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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历史中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具有特殊流传意义的物件更是极致地体现了这一点。

古诗词作为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之一，其发源之早，流传之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散着耀眼的

光芒。而古诗词自古流传至今，更是被当今的我们广泛地运用在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赋予了其崭新时

代的活力，而在保留与创新的衔接上，我们所选取的金属徽章也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古诗词古韵。以

古诗词为主题进行金属徽章的制作，其古韵不仅体现在了所用词赋为传统古词，更是因为徽章一物对于古

代来说，也是一种精神实质化的外在表现。对于艺术设计类徽章这个庞大的分类，我仅仅分析和总结了有

关古诗词系列设计的部分，以下是我一些个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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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徽章在市面上见到的大多都是以国外字体或图

案为设计基础的装饰性徽章，都设计的非常有个性，可以

体现文字的含义，并且具有相当程度的纪念意义，但是反

观国内对于金属徽章的设计，的确很少能够发现以本国文

字为主体所设计出来的徽章，更多的是以人物形象，如偶

像、歌手、运动员以及动漫人物或者还有风景、名画为设

计主体的徽章。中国的古诗词从古流传至今，不仅有着很

强的底蕴，更是拥有着各种美丽的意境，十分适合在金属

徽章上进行创新设计运用。 

1  徽章概述 

徽章，最早是用来佩带在身上进行识别身份、职业、

荣誉等特殊的标志，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它的历史都非

常悠久。中国古代的虎符、鱼符、腰牌等且已经具备了现

在徽章，特别是凭证类徽章的特征，因此也能将这些看作

是现代徽章的雏形。在现代，除了用来表明身份的特殊制

式的徽章，更多流传在市面上的是具有更高的观赏价值和

收藏价值的艺术设计类徽章。徽章制作的历史非常悠久，

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最早的徽章起源于上古的原始社

会，它是用来识别不同的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在中国的

历史记载当中，真正的徽章是在 1863 年出现的双龙宝星

系列勋章，在双龙宝星系列勋章出现后，越来越多不同系

列的勋章开始陆陆续续问世。现在，徽章基本上已经被当

作是承载文化的缩影，是展现形象和身份的一种特殊标

志。在国外，对于徽章的记载也有着非常的悠久历史，最

早的徽章是以族徽的形式出现。但国外徽章真正的起源是

在 11 世纪之后。为了分清敌人，骑士作战时要在帽盔上

以某种物件作为标志，如英国的金雀花，约克家族的白玫

瑰，兰开斯特家族的红改瑰等。当时的徽章设计注重精致

奇异，是贵族显地位的表现。 
当前中国的徽章行业在商业模式方面，销售渠道呈现

“徽章电商化”的特点，将互联网作为营销渠道的一种补

充手段。互联网行业与徽章行业相互之间进行资源融合，

以“间隔低廉+保证服务质量+设计过程透明化”的方式，

为消费者带来相对更加节省时间、节省金钱以及人性化的

服务。但是这只限于品牌徽章的设计，至于金属徽章，现

代依旧以军勋、奖章等方式出现在大众面前。 

2  古诗词的发展现状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历史的洪流上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是世界上无可比拟的文化遗产。中国传统

文化起源之早，包含之广，是其他国家的文化不能进行相

比的。古诗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更是响遏行云，

经久不息。古诗词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古往今来三

千年间佳作如云，这些诗词或叙事或写景，或婉约或豪放，

无一不是作者呕心沥血的精品佳作，这些优美的诗词大多

以简洁明了的词语、附有韵律句子表现出丰富多彩、深奥

悠长的意境，给后人留下无限的遐想。 
跟随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古代文言文的时代已

然成为过去，更加容易被现代人民所理解的白话文成为了

生活中的日常用语，但是，古代文言诗词作为中华文明五

千年间靓丽的瑰宝，现如今仅仅只是在我们学习的课本中

得到传承与发展。但在课本上出现的古诗词大多是以应用

考试为目的进行教学，现在的教育部门对古诗词也并不重

视，教育部门并没有将古诗词当作是一种单独的文学载

体，所以教师也只是根据考试大纲来划分出学生需要背诵

以及必须能默写出来的古诗词，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机械

化的教学，学生进行机械化的默写以保证正确率应对考

试。而中国古诗词作为最古老的语言艺术，承载着古代文

人书写下的波澜壮阔，体现着中华民族从古代流传至今对

美的追逐，将诸多美感集于一身。随着时间的推进，古诗

词作为民族文化历史洪流遗留下的瑰宝也并没有很多办

法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更好的发展与传承。 

3  古诗词在金属徽章上的设计应用 

3.1  古诗词金属徽章的创新设计 
随着民族意识的兴起，国际地位的提高，国人也越来

越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到自豪，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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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中国风的元素越演越浓，慢慢地国潮变得越来越流行。

而这种中国风的元素也正契合古诗词金属徽章的设计理

念，例如，在古诗词金属徽章之中加入了国风元素，将古

诗词的意境，运用流行的国风元素，再配合以中国画中的

一些绘画手法展现出来，将古诗词意境当中的韵味与金属

徽章两者进行充分的融合，关于古诗词金属徽章的设计理

念便是从诗句本身出发，“夜露含花气，春潭漾月晖”，采

取了玉兰花这种纯净的少叶的花朵迎合第一句，又可以与

第二句的月光有一种迎合的感觉，可以在徽章的右上角用

月亮直接点明基调，背景采用深蓝色闪粉工艺做出夜晚星

空的效果。 
3.2  古诗词金属徽章的色彩搭配 
其实无论是绘画，服装设计还是家居设计，它们进行

配色的原则基本上是不会离开色彩搭配的六个原则，即深

浅色的搭配、相似色的搭配、同类色的搭配、冷色的搭配、

无极色（黑、白、金、银、灰这些颜色被统称为无极色，

这些可以选择和任意颜色进行色彩搭配）与颜色的搭配以

及对比色的搭配，而古诗词金属徽章使用的则是相近于中

国水墨画的颜色搭配，中国水墨画的颜色搭配并不适用于

以上所说的六大色彩搭配原则，中国水墨画在色彩搭配上

并不注重以上的六大色彩搭配原则，中国水墨画的绘画特

点是将作者意境通过不同的绘画手法和大胆的色彩搭配

来表达出来。说通俗点就是，遵循六大色彩搭配原则所画

出的画属于客观的，不掺杂个人色彩，而中国画中的色彩

搭配则是主观的，是更能将设计者的美好想法在画纸上得

到体现的绘画手法。综上所述，古诗词金属徽章的颜色搭

配将使用相近于中国水墨画的颜色搭配，通过这样的颜色

搭配将古诗词的意境在金属徽章上完美体现出来。 
例如，在徽章的色彩设计上可以使用古法宣纸色作为

底色，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谓，所以动心忍

性，增益其所不能。”诗句本身基调较为沉重，所以并不

易采取过于鲜艳的颜色，而是以白黄为主体颜色，缀以少

量的蓝红绿来提亮整体基调。 
又或者运用传统的东方色系金红色青绿色来表达“巅

峰之上再巅峰，骄阳起东方”这句古诗，主体是青绿色的

山体主要灵感来源于古代青绿山水，迎合巅峰。而后背景

运用橙黄色和右上角的红日迎合第二句骄阳起东方，下半

部的海浪作为点缀调整过于暖的色系，也有国之崛起意如

滔滔江河之感。 

4  古诗词在金属徽章上的工艺应用 

目前市面上的金属徽章制作方法种类繁多，不同的制

作方法对徽章的呈现有着不同的效果，以下是市面上最常

见的两种制作方法。 
4.1  烤漆徽章 
制作的工艺特点，使用烤漆制作工艺所制作出来的徽

章颜色非常的鲜艳，线条相比使用其他工艺手法制作出来

的徽章来说更加的清晰明快，用来制作徽章的材料也是非

常的有质感，在材料的选择上可采用铜、锌合金等原材料，

在烤漆徽章表面可以使用徽章来提升整体亮度，不过在加

入滴胶之后，徽章整体会变得很光滑，失去凹凸感。在通

常情况下，在烤漆徽章中凹下去的地方会使用烤漆颜料进

行上色，凸起的地方会进行镀金、镀镍等电镀效果。 
4.2  仿珐琅徽章 
制作的工艺特点，仿珐琅徽章的表面是平的，但这是

相对烤漆徽章，其实仿珐琅徽章的表面的金属线条用手指

去细细感觉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凸起的，光滑的表面是经过

人工研磨抛光处理的，仿珐琅徽章表面的线条可以使用镀

金、银等各种金属颜色，在金属线条之间的空袭填充仿珐

琅色膏颜料。仿珐琅徽章制作工艺类似于珐琅工艺，即真

珐琅或景泰蓝，与真珐琅徽章的主要区别在于所使用的颜

料不同，一个为真珐琅颗粒颜料，一个为合成珐琅色膏，

仿珐琅色膏徽章制作相应的价格也便宜些。仿珐琅制作工

艺精湛，徽章表面光滑细腻，给人一种非常高档华贵的感

觉。 

5  结语 

徽章对于现当代的发展而言，除去必要的身份性象

征的同时也更加提倡它的审美价值，各式各样的徽章出

现在现代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到衣物或背包上的挂件装

饰，大到室内装饰等，随处可见徽章的印记。如果说文

化的多样化传承需要灵魂，那么，徽章便是较好的表达

方式之一，在参观各种历史博物馆，或去观赏一些文物

展都会见到属于徽章留在各个朝代的印记。在现代，也

希望可以通过这种被历史所历练，所继承下来的物品可

以继续发扬，博古扬今，在吸取古代历史文化的过同时

也希望通过用一种更加被世人所喜爱、所值得收藏的方

式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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