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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在符号学理论视角下，研究羌族羊文化的家具图像语意，并通过莎朗风情主题酒店的家具造型进

行思考，得出符号学理论在家具设计中的重要性。方法：以符号学理论为指导，对羌族羊文化进行分析，

得出羊文化的符号以羊角纹为其图像语意。通过符号学中仿像、表号、重构三种图像再造设计方法，阐

述莎朗风情主题酒店扶手椅、隔断及床的符号图像语义转化应用。结论：对羌族羊符号进行图像语意分

析和设计解析，总结羌族羊角符号在莎朗风情主题酒店家具设计中的图像语意，得出民族传统文化与当

代家具设计的创作能够在符号学视角下得到较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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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 theor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age semantics of f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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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ure of Qiang sheep culture, and considers the furniture modeling of Sharon style theme hotel, 
so as to find out the importance of semiotic theory in furniture design. Methods: The sheep culture 
of Qiang nationality was analyz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semiotics theory, and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sheep culture symbol took the sheep horn pattern as its image meaning. This paper ex-
pounds the semantic transformation of symbols and images of armchairs, partitions and beds in 
Salang style theme hotel through three methods of image reconstruction design in semiotics: imi-
tation, table number and reconstruction. Conclusion: The image semantic analysis and design 
analysis of the Qiang sheep symbol are carried out, and the image semantic meaning of the Qiang 
sheep horn symbol in the furniture design of the Salang style theme hotel is summarized. It is con-
cluded that the creation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furniture design can be 
better integ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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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羌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但在

2008 年汶川地震中，羌族文化产品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保护好羌族的文化产品，促进羌族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是羌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1]。应用符号学理论对羌族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分析羌族羊文

化中对羊图腾的崇拜，提取羊头符号，通过分析家具中的图像语意运用，可以使羌族文化产品得到更好

地发展，从而更好的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2. 符号的图像语意 

符号是沟通人与世界的重要桥梁，语言则是一种最典型的符号，而设计符号学便是研究设计语言的

学科[2]。索绪尔将符号分为符征(意符)和符旨(意涵)两种层面，前者为“能指”，表示符号呈现出来的外

在形式；后者为“所指”，表示符号暗含的内在意义。能指和所指具有约定关系，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是

根据社会文化系统而确定的。拿羌族羊文化举例，羊的外形就是“能指”，在羌族人的认知意义中，羊

有代表一定的崇拜，这就是“所指”。 
皮尔斯认为，语意是符号关联所要表达的意义。研究羌族羊头符号的图像语意，是将语言学领域的

所指和能指从文字引向图像领域，继而透过其图像，了解到其内涵，以便提取其文化价值和图像要义，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羌族羊图腾崇拜的图像再造和设计再现。使得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并以一种历史标

志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3]。 

3. 羌族羊文化分析 

羌族是我国西部的一个古老民族，又称“云朵上的民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羌族文化元素众多，包括羊图腾崇拜、白石的崇拜、萨朗、羊皮鼓、羊角花、羌族刺绣、羌

笛、羌碉、咂酒以及羌族银饰等，其中最为典型的属羊图腾崇拜。 
羌族先民对羊图腾十分崇拜，古羌人的重大典礼中会以羊祭山，这种仪式至今仍然是羌族原始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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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中的一个重要内容[4]。在日常生活中，羌人不仅喜爱羊图腾，还喜欢穿羊皮褂，用羊毛织线，将羊

元素应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总之羊对于羌族人民而言，富有极高的寓意，也是象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羊文化的符号解析 

皮尔斯认为，语意是符号关联所要表达的意义。羌族人对羊文化非常崇拜，因此常以羊为主题进行

语意的表达，并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出来，包括头戴羊角造型、身体上进行羊的造型彩绘、身穿羊皮

或羊毛衣物，并在身上饰有羊骨、羊齿等配饰[5]。羌族羊图腾崇拜通过提取羊头中羊角的图像进行符号

化运用，羊角符号集中象征和传播了羊文化的相关要意。羊角符号的归纳使用，通过羊角纹图案装饰在

平面、服装、家具和建筑等行业充分的体现[6]。 
通过对市面上羌族羊角纹设计品的观察，可将羊角纹划分为直羊角纹纹样和圆羊角纹纹样两种类型

图案[7]，见图 1、图 2。不同的图案给人传达的图像语意也有所差别。直羊角纹纹样给人以男性阳刚气息，

充满着原始宗教感，给人稳定祥和。圆羊角纹纹样给人女性柔美感觉，使人想到婚姻的美满以及爱情忠

贞。市场上流通的羊文化家具设计，以圆羊角纹纹样居多。 
 

 
Figure 1. Straight horn pattern 
图 1. 直羊角纹纹样① 

 

 
Figure 2. A croissant pattern 
图 2. 圆羊角纹纹样① 

 
羊角纹符号作为羌族羊文化传播和传承的图像语意，是人造物传达情感的一种方式。研究羊头符号

的语意，正是研究羌族人造物设计传情达意的具体方式，也是其图像符码编辑或设定方式。符码主要包

括心理符码和文化符码两种。心理符码通过不同的羊角纹造型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文化符码通过羊角

纹造型能够展现出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其符码的组织和设定方式主要包括仿像、表号、重构 3 种。仿像

是模仿羊头形象的仿像方式，表号是用羊角来借代和象征羊头(羊崇拜)的方式，重构是整合零散羊头(角)
图像，形成全新图像的图像方式。 

5. 羊角符号在莎朗风情主题酒店家具中的应用分析 

莎朗风情主题酒店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阿坝州境内唯一一家乡村五星级羌文化主题酒店。

以羌文化精髓的羌碉式独栋连体别墅建筑为外形，连接了二十几栋别墅，营造了迷宫般的氛围。整个酒

店充满着浓郁的羌式风格，家具以实木为主，保留了羌族自然原始的民族格调。 
羌族羊角纹造型通过仿像、表号、重构三种符码形式进行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创作的融合，不

仅提升了酒店设计的文化蕴味，又通过创意设计弘扬了羌族文化[8]。 

5.1. 仿像 

“仿像”一词从词义上来说，本是指事物的影像或不真实的假象。柏拉图认为，传统的绘画、戏曲

等艺术形式对现实的再现是一种仿像。现代人已经生活在一个“仿像”的世界里，生活中使用的各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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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也都有着仿像的影子。 
酒店运用了模仿羊头形象的一种仿像设计方式，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既有羊头符号真实性的一面，

又有人为模仿和学习羊头符号的痕迹。仿像可以分为抽象仿像和具象仿像，不同的家具及其不同的部件

仿像运用也不同。 
酒店前台、餐厅以及包间的扶手椅椅背造型便用了抽象化的羊头符号，简练而概括，且视觉识别性

极强，扶手椅椅背上的装饰造型应用属于典型的抽象仿像手法，见图 3。椅背的设计提取了羊角的大致

轮廓，两头弯曲的羊角线条更加简洁，且边缘做了圆滑处理，不仅可以通过两端翘起的区域挂置物品，

还可以防止撞伤。 
 

 
Figure 3. Sofa abstract imitation 
图 3. 沙发抽象仿像② 

 

 
Figure 4. Partition realistic imitation 
图 4. 隔断写实仿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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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实木隔断的造型便以写实仿像羊头的设计作为装饰，见图 4。相比椅背更加简洁的造型，隔断

的羊头造型设计更多的保留了羊头原本的造型，并通过浮雕工艺，保留了羊角符号的图像语意表达。 
两个设计均以仿像突显了羊文化在今天的延续和发展。通过抽象仿像和具象仿像的设计应用，将羌

族羊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可以更好的体现出符号学在家具设计中的延展。 

5.2. 表号 

表号是代表符号化的意思，又可以称为符号化、图形化，表号也是一种艺术化的表现形式。因为有

了具体的图腾崇拜，从而有了一定的典型代表，并且最后实现了符号化，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文字、图案。

正是因为这种装饰化、美术化的倾向及表号性特征的出现，民族文化才得以传承。 
表号是用羊角来借代和象征羊头(羊崇拜)的方式。表号用借代的方式来代表和描述羌族人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是一种典型的在特定文化圈中认同的符码设定方法，即依赖于文脉的一种文化特殊表达方式。

大量羊角符号被运用于莎朗风情主题酒店客房的床围造型中，且取羊头的羊角部分以表征羊文化，见图

5。通过对羊头符号的表号提取，运用透雕工艺，床围厚拙中又带有灵动，凝重中寓柔婉。整个架子床沉

稳又不失大气，能藏风聚气，又能提升安全感，提高睡眠质量。 
 

 
Figure 5. Application of cavel elements on bed bumper 
图 5. 床围羊角元素应用② 

 
在基于表号的设计应用中，可以将羌族羊文化中羊头以及羊角符号进行提取，并运用来进行设计，

可以更好的提升家具设计的文化内涵。 

5.3. 重构 

“重构”，顾名思义，就是打散重新构成。它将原有的客观形态进行拆分打散，再把拆分后的元素

按照新的设计思路和规律进行重组排列，构造出新的、与原来形态不同的结构形态，并赋予新的含义。

赵国勤认为，“重构是一个设计过程，它以个人的喜好为中心，具有一定的艺术创造力”。 
重构是整合零散羊头(角)图像，形成全新图像的图像方式。把不同类别或不同性质的羊头图像按照一

定的意义进行重新组合，最终可以构成新的创意图像。在莎朗风情主题酒店客房的床单、灯具以及沙发

上都能看见重构形式的羊头造型，对羊头造型进行概括，并进行重构组合，得到图 6 造型。以中心发射

状排列进行的组合设计，使得整个羊头符号更加具有凝聚感，更能够体现羌族人不畏艰难，团结向上，

重构家园的信心。 
通过重构的设计形式，不仅可以赋予羊文化更多的造型，还使得羌族羊文化紧跟设计潮流，让民族

文化与现代家具有更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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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Sheep head reconstruction modeling 
图 6. 羊头重构造型② 

6. 总结 

羊文化是羌族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而羊头符号正是这种文化象征的集中代表和图像表征。不仅可

以通过仿像、表号、重构三种形式的造型提取，更是可以做更加深入的挖掘。通过符号学理论，对羊文

化在现代设计的图像再造，不仅可以提高设计效率，还可以达到羌族羊文化的视觉传承。保护和传承羌

族文化、发掘其传承和新发展之道是新时代羌族文化的发展要求，也是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要求。 

注  释 

①图 1~2 来源：作者自绘 
②图 3~6 来源：图片左侧作者自摄；右侧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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