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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国徽设计的历史流变
ANALYSIS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NATIONAL EMBLEM DESIGN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肖聪榕

大小国徽设计，但偶尔也包括超过一对的“不唯一国徽”大小国
徽在内。

相较于小国徽的盾徽，大国徽通常更为全面或更具艺术性地
展现该国国徽设计理念。因此，大国徽在艺术性和表达丰富程度
上会远超小国徽，但也因其过于复杂的设计导致在实际场合往往
只会使用简化的小国徽，故而大国徽在国徽设计体系中仅是昙花
一现而不是主流。在历史上，如俄罗斯有官方指定的大小国徽，
而目前使用大小国徽的国家有塞尔维亚、瑞典等。

对于“不唯一国徽”的设计，笔者是这样理解的：“不唯一
国徽”是指除“唯一国徽”的大小国徽外（因为通常大国徽只是
对小国徽设计的延伸创作），一个国家有超过一个实质国徽的设
计。当代国家中包括英美德等国在内都有使用“不唯一国徽”：
如英国在苏格兰地区和实际对外使用的英王徽设计就有所不同；
而美国国徽的官方大纹章印章图案设计也分为了正反两面，且具
有护照性质的旅行证（U.S. TRAVEL DOCUMENT）封面采用的
也是变体的国徽；德国虽继承了威玛时期联邦之鹰国徽设计 [1]，
但各政府机构使用的国徽设计并无统一标准，导致德国有实质上
“不唯一国徽”，如其中的联邦议会使用国徽相较于标准国徽的设
计更为丰满。

2 国徽的设计起源

2.1 图腾崇拜

近现代国徽的设计理论是受到了工业革命后欧洲纹章学的

影响，而欧洲纹章学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部落文化中的
“图腾崇拜”这一现象。

“图腾”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阿尔滚亲琴
部落奥吉布瓦方言“Totem”，而将图腾一词率先引入学术界的人
是 18世纪末英国人约翰 ·朗。此外，弗雷泽在自己的论文《图腾
崇拜》中如此写道：“图腾就是原始人以崇拜的方式来看待某类
物质，他们相信自己与此类对象的每一个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密
切的。而且非常特殊的关系……一个原始人与其图腾之间的关系
是互利的：图腾保护着这个人，而此人则以各种方式来表达他对
该图腾的敬意……一个图腾绝非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总是一类对
象，一般是某一类动物或植物，比较少见的是某类无生命的自然
物体，十分少见的是某类人造物体……”。

群体生存的原始人类以不危害图腾的方式来表示对图腾的尊

敬，这种对图腾的尊敬可以解释为一种信仰或者崇拜，在图腾崇
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群体制度。原始社会的氏族图腾被其成员
崇拜，这些氏族成员相信图腾下成员与自己具有相同血缘，是同
一祖先的后裔，被对于图腾的共同信仰所联系在一起 [2]。

中国国徽的定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第三条中是这
样解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
志。”国徽和国旗同为一国之象征，二者在本质上都是一个政权
的识别符号设计，是一个国家政权的象征标志。但是在漫长的历
史演化以及实际应用中，在视觉上具备更强烈识别特征的信号旗
设计逐渐演变成为了国旗的设计，而对于图腾的崇拜和美化则演
变为了纹章学理论和国徽的设计。

1 国徽设计概述

现今，大多数国家的国徽是为了政府部门方便统一使用，而
采取的单一化的设计。但是在国徽发展的历程中，也曾出现过使
用大小国徽或不唯一国徽的国家。

大小国徽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的国徽分为两个版本――盾徽为

简化使用的“小国徽”，而对小国徽进行艺术加工创作的是“大
国徽”。这里的大小国徽分类虽然通常是指一对“唯一国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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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中可以看到，原始部落中的图腾崇拜行为已经有古代
国家中国旗和国徽设计的一部分雏形了。图腾崇拜作为国徽理念
最原始的起点，在历史的进程中演变为了欧洲盾徽等纹章学理论。
近现代国徽大多是基于纹章学或受其影响的盾徽设计，但源于图
腾崇拜的传统文化元素在盾徽的设计中也有所保留。
2.2 盾徽与纹章学

纹章学的诞生和欧洲中世纪贵族骑士在图腾崇拜的基础上

大量使用盾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盾徽雏形可以追溯到 10世

纪古希腊罗马时期陶器上绘制的盾形图案和绘有动物图案的盾

牌，但其真正意义上大规模流行是始于中世纪欧洲战场。首个
中世纪盾徽证物是在 11世纪的黑斯廷斯战役贝叶挂毯上发现

的，这是一幅工艺拙劣的刺绣作品，上面绣着英国军队手持单
色无装饰的盾牌，而诺曼人军队则是在盾牌上装饰了各种点点
画画的图案。

因战争而发展成熟的盾徽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与排他性、世袭
性与永久性，因此成为了当时界定身份、权威和血统，表现从属
和统治关系以及记录宗谱、名誉和功绩等最为理想的符号载体，
促成了盾徽――纹章学 /近现代国徽的诞生。目前，已知最古老
的盾徽源于法国和英国纠纷的金雀花王朝国徽――金雀花王朝的

奠基人法国安茹伯爵若弗鲁瓦五世因喜欢在帽子上插以金雀花，
从而使“金雀花”逐渐成为了安茹伯爵的若弗鲁瓦家族的代名词。
而正是这位若弗鲁瓦五世的蓝色盾牌上画着六头狮子，金雀花王
朝成立后继承了这个盾徽图案并作为国徽。这一纹章一直延续到
了今日的英国国徽中，但因为各种历史原因已经蜷缩成只有原本
的四分之一大小 [3]。

欧洲贵族都有标志家族和身份的专属盾徽传统，盾徽的中文翻
译为“纹章”，如果按照“纹章”起源地法国的称呼“Blason”
即“盾牌”来理解或许能更清晰一些。而“纹章学”一词源自“传
令官”（古法语：heraut, hiraut），据说是源于中世纪骑马比武大
赛。因为当时参赛骑士按照传统全身披挂，所以只能依靠骑士们
的盾徽才能辨认身份；而大会上的传令官就可以通过分辨盾徽纹
章向观众报告骑士的比武赛况，因此“传令官”逐渐成为了“纹
章专家”的代名词，进而成为了“纹章学”的代名词。

纹章学是在欧洲学者对纹章各类研究文化氛围熏陶下形成

的，特别是在启蒙运动以后，纹章学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延伸出了纹章学导论、纹章学图谱等成果 [3]。纹章是有极高研究
价值的实物史料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
徽在设计范畴上都属于盾徽纹章。

3 国徽设计的发展

3.1 早期的国徽设计

近现代出现的国徽往往是直接基于纹章学而进行的设计。但
事实上，人类的国徽设计发展也有着漫长的历程。国徽作为一个
国家的象征，即便是没有来自欧洲纹章学的艺术理念，人类也会
在社会实践中探索出类似理念的图腾崇拜。如我国清朝时期黄龙
旗中的“龙”图腾在当时被作为实质国徽而广泛应用于银币、护
照等政府官方设计中 [4]。除早期具有国徽性质的设计除图腾外，
还有国玺（印章）设计。在我国古代，传国玺为历代正统王朝皇
帝之凭证，其象征力和盖印效力与现代国徽具有相近的效力与用

途。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也曾将基于篆刻设计的繁体字方
章作为公章（如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国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之印”），但后正式改为圆章设计。除我国外，近代日本、
朝鲜也因受中华文化的影响而使用篆刻公章，如日本的篆刻公章
设计就是沿袭唐代“三爪龙”图腾与国徽和篆刻印章的结合。此
外，美国的正式国徽也是采用了美国官方大纹章（Great Seal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印章图案。
所以，无论是从历史承袭还是从实质用途的角度来看，都有

理由认为国玺是早期国徽设计的组成部分之一。
3.2 近现代国徽设计

到了近现代，受欧洲文化影响国际上的国徽已基本转变为盾
徽的设计形式。而国徽设计除本国传统文化外，还有很多外部因
素会影响到国徽的设计――如中华文化和中国国徽设计就明显影

响过朝鲜、韩国、新加坡、不丹等国家。
影响国徽设计的原因大体可以归为下列几种――(1)受宗主国

/母国文化影响；(2)受相同意识形态 /有影响力的外国文化影

响；(3)受本国过往政权的影响 [5]。上述三大原因特别之处在于
其有“跨越了大范围的民族或地域的文化认同”“在国际上有广
泛影响力”这两个显著特点。

4 结语

国徽设计能凸显出一个国家政权在历史、风俗、文化等方面
的深层次的内涵。运用图腾和纹章学的理论深入剖析国徽设计的
本质和演进，有助于学术界进一步了解国徽设计中蕴含的文化与
艺术魅力，同时也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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