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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篆的演变发展及在字体设计中的应用 
郝春玉  赵  鹏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乌鲁木齐市  830054） 

摘要：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既表形又表意。从仓颉造字的传说到真实可考的甲骨文,我国考古学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距

今已经有近八千年的历史。1 汉字又分古今汉字，其中古汉字始于商代后期，在秦代结束，小篆作为中国先民使用的一种文字符号，

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一员，历经多年的演变，它在不断发展与创新中，表现形式多样化。将小篆这一传统文化符号与时代审美

相结合，更能激发出具有时代感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与弘扬，让人们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文从小篆字体形态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从形成原因、形态特征、演变过程等方面阐述。进而对小篆的应用方向形成一定的创新，

以此拓宽字体在设计中的创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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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字演变历程中的隶变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汉字最早的形态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的甲

骨文，经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等字体，汉字由

繁入简，由具象变概括。在当代人的意识当中，由于秦王嬴政在政

治上推行的“书同文”政策，导致人们普遍认为秦代小篆为官方文

字，实则不然，隶书在秦代已经基本形成，并且在秦代行政文书中

普遍采用隶书进行交流和记载，小篆变为隶书也被认为是汉字形态

的第一次改革。本人将从小篆形成原因来浅析小篆在汉字形态演变

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小篆的现世意义。 

王力先生谈到“关于字形，应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是字体变

迁，第二是字式变迁，字体是文字的笔画姿态，字式是文字的结构

方式，诸不可混为一谈”。我将从汉字的结构方式分析小篆形成原

因。 

1.1  小篆的起源 

甲骨文是目前我国已知的第一种成熟文字形态，距今约 3600

年，这一时期的文字已经发展到有较为完整的文字组合形态，它因

刻、书在龟甲或兽骨上而得名。在《礼记·表记》中提到：殷人尊

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人的尊神重鬼的特征，使其万事

皆求与上天的指示，因此促使商人形成了与神明交流的沟通符号即

甲骨文。甲骨文的形体结构属于组合文字结构，这也成为后来文字

的基本组成方式，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成为最早

的文字形态表达。纵观汉字演变历程，甲骨文被称作“汉字鼻祖”

是当之无愧的。 

商周时期，随着冶炼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祭祀活动的兴盛，青铜

器成为商人用以向上天祭祀的专用器物，青铜器中也被铸造出文

字，这种文字被称作铭文或金文。金文的书体被称为大篆或籀文，

金文的字体形态在继承甲骨文字体形态的基础上，造型更加圆润和

平滑，表达字的意思的同时，对于审美有了一定的要求，也是商人

审美的文字形式的体现。 

1.2  文字趋向于统一的小篆 

战国时期，由于各国的生活环境、政治局势、文化习俗的不同，

再加上当时的“百家争鸣”文化大交流运动的兴起，文字异形异声

现象在小篆之前是很常见的。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

实现了大一统局面，为了维护统治，秦王嬴政实行“车同轨、书同

文、统一度量衡”的策略，强行将小篆作为人人之间的沟通和记录

符号，“书同文”实质上是行政手段大力推行的一次文字规范运动。

当时各国都有自己特有文字，虽有不同，但同属于一个框架体系。

虽然如此，原有文字的基础上，新造出来的文字更是异形异声，难

以统一，一个字有十几种发音和写法，语言是思维的记录，文字是

语言的记录。而“书同文”正是自下而上，希望通过统一文字来统

一六国旧民的思维，达到真正的大一统，统一符合历史进程。秦王

嬴政“书同文”之后，文字有了规定，不同文字同时存在的局面被

打破，小篆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效维护了国家

的统一，秦代虽经过二世而亡，但其文字的统一却起到了无可比拟

的积极作用。在字体形态上，甲骨文、金文、籀文变化不大，有规

律可循，从图 1 和图 2 可看出籀文到小篆发生了很大变化，后者区

别于前者，无规可寻，而后的隶书、行书和楷书却如出一辙，鲜有

变化。 

在高时先生主编的《古文字类编》中提到在小篆之前，已识文

字有甲骨文、金文、籀文（大篆）、简书、刻辞、陶文、帛书、印

文等不同形体，我将以“国”字（图 1）和“家”字（图 2）为例

展现字体的演变过程。 

  
甲骨文        金文         籀文        小篆 

图 1 

   
甲骨文        金文        籀文        小篆 

图 2 

图片来源：www.baidu.com 

2.小篆在汉字演变中的作用 
小篆对所有汉字的不同分类，通过偏旁进行明示，比如带“金”

字偏旁与金属有关，例：银、铜、钠、铬等金属；带“木”字偏旁

栢与植物有关，例：椿、槐、松、 等。也是从此，文字创造有迹可

循，不再是胡编乱造，而小篆在汉字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更是非常必

要的，小篆之前的汉字受不同区域文化限制，造字有很强的主观随

意性，到了秦代，字体结构固定化，“书同文”更是用行政手段进

行汉字改革，小篆的出现是时代背景的产物，由古老的象形文字向

意形文字发展。小篆存在于文字演变过程的长河中，虽然存在时间

很短，但是小篆是古文字的综合，是古中国人民智慧和劳动的结晶，

也成为引发隶变的基础依托，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小篆的出现奠

定了当今汉字结构组合形式的基础，也确定了其后汉字演变发展的

大体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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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篆对汉字释读的影响 
小篆字体形态演变过程中的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也存在着一

些矛盾，新事物在旧事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总要受到一些阻力，

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原因，发展并不完善的新字体与人们固有文字

审美思维的冲突中得到磨合和改进，使之能够更好的应用于实际当

中，小篆之后的文字形态存在着一些自身的变化，小篆虽在吸收之

前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做了一定量的简化概括，但字体结构大体上没

有改变，将细节之处加以修改，原有的字符示意变淡或消失，看不

到字体的来源，自然识记减弱，识别度降低等。 

4.小篆在当代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小篆作为古中国时期先民使用的一种文字符号，是中华传统优

秀文化中的一员，历经多年的演变，它在不断发展与创新中，表现

形式多样化。汉字能够存在于几千年的历程中存留下来，足以表现

出强大的生命力。直至今日，将小篆这一传统文化符号与时代审美

相结合，能激发出更具有时代感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也是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种继承与弘扬，让人们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从

而促进设计的发展。下面将从小篆与标志设计的结合、小篆与字体

设计的结合两方面进行简单的阐述。 

4.1 小篆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 

文字从象形文字开始就一直具有符号的特征，因为它本身就源

于图形符号，所以古汉字与当代文化相结合有着很强的艺术性，在

国家的大力宣传传统优秀文化的背景下，立足于中华文化根基进行

创作，设计师们便从文字中挖掘灵感，这不仅拉动了企业与消费者

的情感距离，也是传统文化发展与传播的一种途径，成为中国设计

的必然趋势。字体是人们日常使用中最多的一种符号代表,用来传递

信息，而标志也是传达信息的符号，在标志中使用我们常见的符号,

可以降低标志传播中识别难度大的问题，因此很多优秀的品牌标志

中采用古汉字作为基础元素进行设计。小篆因其区别于其他字体，

对外宣传的辨识度较高而被广泛运用。字体作为标志呈现，是对字

体的信息和结构的高度凝练、概括化、抽象化的体现。小篆应用在

标志当中，不仅有以字示意的作用，更是将小篆以图形化的形式给

人以视觉上的享受，再者小篆因其自身高度符号化成为现代标志设

计创意来源的素材。小篆在标志中的应用在学校校徽上体现的较为

完善，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校徽（图 3）、复旦大学校徽（图 4）等，

下面以复旦大学为例进行阐释小篆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复旦大学

校徽将“复”字和“旦”字的小篆进行组合，又将传统由右向左读

取信息的特征运用其中，小篆的方中有圆与整体圆的形状符合中国

人传统的“天圆地方”的美学观念，复旦两个字结构圆润匀称，笔

画曲直有度，艺术性更高。复旦大学校徽也成为诸多小篆字体在标

志应用中的优秀一例。 

    
图 3                              图 4 

图片来源：www.baidu.com 

4.2  小篆在艺术字体设计中的应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现代字体设计开始蓬勃发展，小篆作为

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其具有名族符号代表的装饰性和图案性在设

计元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为设计师们提供了具有中国象征

的造型理据与视觉经验，也推动了中国现代设计意识的觉醒。但就

小篆本身来说，它作为一种字体，其书写特点并不能作为一种图形

来达到吸引消费者目的，也不能直接运用到对外宣传当中。因此设

计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与书法本身分离，这时设计作为一种装饰工具

与连接工具，将传统字体与当代消费者的审美观念相连接。小篆的

装饰性表现在私人印章的篆刻、古代建筑的牌匾、寺庙道观的碑石

以及名山大川的石刻等等具有中国元素的地方，各种应用都是在小

篆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在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满足人民

大众广泛的审美需求。 

5 总结 
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外在形象代表，其悠久的历

史形成了独特的韵味，小篆作为古汉字的一种，有着独特的文字结

构和美学形式，在整个汉字演变由简入繁、由繁入简过程中有着承

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小篆成为象形文字在历史上的最后展示，也正

因为此，小篆的特殊性对于字体设计有着其它字体不具有的意义，

小篆的字体设计是将传统优秀文化与时代价值相结合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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