路和模式，可以促进中华文明与世

界各文明的交流和互鉴。中华文化符号可以涵盖以

下方面：文化象征性符号，例如，国旗、国徽、国

歌、国花、国鸟、国石，等等；文化生活符号，例

如，传统菜系、茶叶、丝绸、传统医药、瓷器、唐

装、旗袍、汉语、中秋节，等等；文学艺术符号，

例如，唐诗宋词元曲、古代雕塑、水墨画（尤其是

梅兰竹菊等形象）、京剧，等等 ④ ；思想道德理念，

例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和合共生、天人合

一、中庸之道，等等。

从显性和隐性形态看，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可

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形式，即将民族文化内涵用

直观的视觉符号显示出来，通过图式或形态、色

彩、结构、造型、肌理等形式表现出来，极易被大

众识别、理解和记忆。从显性直观看，视觉形象是

文化符号在视觉上的呈现，例如，电影、绘画、雕

塑、服饰，等等。中华视觉形象是反映中华民族的

文化特征、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的形象，是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中华视觉形象的构

建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必然结果，也

是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视觉形象的

构建需要兼顾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

个维度，体现民族性和时代性，注重创新和传播，

利用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建立多元一体的视觉形

象体系。显性的文化符号可以看到、听到、感受

到，而且通常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图像、符号、颜

色、音乐、服饰、建筑、食物，等等。例如，中国

国旗是一面红色的旗帜，上面有五颗黄色的五角

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的精诚团

结，使人们易于辨认出它所代表的国家和民族。另

一类是隐性形式，即没有具体的文化形态，而是以

含蓄的隐性形式被人们逐渐认知和理解，是间接

的、潜在的、内蕴的、有一定发展形成过程的。隐

性文化符号的表现形式更加多元、更为丰富，对它

的解读需要具有更深厚的文化底蕴、更高的审美情

趣和更深层次的艺术修养，要求受众对民族文化、

民族习俗、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情感、民族

特征有深入和全面的理解与认知。隐性文化符号不

容易被察觉、理解和表达，它们通常是一些深层的

思想、信仰、价值观、习俗、规范、习惯，等等。

例如，中国人重视家庭和亲情、尊敬长辈、讲究礼

仪、追求和谐、知行合一，这些都是隐性的文化符

号，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隐性的

文化符号需要人们有更多的交流和体验，才能更好

地理解和沟通。民族文化符号葆有的显性和隐性两

种形态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形象标识，

显性符号易于识别和传播，隐性符号则深入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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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底层内涵和要义。理解这两种形态的文

化符号，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知和感悟一个民

族的文化温度、高度、深度、厚度、丰度和尺度。

二、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

的特征

原创性或独有性是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

觉形象的元特征。符号是人为确定的，强调首创和

归属，这种符号虽是任意的，但一旦确定意义和指

向就区别了是“这一个”而非“那一个”，成为能

指、所指和意指的结合体。呈现民族文化意义的符

号具有识别性和排他性，它承载了本民族的文化基

因和文化血脉，厚植了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标

识。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经过历史积

淀形成的相对稳定且被人们普遍认同的一系列符号

系统。中华民族形象是指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呈现

的整体形象，是内在本质形象和外在客观形象的结

合。⑤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中华民族形象在视觉层

面的呈现和展示，是中华文化符号的外显和表征。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

视觉形象，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我国

国际形象具有重大意义。

（一）独特性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独特的，

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独创的或独有的，反映了中

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代表了中华民族

的文化身份。其主要表现如下：一是从传统图案和

符号表征看，如龙、凤、太极、八卦等，这些符号

在中华文化中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例如，龙象征

权力、智慧和吉祥，太极代表阴阳平衡与和谐。二

是从语言和文字看，汉字不仅是一种书写系统，而

且是中华文化的信息载体和交流平台。汉字的书写

和篆刻艺术体现了语言的美学和哲学深度。中国书

法和篆刻艺术不仅是文字的书写艺术，而且是深刻

的文化象征。不同的书法风格（例如，行书、草

书、楷书等）和篆刻艺术展现了不同的美学和情感

表达。三是从建筑风格看，传统的中国建筑，例

如，宫殿、园林、天坛、石桥、塔阁，展现了中国

古代建筑的独特美学。故宫、颐和园及其屋顶的翘

角、飞檐等是此类建筑风格的典范。四是从民间艺

术看，剪纸、年画、民族服饰等反映了民间文化和

生活习俗。这些艺术形式通常色彩鲜艳，图案简明

却富有深意。五是从颜色象征看，在中华文化中，

特定的颜色蕴含着特别的象征意义。例如，红色象

征喜庆和好运，常用于节日和婚庆；黄色在传统文

化中与权力和力量相关联。六是从哲学和文化元素

看，道教、儒学和佛教的元素深深融入中国文化的

各个方面。例如，阴阳五行学说、佛教中的莲花和

菩提树，等等。七是从文学典籍和神话传说看，中

国古典文学和神话故事，例如，《红楼梦》《西游

记》《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等，是中华文化宝库

的瑰宝，其人物、情节在艺术和日常生活中广泛传

播。这些鲜明的充满个性的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华文

化的视觉形象，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

统、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

（二）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民族文化符号的基本特征，是该

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集成，体现

了鲜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中华文化符号和中

华民族视觉形象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和共享的，反映

了各民族的共同特征和多样风貌。例如，汉字、汉

语、汉服等汉族文化符号，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柯

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马头琴、蒙古包等少数

民族文化符号，都是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

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

觉形象体现的民族性特征深刻反映了中国悠久而丰

富的历史和文化。这些特征不仅揭示了中华民族的

传统价值观和审美观念，而且展示了其独特的生活

方式和哲学思想。其主要表现：一是历史与传统的

深度融合。中华文化基于几千年历史的积累与传承

形成了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在其符号和视

觉形象中得到鲜明体现。例如，传统节日、历史事

件、神话传说中的元素被广泛应用于艺术和日常生

活中，儒学、道教和佛教思想在艺术、建筑、文学

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二是和谐与平衡。中华文化强

调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和谐，这一点在中国园林设

计、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中尤为突出。例如中国

古代山水画强调“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人景物

等诸要素有机联系，体现了均衡与和谐的美感，这

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也体现在社会

关系和人际交往中。三是家庭和社群共同体。家庭

和社群概念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在节日庆祝、婚

丧礼仪以及日常生活中等各种习俗中均有深度体

现。例如，中秋节、春节、元宵节是中国人团圆的

重要节日。四是对色彩的独到理解。中华文化对

色彩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例如，中国传统的“五

色”之一玄黑，早在夏朝即已盛行，“黰黑而甚美，

光可以鉴”，极具东方审美价值；包括苏东坡等文

人描绘的颜色“东方既白”，具象和意象叠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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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颜色特征是中华文化独有的。五是精湛的手工艺

术。中国的传统手工艺，例如，陶瓷、丝绸、刺绣、

漆器等，其不仅充分体现了高超的技能，而且反映

了中华民族对美的追求和对工艺的精益求精。六是

知识与教育的推崇。教育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

位，历史上的科举制度、现代的教育体系和当代教

育强国的提出反映了中国人对知识的渴求与教育的

重视。这些民族性特征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一体多元

性，是中华民族身份和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标志。

（三）持续性

持续性特征是指经过漫长历史的浸润和检验，

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品格的文化形态。中华

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持续性特征体现了

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和持久性，这一数千年文化的

不间断性和文明的延续性，古今中外独一份，成为

中华文明独特的标识。历史传承是文化持续性的内

在要求，在传承中葆有持续创新性和稳定性。中华

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许多文化符号如龙、凤、太

极等从古至今一直被使用，体现了文化的连续性和

历史的深度。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

从符号的多样性和适应性看，中华文化符号在不同

历史时期适应了不同的社会环境和需要，显示出强

大的适应性和多样性。例如，传统节日和习俗在现

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并能够适应现代生

活方式。其二，从文化的融合和创新看，中华文化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多种文化元素，例如，

佛教从印度传入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通过这种融合和创新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创造

性和生命力。其三，从艺术形式的传承看，中国书

法、绘画、音乐和舞蹈等艺术形式经历了世代传

承，并在传统基础上不断创新，保持了其韧性、活

力和吸引力。从哲学思想的持久传承力影响看，儒

学、道教和佛教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些哲学思想至今仍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其

四，从语言文字的持续性看，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

老的书写系统之一，迄今仍在使用和不断发展，这

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延续性和永恒魅力。其五，

从传统节日和习俗看，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等

及其相关习俗在现代仍被广泛沿袭，彰显了中华文

化的持续性和生命力。总而言之，中华文化符号和

视觉形象的持续性特征不仅体现了文化的历史深度

和传统价值，而且展示了其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

适应性和创新能力。

（四）世界性

中华文化是和谐和平的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

化，也是创新发展的文化。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

族视觉形象的世界性体现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

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这些特征不仅在中国境内广为

人知，也在国际上得到了认可和欣赏。其主要表现

是：一是普遍的象征意义。世界性是具有普遍价值

和人类共享的。例如，丝绸之路、茶文化、功夫等

中华文化符号，都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

体，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全球性特征，具有跨时空和

超越国界的普遍象征意义。二是艺术和手工艺的世

界影响力。中国的书法、绘画、陶瓷、丝绸和刺绣

等艺术形式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誉。这些艺术品不

仅展现了独特的美学，而且传达了中华文化的哲学

思想与精神。三是建筑风格的国际认可。中国的传

统建筑，例如，长城、苏州园林、亭台楼阁等，以

其独特的美学和工艺在全世界得到广泛认可和欣

赏。四是哲学和思想的全球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是习近平提出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

当今人类社会形态和文明发展样态提供了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

“天下大同”传统理念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的现代表述，是对中华文化“知行合一”优秀传

统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人类文明走向的科学判断和

原创性贡献，其表达的开放、包容、合作、发展的

新文化观，适用于“一带一路”及其之外更广阔的

世界。它的逻辑结果是将更多的“带”和“路”构

成多元一体格局，融汇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

人类社会维度的殊途同归与和谐共荣。⑥天下殊途

同归的旨归即构建全人类和谐共荣的美好愿景。五

是文化交流和融合。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华文化

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日益加深。中国的节

日、美食、音乐和电影等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

受到欢迎和推崇。六是教育和学术的贡献。从马

可·波罗、伏尔泰、魁奈、莱布尼茨等一大批欧洲

文化名人掀起的“中国文化热”，到李约瑟《中国

科学技术史》中对中国古代诸多世界领先的科技发

明的深刻阐释，再到孔子学院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落

成，中国的教育、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对世界各国

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世界

性特征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全球影响力，

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且成为世界文化

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七是从历时、共时性看，中

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例如，

从传统的龙、凤、虎等图腾符号，到现代的国旗、

国徽、国歌等国家象征符号，再到宇宙空间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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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探测器、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和新质

生产力符号，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在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中昂首

前进。

三、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

的衡量尺度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衡量尺度

指如何从海量的文化符号和视觉形象中，提取和突

出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具有中华文化和中

华民族形象特征的符号和形象，以及如何在不同的

层次和维度上进行分类和展示的问题。中华文化符

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识别尺度可从以下七个方

面进行考量。

（一）是否为中华民族独创或独有

某个符号的意义一旦被某个民族确定和使用，

就拥有某个民族的身份和标识，这种符号也就具有

了识别性和排他性。其主要表现是：一是文化独创

和独特性。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元

特征是葆有原创性或独有性，具有独特的文化基因

和民族身份，探究文化符号的起源和发展历程，确

定其是否源自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华文

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

的，反映了中华文明各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精

神。要从历史的维度，分析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

民族视觉形象的演变过程，把握其独特的历史内

涵和历史价值。例如，饺子初名馄饨，具有角子、

角儿、匾食、扁食、牢丸、粉角、饺饵、水饺饵、

水点心、水饺子、饺儿等多种称呼，又有煮、蒸、

煎、烤等多种烹饪方法。自宋代开始，就有了冬至

吃饺子的风俗，自明朝以来有了正月初一吃饺子

的习俗。⑦ 饺子作为中华民族广受欢迎的民间传统

主食，迄今已有 2600 多年的历史，其来源为中国，

是中华民族独创和独有的文化符号和视觉形象。二

是领土主权的排他性。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享有领

土主权，包括领土所有权、领土管辖权。要强化地

理的边界性：是否在中国境内，是否拥有领土主

权。例如，黄河、长江等地理标志，其在中国的历

史和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标

识，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密相连。而对于跨国境的

山河，对其识别认证就要慎重考虑其地理范畴和主

权归属。

（二）是否在全社会达成普遍共识和广泛传播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随着时代

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开

放包容和自信自强。要从时空的角度，探索和创造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新形式和新内

涵，展现其时代性和创新性，体现全社会普遍共识

和广泛传播。其主要表现：一是普遍认知和接受。

评估文化符号是否在整个中国社会中被普遍认知和

接受。例如，历史人物张骞、班超，他们的故事和

成就被全民族广泛认同和尊敬。二是文化传播的广

度。分析这些文化符号和视觉形象在中华文化中的

传播程度，包括是否被广泛用于教育、媒体、艺术

和公共场合。三是跨时代的价值共鸣。判断这些文

化符号是否跨越不同时代，仍然能在社会各阶层和

年龄群体中引起共鸣。例如，库尔班大叔形象，一

直以来是各民族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

大家庭的中华民族符号和视觉形象。通过这些考

量，可以更全面地评估中华文化符号和视觉形象的

普遍性和共识性，从而深入理解其在中华民族文化

传统和身份认同中的重要地位。

（三）是否充分体现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中华文化

的精神密码和独特标识，是中华文化最本质、最集

中的体现，是各民族生活方式、理想信仰、价值观

念的文化浓缩，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

纽带、支撑和动力，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其重要表

现形式有：一是民族精神的表征。评估文化符号是

否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例如，团结统一、

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等

等。例如，胡杨树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力量象征着

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胡杨精神）。二

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分析文化符号是否能体现当代

中国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主流

文化地位。例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

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铁人

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

喀喇昆仑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柯柯牙精

神、工匠精神、丝路精神等，通过以上考量，可以

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在

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特征方面的价值和意义，进而

认识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现代文明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和使命。

（四）是否由中华各民族共创、共有、共享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各民族共

同创造和共同享有的，反映了各民族的共同特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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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风貌。要从民族的角度，比较和总结中华文化

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共性和差异，体现其多

元一体性。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一是多民族共创和

共建。评估文化符号是否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和

发展，体现了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和贡献。例如，丝

绸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等，展示了不

同民族在文化创造过程中的共同参与和奉献。二是

文化的共有和共享。考察这些文化符号是否被中华

各民族普遍认可和共享。文化的共享性是评估其是

否成为各民族共同财富的关键。例如，烽燧是古代

的报警系统，属于军事概念和符号。烽燧虽可宣示

国家主权和反映中华民族反分裂和反入侵的顽强抗

争精神，但出于当下对“和平和睦和谐和合”中国

精神的弘扬，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

体构建的考量，不宜将烽燧等具有战争印记的符号

识别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以防为

美西方鼓吹中国威胁论提供语料和口实。三是代表

性和象征意义。分析文化符号是否具有广泛的代表

性和深刻的象征意义，能否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形

象和内在精神。例如，和田玉在中华文化传承中具

有悠久的历史，既是吉祥的象征，又是德行的体

现，被视为吉祥、高尚、德行的象征。通过上述考

量，可全面理解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

作为中华各民族共同文化遗产的价值和重要性，以

及在促进民族团结和文化认同中的作用。

（五）是否生动展现了中华各民族守望相助和

情感相依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生动体现了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精神，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

相依，根植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认同中，构筑了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⑧ 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团结与和谐的象征。判断文化符号是否象征不

同民族间的团结与和谐。例如，红石榴常被用来象

征我国各民族的紧密联结和共同繁荣，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评估文化符号是否反映了中华各

民族共生共荣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在历史和现代社

会中相互支持和成就。二是文化多样性的融合。考

虑文化符号如何展示中华民族内部的文化多样性以

及这些多样性如何在相互尊重和学习中实现融合。

三是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分析文化符号是否能在

中华各民族中引起共鸣，增强民族间的情感纽带和

文化认同。通过这些考量，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华

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在促进民族间团结共

生和情感共融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它们在构建和

谐一体、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中的价值。

（六）是否既富有地域特色又彰显家国情怀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创的文化形态，既是国家

所属区域的多样生长，又是整个国度的融合共生。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地域特色的体现。

评估文化符号是否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例如，特

定地区的历史、地理、民俗或自然景观，等等。西

域都护府作为历史上的边疆重镇，其独特地位和历

史背景体现了特定地区的文化特色和国家主权的底

色。二是家国情怀的反映。分析文化符号是否能

够彰显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是否在表达对国家

历史、文化遗产和民族精神的尊重和自豪中发挥作

用。例如，“天界红哨”红其拉甫，官兵们怀着对

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缺氧不缺精神，少氧不

少斗志，忠实履行着卫国戍边的神圣职责，把对祖

国的忠诚镌刻在辽阔的帕米尔高原上。通过上述考

量，可以更全面地评估中华文化符号和视觉形象在

展示地域特色和表达家国情怀方面的能力，理解它

们在构建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自信中的重要作

用。

（七）是否体现了人类普遍价值和人类共享的

精神风貌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中华文明

与世界各文明交流互鉴的成果，体现了中华文明的

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要从全球的角度，观照和

对比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与其他文化

的相似点和差异性，秉持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情

怀，彰显其全球性和包容性。这可以从如下几个维

度来理解：一是普遍价值的体现。评估文化符号是

否传达了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例如，和平、和谐、

合作、发展，等等。“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了国际和平、合作和共赢的重

要性。二是全球认同与影响。考察文化符号是否在

全球范围内被认同和互鉴互赏，是否在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群中引起共鸣，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和促进国

际文化理解和交流，表明其全球影响力和接受度。

例如，中国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和当代“一带

一路”的倡议者，可大力提炼展示“一带一路”文化

标识和视觉形象，强化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⑨

三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评价文化符号和视觉形

象在促进国际和平、友谊和发展方面的作用，是否

作为国家之间沟通和理解的桥梁，考察文化符号和

视觉形象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的韧性和活性，

它们是否能够适应全球化的趋势，同时，保持其文

化独特性。例如，中国持续推动“熊猫”外交，通

过大熊猫的中国国宝和友好使者身份，展现和平、



112  | 江汉论坛

友爱、繁荣、发展、进步的中国形象。通过这些考

量，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

觉形象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以及它们如何体

现和传播人类普遍价值，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和

福祉。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包含着丰富

的文化内涵和核心价值观，可从以下关键词进行理

解：一是和谐，强调不同文化、民族、信仰之间的

和谐共处，促进社会稳定与和平；二是团结，倡导

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强调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

和支持；三是传承，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

承，尊重历史、继承前人智慧；四是创新，在传承

的基础上，鼓励创新思维和实践，适应时代发展的

需要；五是道德，强调道德伦理的重要性，例如，

诚信、孝顺、仁爱等，作为社会行为的指导原则；

六是责任，倡导个人对社会和集体的责任感，强调

为公共利益作出贡献的重要性；七是自然，倡导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八是对内强化多元一体，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

中谋共识、在多变中定方向，使各族人民手足相

亲、人心归聚、精神相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对外认可并尊重文化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

文明、民族间的交流与互鉴；九是爱国，强调对国

家的热爱和忠诚以及为国家的繁荣、强盛而努力；

十是和平，强调和平和睦的价值，反对暴力与冲

突，追求国际和平与合作。这些基础词语共同构成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核心思想和价

值观念。

为探究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底

层逻辑和运行机理，寻求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

视觉形象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同心圆”，还

需扎实推进其研究阐释、分类识别、符号呈现和形

象设计工作。要对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

象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挖掘提炼中华文化符

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代表性元素和标志性标

识，形成一批精品力作。要把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

民族视觉形象具象化、实体化，推动中华文化元素

有机融入城市建筑、道路景观、公园广场、公共文

化机构、基层文化阵地、校园、交通枢纽、旅游景

区等场景，全景式展现中华民族精神。要把中华文

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有机融入广大人民群众

的生产生活中，以“我”的视角进行现象级传播，

增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认同，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

础。

从显性符号到隐性符号，从外在形象到内在标

识，从地域特色到家国情怀，从民族精神到时代精

神，从民族共享到人类共享，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

民族视觉形象的面貌和轮廓日渐清晰。通过探赜中

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内涵、特征和衡

量尺度，对于认知和理解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建

设中华现代文明，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

亲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

人类文明新形态，意义深远、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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