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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字的最大特量就是它的意象性。所谓意象，是人的表象和情感反复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既有高度概括性，又 

有鲜明个性的意中之象或者内心形象。意象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叙事文学的典型，一种是抒情文学的意境。汉字的 

意象性即文字符号唤起人的意象的性质和功能，汉字的意象性使得汉字的色彩表达最具情感性、象征性、人炙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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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iggest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its image．The so-called image is form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person’S representation and emotion repeatedl which has high generalization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 in 

mind or inner image．Imag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one is the typical narrative literature；another is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literature．The so-called image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namely evoking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person’S 

image by literal symbol；the image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make the color express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most typical 

one in emotionality，symbolism and hum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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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是人的表象和情感反复相互作用所形成 

的既有高度概括性，又有鲜明个性的意中之象或 

者内心形象 ，汉字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意象性。 

所谓文字的意象性就是文字符号唤起人的意象的 

性质和功能，汉字的意象性使得汉字的色彩表达 

最具情感性、象征性、人文性。 
一

、 汉字的意象性 

汉字不同于一般 的表音文字 ，它是表意文 

字。一般而言 ，表音文字割裂了一个字 (词 )的 

形 、音 、义 ，而突出字的声音来表达意义。作为 

表意文字的汉字 ，却是形、音、义统一的整体， 

无论单个汉字还是由几个汉字复合而成的词，都 

是形音义相统一的整体，都可以直接唤起人们心 

意 (头脑 )中相应的表象，并通过表象与情感的 

反复相互作用而形成意象。因此，尽管所有语言 

的字 (词 )都具有意象性，但作为表意文字的汉 

字，比其他所有表音文字具有更加强烈的意象 

性。从汉字的造字过程和构成艺术来看 ，汉字的 

意象性就必然比一切表音文字强烈。汉字的造字 

过程 ，从总体上来看，是一个比类象形的过程 ， 

构成汉字的基础是象形，所谓 “六书”的一整套 

构成艺术法则就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这必然使汉字具有比较强烈的意象性。所谓 “六 

书”，就是汉字的六种主要构成艺术和法则。许 

慎在 《说文解字·序 》中这样写道 ： “周礼八岁 

入小学，保氏教国子 ，先以六书 ：一日指事。指 

事者，视而可识 ，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日象 

形。象形者 ，画成其物 ，随体诘屈，日月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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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形声。形声者 ，以事为名 ，取譬相成 ，江 

河是也。四日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 ，以见指 

掇，武信是也。五日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 

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日假借。假借者，本无 

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中国当代著 

名文字学家杨树达引述明代学者杨慎和清代学者 

戴震的观点，认为六书中象形 、指事 、会意、形 

声四书为经，是字之体，转注、假借二书为纬， 

是字之用 。他还认为 ， “象形 、指事二书谓之 

文。” “会意、形声二书谓之字。”并且认为 ， 

六书就发生之次序为言，应该以象形为第一 【2 J。 

杨树达先生的论断，并非不易之论 ，但是 ，他所 

说的六书造字的次序应该是不刊之论。所以，象 

形造字法或者象形字是中国汉字最早和最基础的 

造字法或表意文字。而且汉字最主要的造字法或 

者构成艺术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 

而这四书都是具有极直接的、极强的意象性，它 

们可以直接使汉字在文字使用者的意念之中唤起 

丰富、鲜明、生动的意象 (饱含情感的表象 )。 

意象性是任何一种文字都具有的性质和功 

能 ，因为文字作为一种符号 ，不仅可以代替事物 

的概念 ，且可以在人的意识中唤起既有一定概括 

性又具有具象性的表象。人的表象和情感反复相 

互作用就能够形成意象，而意象则是既有高度概 

括性，又有鲜明个性的意中之象或者内心形象。 

意象的概括性和具象性都来源于表象的概括性和 

具象性，不过，由于意象是经过了情感作用的表 

象 ，所以，意象的概括性和具象性 比起一般的表 

象要在程度上更高一些。从意象所附着的文体来 

看，意象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叙事文学 

的典型，一种是抒情文学的意境；从意象的存在 

方式来看，意象可以分为时间性意象 、空间性意 

象和时空综合意象；从意象的感受方式上来看， 

意象可以分为视觉意象、听觉意象、嗅觉意象、 

味觉意象、触觉意象和联觉意象；从意象的审美 

形态来看 ，意象可以分为优美意象 、崇高意象、 

幽默意象、滑稽意象、喜剧意象和悲剧意象。 

我们从美学的角度来看 ，汉字所唤起的意 

象应该是审美意象。所谓审美意象是在审美活动 

之中形成的内心形象 ，即意中之象 ，既具有高度 

的概括性，又具有鲜明的个体性，充盈着自由的 

情感和意志。审美意象是审美活动的核心，是由 

审美主体的感知、表象、联想、想象、思维、理 

解、情感、意志等等审美心理因素共同作用而形 

成的。敏锐的感知力是审美意象形成的基础，丰 

富的审美表象积累是创造审美意象的材料，联想 

力是审美意象获得活跃性和丰富性的心理能力， 

想象力是审美意象获得独创性的心理能力，情感 

参与使审美意象获得巨大的内在情感动力，移情 

活动使审美意象充满生命情趣，审美思维、理 

解、意志和心理距离为审美意象的形成注入理性 

色彩，是审美意象走向完善的心理保障 j】”。 

审美意象在文学家的创造中最终以一定的媒介和 

符号 (文字 )表现出来 ，从而生成艺术形象；审 

美意象在接受者的欣赏活动中则是通过艺术作品 

(文本 )的媒介和符号 (文字 )所组成的形象世 

界在接受者的审美意识之中生成的，并且引导他 

们回到现实世界之中。一般来说，在叙事性艺术 

作品之中，审美意象显现为 “典型”；在抒情性 

艺术作品之中，审美意象显现为 “意境”；前者 

主要是个性与共性高度统一的 “典型环境中的典 

型性格”，它以人物为中心组成 “以一当十”的 

审美世界；后者主要是情与景高度统一的 “象外 

之象”，它以情感体验为中心组成 “境生象外” 

的审美世界 。但是 ，不论是 “典型”还是 “意 

境”，都是审美的创造，那么，审美意象就必定 

是一种美的意象，按照我们的理解，审美意象也 

就是，显现实践自由的意象的肯定价值。文学， 

作为汉字话语实践的审美创造，它的审美意象就 

应该是显现汉字话语实践的自由的肯定价值 J。 

要使古老汉字活起来，就要想方设法激活汉 

字的意象性，充分发挥汉字的生命力，使其最有 

效地发挥色彩表达功能。汉字的数字化也即以计 

算机的数码技术，充分调动起汉字的意象性 ，以 

充分发挥汉字的色彩表达效果。 

二、汉字的意象性与色彩表达的情感性 

汉字所唤起的色彩的物象或者表象是饱含着 

情感的意象，因此，汉字比一般的表音文字更加 

容易引发色彩的情感性。汉字的色彩字往往与具 

体的色彩事物相关，与染色工艺紧密相连，与中 

华民族的 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因而汉字的意象性 

使得汉字的色彩表达最具睛感性。 

色彩和色彩表达具有情感性 。马克思说 ： 

“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色 

彩的表情作用，是在人们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 

的。一般人认为，红色是热烈而兴奋的色彩，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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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朗而欢乐的色彩，蓝色是清秀而朴实的色彩， 

绿色是自然而平静的色彩⋯⋯每种颜色都有明显的 

感情指向，但这种感情指向并不是僵死的，有时因 

时代、民族、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认 

为色彩的表情作用是明显的，同时又是丰富的。阿 

恩海姆说： “那落日的余晖以及地中海的碧蓝色彩 

所传达的表情，恐怕是任何确定的形状也望尘莫及 

的。”绘画艺术主要靠线条和色彩表达感情，其中 

色彩的表情功能更加突出，罗丹认为： “一幅素描 

或色彩的总体，要表明一种意义，没有这种意义， 

便无一美处。” _3 J2。。不过 ，色彩表达情感的机制 

至今仍然没有定论，只是人类长期实践经验似乎已 

经证实，具象性的东西比抽象的东西更加容易引起 

人的情感，那么，色彩表达情感的机制似乎也应该 

是，色彩表达 (不论是何种符号表达，比如绘画、 

音乐、建筑、语言、文字等的表达)如果能够引起 

具体的物象或者表象，那么就会比那些仅仅是抽象 

符号的色彩表达更加具有情感性。因此，作为表意 

文字的汉字比表音文字更具色彩表达的情感性。 

法 国早 期 象 征 主义 代 表 兰波 (A／-t h tl r 

Rimbaud，1854—1891)的名作 《元音》 (又称 

《彩色十四行诗》)，要赋予表音文字的字母中 

的元音以色彩的意义 ，也只能把这些元音字母形 

象化为一些物象或者表象： 

A黑、E白、I红、U绿、o蓝：元音们， 

有一天我要泄露你们隐秘的起源： 

A，苍蝇身上的毛茸茸的黑背心， 

围着恶臭嗡嗡旋转，阴暗的海湾； 

E，雾气和帐幕的纯真，冰川的傲峰， 

白的帝王，繁星似的小白花在微颤； 

I，殷红的吐出的血，美丽的朱唇边 

在怒火中或忏悔的醉态中的笑容； 

u，碧海的周期和神秘的振幅， 

布满牲畜的牧场的和平，那炼金术 

刻在勤奋的额上皱纹中的和平； 

o，至上的号角，充满奇异刺耳的音波， 

天体和天使们穿越其间的静默： 

噢，奥美加，她明亮的紫色的眼睛! (飞白 

译 ) 

其实，这样听觉到视觉 的转换 ，远没有汉 

字直接的、强烈的意象性对色彩表达情感的便利 

和优越。比如 ，黑。金文上部是 “囱”。古时窗 

子开在屋顶上，既作采光透气用，又作生火出 

烟用。囱上的两点或四点 ，表示烟尘的黑粒 ； 

下部是 “火”或 “炎”，表示生火出烟。 “炎” 

有燃烧旺盛意。合起来 ，囱被火烤烟熏，自然变 

成了黑色。隶变时将中部的 “火”作 “土”，下 

部的 “火”作 “⋯”。 《说文》： “黑，火所熏 

之色也，”黑的本义是 “黑色”。由 “黑色”引 

申为 “昏暗” “黑暗”，杜甫 《茅屋为秋风所破 

歌》： “俄顷风定云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 

现如 “天黑了” “那问屋子太黑”。再如，白。 

甲骨文中间的三角形像燃烧的火苗，外部上尖下 

宽的圆圈是光环，连起来是表示火苗 “明亮”， 

《汉字例话》： “中间的三角形是火苗燃烧的形 

象 。”金文 中间变得不像火苗了 ，小篆 中间像 

火苗向上的样子。白的本义是 “明亮”，由 “明 

亮”又引申为 “白色”， 《论语·阳货》： “不日 

白乎，涅而不缁。”柳宗元 《捕蛇者说》： “黑 

质而白章。” [6̈1̈  ̈。 汉字中的色彩字大部 

分都与具体的事物相联系，因而汉字色彩字就具 

有直接的、强烈的意象性，能够直接唤起使用者 

对汉字与相关物象或者表象的鲜明联系。 

从色彩字与具体的色彩事物的关系来看，汉 

字的许多色彩字都与具体的色彩事物及其表象相 

关。比如，黄。黄是象形字，甲骨文像一佩玉的正 

视人形。金文繁化了，小篆由金文演变而来。郭沫 

若 《金文丛考》： “黄即佩玉⋯⋯后假为黄白字， 

卒至假借义行而本义废。”黄的本义是 “佩玉”， 

由 “佩玉”引申指 “黄玉”， 《诗·齐风·著》： 

“充耳以黄乎耳，尚之以琼英乎耳!”由 “黄玉” 

又引申指 “黄色”， 《易·坤》： “夫玄黄者 ，天 

地之杂也，天玄地黄。” 《墨子·所染》： “染于 

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现如 “黄旗” “黄底白 

字”。由 “黄色”引申为 “变黄”。词性转换为 

动词：指枯萎。《诗·小雅·何草不黄》： “何草不 

黄?何 日不行?” 《礼记·月令》： “是月也，草 

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二指成熟。韦应物 《答郑 

骑曹重九日求橘》： “怜君卧病思新橘，试摘犹酸 

亦未黄。” _6Ⅲl⋯ 叭 《说文·黄部》： “黄，地之 

色也。从田，从芡，芡亦声。芡，古文光。凡黄 

之属皆从黄。”黄的本义为佩璜，引申指黄色，如 
、 “天玄地黄” “黄袍” _7_ 。再比如，蓝。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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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青草也 ，从 ，监声。王筠日： “有蓼蓝、大 

蓝、槐蓝、菘蓝、马蓝、吴蓝、木蓝。”舜徽按： 

古有草染，有石染。石染者，丹青之属；草染者， 

蓝蓓之属也。《苟子·劝学篇》云： “青取之于蓝 

而青于蓝。”正谓蓝为染青之 j。蓝，是形声 

字，本义是蓼蓝草，可以用来染青色的草类植物。 

从以上的黑、白、黄、蓝等字来看，这些汉字所唤 

起的物象或者表象都是具象性的东西，因而很容 

易引发相关的情感。例如，李清照的 《声声慢·寻 

寻觅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 

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 

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 

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 

着窗儿，独 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 

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其中的 

“黄”和 “黑”所能唤起的物象和表象，都表达 

了一种秋天枯萎和白日无聊的惆怅的 “愁”绪。杜 

甫的 《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 

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其中一个 “黑” 

字，它可能唤起的物象或者表象描绘了一幅墨黑或 

者烟囱熏黑的景象，衬托出江上的灯火通明，反而 

更加渲染了春夜喜雨的情感。还有 “黑云压城城欲 

摧，甲光向Et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 

凝夜紫。塞上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李贺 《雁 

门太守行》)开首一句的 “黑云”，所唤起的物象 

或者表象是浓重墨黑或者漆黑的云雾 ，渲染了一种 

战争的气氛和大气凛然的自豪情感。王安石 “春风 

又绿江南岸”的千古绝唱，其中的 “绿”字，虽然 

不是用的字的本义，可是这个 “绿”字却与大自然 

春天的草木叶子繁盛的景象紧密相连，从而把江南 

春色写得活灵活现，从而表达了作者对家乡春天的 

热爱之情和急于回到故乡的迫切心情。因此在全诗 

之中，这一句就是一句警句 ，这个 “绿”字就成 

为了诗眼，它是经过了千锤百炼 ，经过了 “到、 

过、入、满”等字的斟酌推敲以后而构成的审美意 

象。试想一下 ，要把 “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诗意 

显现出来 ，是仅仅把 “绿”字染成绿色 ，还是把 
一 片翠绿的春天景色呈现出来，哪种更好?或者 

干脆把 《泊船瓜州》一诗转化为一幅以青绿为主 

调的山水羁旅图，如何?在汉字色彩字唤起相关 

物象和表象的基础上 ，汉字色彩字的情感性是否 

会跃然出现在视象或者视频之中?如果单独表达 

色彩字的情感性 ，你就可以更加集中地展现诸如 

“黑” “白” “黄” “绿”等字所唤起的物象或者 

表象的视图或者视频，是否就可以不言自明了? 

从色彩字与染色工艺的关系来看 ，汉字的 

许多色彩字都与染色工艺紧密相连。比如，红。 

红是形声字 。小篆从糸 ，工声。隶变后楷书写 

作 “红”。汉字简化后写作 “红”， 《说文·糸 

部》： “红，帛赤白色也。从糸，工声。”红的 

本义为粉红色的丝帛，后用来指代颜色，如白居 

易 《忆江南》： “日出江花红胜火。”再如， 

绿。绿字是形声字。小篆从糸，录声。隶变后楷 

书写作 “绿”。汉字简化后写作 “绿”，《说文· 

糸部》： “缘，帛青黄色也。从糸，条声。”绿 

的本义为青黄色，是草木叶子在茂盛时的颜色， 

如贺知章 《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 

垂下绿丝绦。”再如 ，紫。紫是形声字 ，小篆 

从糸 ，此声 。隶变后楷书写作 “紫”。 《说文· 

糸部》： “紫，帛青赤色也。从糸，此声。”紫 

的本义为紫色，由蓝色和红色组成。在中国服饰 

文化中，贵族和高官的服色多用朱色、紫色。因 

此， “朱紫”一词，多借指高官，如汪洙 《神童 

诗》： “满朝朱紫贵 ，尽是读书人。” “紫气” 

即紫色的云气。古人以紫气为祥瑞之气，附会为 

帝王、圣贤等出现的预兆 ]9 ~3290此类涉及染 

色工艺的色彩字，与人们的服饰色彩密切相关。 

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服饰的色彩及其色彩 

字来了解汉字色彩表达的情感性。中国古代，从 

阶级和阶层观念产生以来，人们的服饰的色彩就 

有一套相应的严格规定。台湾学者许进雄在 《中 

国古代社会一 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中指出： 

“封建的社会，处处都要表现其阶级性，衣服是 

人们整年穿着的东西 ，自然会想办法加以修饰以 

欢悦视觉，以区分等级。传说黄帝始创衣制，其 

表现的方式不外是色彩 、图案 ，以及佩带的装饰 

物。丝麻的颜色微黄而无文 ，在织机尚无法编制 

艳丽多彩的繁缛图案前，使衣服变成美丽的方法 

不外染色、涂绘和刺绣 (孙毓棠 1963：168；李也 

贞 1976：63)。商周时代虽尚未见染字，布的染 

色可能早到公元前十七八世纪的齐家文化 (黄河 

水库 1960b：10)。商代则已有红、黄、黑、白 

等色的布幔 (郭宝钧 1955：94；安阳工作 1979： 

41)，表示那时已有染色技术了。小篆的染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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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九、木三构件组成。说者以为水与木表示植 

物之汁液，九为浸染的次数。浸染的次数越多， 

色彩就越鲜艳。纺织品染色的方法，最先比较可 

能用矿物染剂 。周代的颜料主要取 自矿物 ，有 

红 、赭 、褐、绿、青 、蓝、黄 、橙等多种颜色。 

由染字的字形，可知汉代所普遍使用的染色剂已 

进步到不易褪色的植物色素了。如由茜草提取的 

茜草素 ，可用不同的染剂染成绿 、褐红等色 ，木 

蓝属植物提取的靛蓝可染成蓝色。植物色素一直 

是后代中国布帛染色的主要材料 (孙毓棠 1963： 

167；张子高，化学史：49)，故颜色的字大都与 

衣服、纺织有关的字为意义符号。服装的颜色， 

汉以前大致以朱色为最尊贵。汉以来，由于阴阳 

五行学说的兴盛，代表中央的黄色成为皇家的象 

征，东方的青色是士人的常服，南方的红色为喜 

庆，西方的白色为丧葬，北方的黑色为老人的服 

色。一般说，一直到清代，黄及朱紫是只有少数 

人才能服用的颜色。” 9 J2 的确，中国古代的 

服色观念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史记·历书》： 

“王者易姓受命 ，必慎始初 ，改正朔 ，易服 

色。”秦灭六国，秦皇 “以为获水德之瑞 ，⋯⋯ 

色上黑。”汉代以后长期尊崇黄色，代表中央； 

青色代表东方，红色代表南方，白色代表西方， 

黑色代表北方。因此，青 、红 、皂 、白、黄五种 

颜色被视为 “正色”。有些封建王朝规定 ，只有 

帝王官员可穿正色服装 ，老百姓只能穿 间色服 

装，即两种正色调和而成的颜色的服装。先秦时 

代的服装色彩较单纯、鲜艳 ，与同时期的陶罐装 

饰色彩大体相一致。秦汉以后的服装逐渐减弱红 

绿 、黄紫 、蓝橙等对比色调，大量采用红黄 、黄 

绿、绿蓝等临近色彩，色调 日趋稳重 、凝练，整 

体调和，局部对比。现代服饰色泽五彩皆备，以 

间色为多。沈从文在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中指 

出： “唐代有品级官僚，必照等级穿不同花色绫 

罗花纱衣服，具详 《旧唐书·舆服志》。其中部 

分虽常有变更 ，大体总还是如唐初武德中勒令 ： 

‘三品以上，大科绸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 

五品以上 ，小科绸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 

品以上 ，服丝布 (丝麻混纺 )，杂小 (花 )绫 ， 

交梭，双钏，其色黄。’’’_1叫由此可以想到汉字 

色彩字与中国古代服饰的颜色是密切相关的。这 

样 ，我们在表现某些主要色彩的感情含义时就可 

以呈现出某些相应的服饰的颜色来表现。比如， 

正色中的朱、紫所代表的官员色彩或者贵胄色 

彩，黄色所代表的皇家色彩，黑色所代表的老年 

色彩，青色所代表的士人色彩，白色所代表的丧 

服色彩，红色所代表的喜庆色彩等等，其中所蕴 

含的情感性就不一样 ：黄色表示崇敬，朱色表示 

尊敬 ，紫色表示敬仰 ，黑色表示尊重，红色表示 

兴奋，白色表示哀悼⋯⋯如果要用数字化形式表 

示这些色彩的情感性就可以，这些不同服色的人 

物及其活动来显示，一目了然。 

从色彩字与 中华 民族 的 日常生活的关系来 

看，汉字的许多色彩字与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 

密不可分 。汉字的色彩字是 中华 民族 日常生活 

的反映和记录，它们的情感性往往与 日常生活 

的相关物品密不可分。比如，赤。甲骨文上面是 

“人” (大 )，下部是 “火”，表示人被火烤红 

了。金文与甲骨文相似。小篆由甲、金文演变而 

来。隶变时，上部的 “大”讹变为 “土”，下部 

的 “火”变成 “m、”。 《说文》： “赤，南方色 

也。从大从火。”赤的本义是 “火的颜色”，即 

“浅红色”，引申泛指红色。 《礼记·月令》： 

“(初夏四月 )，天子居明堂左个 ，乘朱路，驾 

赤骝。” 《齐民要术·种椒》： “色赤椒好。” 

现作 “红色”，如赤小豆。由 “红色”近代又 

引 申 “用以象征革命或者革命的胜利”，如赤 

化 、赤旗、赤卫队 J 445-446。再如 ，朱。朱字是 

指事字。甲骨文的字形像一棵大树 ，中间的一 

小横是指事符号，指明这棵树木的树心是红色 

的。金文与甲骨文大致相同。隶变后楷书写作 

“朱”。 《说文·木部》： “朱，赤心木，松柏 

属 。从木 ，一在其中。”朱的本义是指松柏一 

类的红心树木。引申指红色，后世都用 “朱”的 

引申义。古代的 “朱门”本指红漆大门，而这种 

红漆大门是古代公侯贵族住宅的大门，是尊贵和 

特权的象征 ，所以人们就以 “朱门”代表豪门， 

如杜甫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 “朱门酒 

肉臭 ，路有冻死骨。” ⋯ 也有认为朱的本义 

是 “珠”，甲骨文像系珠形， 《甲骨文字典 》： 

“商承祚谓甲骨文朱像系珠形，中之横画或点像 

珠形。两端像三合绳分张之形。古多重赤色珠 ， 

故朱得有赤义，为珠之初文。”金文与甲骨文相 

似。小篆由金文演变而来。朱的本义后为 “珠” 

取代 ，引 申为 “大红色” ， 《论语 ·阳货 》： 

“子日： ‘恶紫之夺朱也。’’’《文明小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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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回： “这班小子后生 ，正是血气未定 ，近朱 

者赤 ，近墨者黑。” _6 J3 再如，青。青是会意兼 

形声字。金文从生 ，从丹 ，用植物初生之色会绿 

色之意，生兼表声。小篆整齐化 ，隶变后楷书写 

作 “青”。 《说文·青部》： “青，东方色也。 

木生火 ，从生、丹。凡青之属皆从青。”青的本 

义为像叶子一样的绿色 ，如 “青山绿水”。由此 

引申为青色物，如 “青黄不接”，青指未成熟的 

庄稼。又特指蓝色，如 “青出于蓝”。古人认为 

春属东方，其色青，故称主春之神为 “青帝”。 

引申指人的青年时期 ，如 “青春年华” _7 J 365。 

青的本义指 “青色”。青色，春季植物叶子的绿 

色， 《释名·释彩帛》： “青，生也。像物生之 

色也 。”现如青草。由 “青色”引申指 “深绿 

色”，孟浩然 《过故人庄》： “绿树村边合，青 

山郭外斜。”因古人称 “青色”为 “蓝色”，所 

以又引申指 “蓝色”，《苟子·劝学篇》： “青 

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现如青天。由 “蓝色”引 

申指 “黑色”，李白 《将进酒》： “君不见高堂 

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由 “青色”又 

引申指 “青色物”， 《礼记·曲礼上》： “前有 

水 ，则载青旌。”现如看青、踏青、丹青。因 

“青色”是 “物生时色”，所以后又引申指 “年 

轻”，如青年、青工 _6j 583。也有认为是会意字： 

从生，像草木初生；从丹 ，像井 ，表示像青草、 

井水这样的颜色是青色。本义是蓝色或绿色。青 

是部首字 ，从青取义的字大多与蓝 、绿色有关。 

再如，丹。指事字 ，古文字形体像井中有一块丹 

砂 ，外边的框框是采丹砂的井架 ，里面的一横代 

表丹砂。本义是丹砂 ，引申为红色。再如 ，橙。 

形声字，木表意，篆书形体像棵树 ，表示橙是一 

种果树 ；登表声 ，登有庄稼成熟义 ，表示橙子 

至八月禾谷成熟时成熟 。本义指一种果树及其 

果实 ，引申为红和绿合成的颜色 ，如橙色 、赤 

橙黄绿  ̈。由此可见，这些常用的色彩字朱、 

赤 、青 、丹 、橙等都与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密切 

相关 ，像 “朱 门” “朱衣” “面红耳赤 ” “赤 

化 ” “青 草 ” “青 出 于 蓝 而 胜 于 蓝 ” “青 

丝” “青山” “丹砂” “丹心” “霜橙”之类都 

反映了的中华民族一些 日常生活意象 ，也表达着 
一 定的感情：像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 

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中的愤怒不平 ， “面 

红耳赤 ”中的激动昂扬 ， “两岸青 山相对出” 

(李 白 《望天门山诗 》 )的 “青山”的沉静 ， 

“青箬笠，绿蓑衣” (张志和 《渔歌子》词)中 

的悠闲自在 ， “江州司马青衫湿” (自居易 《琵 

琶行 》)中的怜悯同情 ， “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 《过零丁洋》中的赤 

诚。这些色彩的情感性都可以与具体的日常生活 

联系起来，使人得到直观的感受和体验。 

因此 ，当我们将汉字色彩字数字化时，最好 

的办法就是以一定相关的视觉意象和空间性意象 

唤起相应的具体彩色事物 、色彩工艺、相关 日常 

生活，从而使得文字使用者的情感得到表达。这 

也是一种形象思维的过程和方式 ，用这种形象思 

维方式可以充分发挥汉字的意象性特征，使之为 

情感表达服务。 

三、汉字的意象性与色彩表达的象征性 

色彩具有象征性。从心理学和审美心理学来 

看，大多数修辞手法与艺术表现手法都与联想心理 

活动密切相关。比、兴、象征等是在相似联想的基 

础上形成的，拟人化、通感与移情等大都是接近联 

想和关系联想的结果，对比与反衬等则是对比联想 

的产物 J】叭。象征是文艺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 

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来表现与之相似的或相 

近的概念、思想和感情。例如，鲁迅小说 《药》的 

结尾，以革命者夏瑜坟上的花圈象征革命的前景和 

希望。这种象征意义的构成需要借助表象联想，而 

且最终导致抽象概念、思想和感情的形象表达，它 

比单纯的比兴要复杂一些，更难以把握一些，要确 

实把握象征，不仅需要丰富的表象联想，还要有较 

深刻的抽象思维。 《药》中花圈的象征，是要由花 

圈的一般意义，即纪念死者，到对夏瑜形象的联想 

及概括，夏瑜是一个革命者，宁死不屈，死前还在 

宣传革命道理，再把二者联系起来而形成对革命者 

夏瑜的纪念意义，由此进一步抽象成为以花圈象征 

革命的前景和希望。这里以相似联想为基础。再 

如，以天平象征公正、正义，以一颗大五角星围绕 

着四颗小五角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 

命统一战线，都是相似联想，前者取不偏不倚，后 

者取众星拱月的意义。还有许多通过关系联想来构 

成象征的，例如，以火炬象征前进不止，这与古代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传统仪式有关，或者还可以上溯 

到更古远；以橄榄枝和白鸽象征和平，也与古代欧 

洲，特别是古希腊外交程式有关，当然这在具体形 

成仪式和程式过程中也还有其他类型的联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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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火苗的燃烧向上、火种不灭与人们的向上精神 

和不屈不挠斗争生活的相似联想；以镰刀和斧头的 

相交象征工农联盟，这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联想的 

抽象；以权杖象征帝王的权力，尚方宝剑代表皇帝 

的权威，都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联想；以骷髅白骨 

象征危险、一箭双心象征爱情，则是因果关系的联 

想；长城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富士山为日本国的象 

征、企鹅象征北国风情、棕榈象征南方情趣，都是 

空间上的接近联想。电影中常用的以花开花谢或冰 

雪消融象征岁月流逝或生活的代谢，新生活的开始 

等等，都是时间上的接近联想；还有一种直接从文 

艺作品中抽象出来的象征，如以葛朗台象征吝啬、 

以塔尔丢夫象征虚伪、以哈姆雷特象征犹豫、以赫 

列斯达可夫象征欺骗、以维纳斯象征爱和美、以美 

狄亚象征仇恨、阿Q象征精神胜利等等，则主要是 

以性质上的相似联想、时间顺序上的同时性联想的 

复杂联想过程形成。看到一个人联想到阿Q，同时 

想到他身上的典型性格，不断反复在一个民族中出 

现，便逐步固定下来 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形 

象。这种象征形成的关键在于，用来象征的艺术形 

象必须是为大家所共同承认的杰出、优秀的艺术典 

型  ̈。由此可见，形成象征或者象征性的象征物 

必须是具体可感的形象，而被象征的一般是抽象的 

概念、思想和感情。那么，我们所说的汉字具有象 

征性，也就是汉字可以以具体可感的形象来表现某 

种抽象的概念、思想和感情；可是，汉字作为一种 

语言符号本身就是抽象的，所以，汉字的象征性 

就必须通过汉字的意象性所唤起的物象或者表象来 

构成，这些被汉字所唤起的物象或者表象可以表 

达某种概念、思想和情感，这就形成了汉字的象征 

性，比如，我们上述所说的花圈、天平、镰刀加斧 

头、橄榄枝、白鸽、权杖、四颗小五角星围绕着一 

颗大五角星、阿Q、葛朗台、赫列斯达可夫、答尔 

丢夫、哈姆雷特等等，这些文字表达只有唤起了相 

应的物象或者表象的时候才能够构成象征和象征意 

义。这些词语，由任何一种文字表达出来都有可能 

唤起相应的物象或者表象，从而形成一定的象征和 

象征意义。但是，由于汉字的意象性更加直接和强 

烈，所以汉字更加能够在人们的修辞性表达中形成 

象征和象征意义。汉字的色彩字，具有更加直接和 

强烈的意象性，所以可以直接而直观地形成色彩表 

达的象征性，并且可以让汉字使用者最为直接和直 

观地表达色彩字的象征和象征意义。 

因此 ，汉字的意象性所唤起的物象或者表 

象往往成为某些抽象的概念的符号，因而汉字比 
一 般 的表音文字具有更加直接和强烈的象征意 

义。汉字的色彩字所唤起的物象或者表象往往成 

为人的道德品质、社会的价值观念、生活的伦理 

意义的象征符号，因此汉字的意象性使得汉字的 

色彩表达最具象征性。比如 ，红 ：活跃、热情、 

勇敢、爱情、健康、野蛮 ，因为赤 、红二字可以 

唤起鲜血、红心、红脸 、炉火 、火焰、红 H、炮 

火、火灾等物象或者表象 ；橙 ：富饶、充实、未 

来 、友爱 、豪爽 、积极 ，因为橙字可以唤起橙 

子、橙黄、果熟等物象或者表象；黄：智慧、光 

荣 、忠诚、希望、喜悦、光明，因为黄字可以唤 

起黄土地、黄帝、黄袍、向日葵 、果实 、黄金 、 

蟹黄 、阳光等物象或者表象；绿 ：公平 、自然 、 

和平 、幸福、理智、幼稚 ，因为绿字可以唤起春 

天、绿叶、青山、绿水、幼芽等物象或者表象。 

蓝：自信、永恒、真理、真实、沉默、冷静， 

因为蓝字可以唤起蓝天、海水、蓝草、蓝花 、冰 

块等物象或者表象 ；紫 ：权威、尊敬 、高贵 、 

优雅、信仰 、孤独 ，因为紫字可以唤起紫花、紫 

袍、贵族 、贵妇人等物象或者表象；黑：神秘 、 

寂寞、黑暗、压力 、严肃、气势，因为黑字可以 

唤起烟黑、墨黑、漆黑、乌云、重物等物象或者 

表象；白：神圣 、纯洁、无私、朴素、平安、诚 

实，因为白字可以唤起白日、白云、白雪、百合 

花、白鸽、白帛等物象或者表象。 

从色彩字与人的道德品质的象征关系来看， 

汉字的色彩字所唤起的物象或者表象往往成为人的 

某种道德品质、人格节操的符号。这种汉字色彩字 

的象征性最明显地表现在中国戏曲的脸谱中。红色 

脸象征忠义、耿直、刚毅、有血性，如 “三国戏” 

里的关羽 (红整脸 )、 《斩经堂》里的吴汉。黑色 

脸既表现I生格严肃，不苟言笑，如 “包公戏”里的 

包拯；又象征威武有力、粗鲁豪爽，如 “三国戏” 

里的张飞 (黑十字门蝴蝶脸 )、 “水浒戏”里的李 

逵、 “杨排风”中的焦赞。白色脸表现奸诈多疑， 

如 “三国戏”里的曹操 (白整脸)，《打严嵩》中 

的严嵩。蓝色脸表现性格刚直，桀骜不驯，如 《上 

天台》中的马武、 《连环套》里的窦尔墩 (蓝花三 

块瓦脸 )。紫色脸表现肃穆、稳重，富有正义感， 

如 《失街亭》里的张邰 (紫三块瓦脸)、 《二进 

宫》中的徐延昭，《鱼肠剑》中的专诸。金色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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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威武庄严，表现神仙一类角色，如 《闹天宫》里 

的如来佛 、二郎神。绿色脸表现勇猛 ，莽撞 ，如 

《白水滩》里的徐世英、绿林好汉。黄色一般表现 

性格猛烈，如 《南阳天》中的廉颇。褐色和粉红色 

表现比较正直的老人。金、银色用于佛祖和神仙一 

类人物，如如来佛、二郎神；有时也用于一些比较 

有法力的精怪。这些典型的色彩象征意义，中国戏 

曲直接以脸谱的形式表现出来，一 目了然，这是中 

华民族戏曲审美和汉字象征艺术的完美结合。 

从色彩字与社会的价值观念的象征关系来 

看，汉字的色彩字所唤起的物象或者表象往往成为 

中华民族的社会价值观念的符号。所谓价值，是表 

示对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来说是必需的、有益的东 

西的性质。人的需要是多层面的，满足和实现这些 

需要的事物的价值，也应该是多层面的：满足物质 

需要的是实用功利价值，满足认识需要的是认识价 

值，满足社会伦理道德需要的是伦理价值，满足心 

灵自由愉悦需要的是审美价值。美这种屙}生正是在 

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之中生成的，是一种对人而言 

的价值。比如，花，我们欣赏它的美，并不是欣赏 

它的花瓣、它的颜色的来源——电磁波，而是把它 

当做一个与社会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完整形象来欣赏 

它的外形、颜色、姿态，且这外形、颜色、姿态组 

成的形象已经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经常、必然地联 

系在一起了。在百花盛开的春天，我们感受到欣 

欣向荣 ；在百花凋零的冬天，我们看到傲霜斗雪 

的梅花，也会感受到无穷的生命力。总之，这些形 

式 (形状、颜色、姿态 )都已经融合 (积淀)了 

社会生活内容，成了 “有意味的形式”，这时，才 

成为对人来说的一种价值或社会属性，即第三性 

质，这才是美 J 155。因此，从汉字色彩字与社会 

价值的象征性的关系来看，汉字色彩字的象征性 

必须视汉字色彩字所唤起的物象或者表象与人的需 

要的关系来决定。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 

把人的需要分为七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 

爱或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这四种需要可以归结为 

“实用需要”，还有认知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 

现需要 (或者伦理需要 )；与这四种需要相对应， 

就可能形成人对现实的四种关系：实用关系、认知 

关系、审美关系、伦理关系；相应于这四种关系就 

有四种价值：利、真、美、善，如果加上人对现实 

的一种非现实关系一 宗教关系及其价值：圣 (神 

圣 )，就有人对世界的五种关系：实用关系、认知 

关系、审美关系、伦理关系、宗教关系，这五种关 

系就形成了五种价值：利、真、美、善、圣。能够 

满足人的需要的性质是肯定性价值或者正价值，不 

能满足人的需要的性质是否定性价值或者负价值。 

因此，一个汉字色彩字能够唤起什么样的物象或者 

表象，这些物象或者表象能否满足人的需要，就是 

这个汉字色彩字作为价值的象征的关键了。比如， 

赤、红两个字，一般会唤起人们有关红色的物象或 

者表象，像鲜血、红心、炉火、炮火、落日、朝阳 

等等。当红字唤起了鲜血、红心、炉火、朝阳等物 

像或者表象时，这些物像或者表象就会与人发生实 

用关系、认知关系、审美关系、伦理关系等，产生 
一 些肯定性价值 (利、真、善、美、圣)，视觉上 

受到强刺激，让人觉得活跃、热烈，朝气勃勃，热 

气腾腾；因此，红字经过所唤起的物象或者表象形 

成了红色像征吉样、好运、喜庆、赤胆忠心、生命 

旺盛、欢悦跳动等意义，红色自然也就成为中华民 

族的节日、庆典、婚姻仪式等活动的常用基本色 

调 ，因而朝阳初升、红脸关公、红色中国结、一 

颗红心或者两颗红心、炉火正红等视象画面就可以 

用来分别显现红字和赤字的各种肯定性价值的象征 

意义。而当红色唤起了诸如血流成河、连天炮火之 

类物像或者表象时，这些物像或者表象还会产生血 

腥、危险、恐怖、死亡的联想，从而红色就可能由 
一

种否定性价值而形成血腥、危险、恐怖、死亡等 

象征意义，比如，交通信号的红灯、灭火器、消防 

车的红色，都可以用来表示红字的否定性价值的象 

征意义。黄字，一般可能唤起关于黄色色彩的物象 

或者表象，比如黄土地，成熟的麦子、稻谷，幼嫩 

的植物，向日葵，金子，蛋黄、奶油等营养食品， 

这些物象或者表象可能使人感到明快和纯洁、丰收 

的喜悦感和强烈的光明感，从而象征明亮、娇美， 

新生、单纯、天真、厚重、成熟；当黄字唤起人们 

的是有关瘦弱病人、衰败枯萎植物、不正当性关系 

等物象或者表象时，比如黄皮寡瘦的病人、黄疸病 

人、枯黄的落叶、色情的报刊等物象或者表象时， 

黄字又会成为虚弱、空虚、贫乏、不健康等的象 

征。蓝字可能唤起关于蓝色的事物，比如大海、蓝 

天、蓝草等，让人感到一种冷色调，与红色的暖色 

调相对应，因而产生清澈、深沉、超脱、远离世俗 

的象征意义；同时，蓝字唤起人们的深蓝海洋和悠 

远天空的物象或者表象时，又会具有低沉、郁闷、 

神秘的象征意义，或者成为陌生感、孤独感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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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我们就可以以这些色彩字所唤起的物象或者表 

象来显示它们的象征和象征意义。 

从色彩字与生活的伦理意义的象征关系来 

看，汉字的色彩字所唤起的物象或者表象往往成 

为中华民族的生活伦理意义的象征。象征的本 

质特征是 以具象性来表示抽象性概念 、思想和 

感情 。因此 ，汉字色彩字象征某种伦理 (政治 

道德 )概念 、思想感情时 ，必须不是某种色彩 

的抽象概念的替代品 ，而应该是某种具象性的 

色彩物品，否则，就不可能构成色彩的象征。 

我们前面所说的脸谱的象征和象征意义就是如 

此，并不是红色的抽象概念成为了忠义、耿直、 

刚毅的伦理象征，而是汉字赤或者红所唤起的红 

心、热血、脸红等物象或者表象指代了忠义、耿 

直、刚毅伦理概念和思想情感 ；同样，黑字所唤 

起的乌云、墨黑、漆黑 、黑脸等物象或者表象， 

指代着不苟言笑、严肃认真、威武有力、粗鲁豪 

爽等伦理概念和思想感情。所以绿字所唤起的绿 

叶、绿茶、绿茵、绿阴等物象或者表象，具象地 

表达了蓝色的沉静和黄色的明朗的混合，且与人 

的自然生命一致吻合，从而使绿字象征着平易近 

人、和蔼可亲、心境平衡 、安宁平和的伦理概念 

和思想感情，如朱自清的散文 《绿》的象征和象 

征意义，交通信号的绿灯、绿色通道等；然而， 

当绿字唤起了生涩果实、青苹果、绿香蕉等物象 

或者表象时，绿字就会成为了生涩、稚嫩、酸楚 

等伦理概念和思想感情的象征，甚至绿字很容易 

成为低沉、消极、冷漠的象征，比如说 “他绿着 

脸” “他脸都变绿了”。 

因此，我们要揭示汉字色彩字的象征性 ，最 

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色彩字所唤起的物象或者表 

象直接呈现在文字使用者的眼前，给以相应的概 

念和思想感情的暗示或者提示就可以了，如我们 

读了朱 自清的 《绿 》是否也就可以领悟了绿字的 

象征和象征意义呢? 

四、汉字的意象性与色彩表达的人文性 

汉字的意象性所唤起的物象或者表象往往深 

刻地烙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痕迹，成为 

中华民族文化人文精神的具象表达，从而汉字的 

意象性使得汉字色彩表达 ，比一般的表音文字更 

加具有人文性。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汉字的意 

象性所唤起的物象或者表象往往成为中华 民族的 

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生活环境的人文精神的一 

种具象表达 ，因而汉字的意象性使得汉字的色彩 

表达最具人文性。 

汉字色彩字的人文性最为明显地表现在 中 

国的 “阴阳五行学说”中。 《中国古代社会一  

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 》指 出： “周代以来就有 

宇宙是 由水 、火 、木 、金 、土五种物质所构 

成的说法 。这是一种对 自然界粗浅的观察 ，并 

没有什么新奇之处 。但当时又有阴阳学说 ，以 

为宇宙的变化是由两种动力相互消长所致 。到 

了战国时代晚期 ，这两种学说被结合起来 ，以 

为宇宙很有规律地以阴阳和五种元素的消长作 

有规律的变化 。五行的理论越来越被人们所相 

信，汉代达到最高潮，以之与颜色、方向、季 

节 、时辰 、地理 、器用 、数 目、音律 、教令等 

各种事物作有意的配合和附会 ，使得整个社会 

都浸泡在迷信的浪潮中 (李汉三，五行：191— 

439)。” I6∞五行是指五种物质的运动。中 

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 

认识到金 、木 、水 、火 、土是必不可少的最基 

本物质 ，并 由此引申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这 

五种基本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运动变化生成的， 

这五种物质之间，存在着既相互孳生又相互制约 

的关系，在不断的相生相克运动中维持着动态的 

平衡，这就是五行学说的基本含义。根据五行学 

说， “木日曲直”，凡是具有生长 、升发 、条达 

舒畅等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木； “火日 

炎上”，凡具有温热、升腾作用的事物 ，均归属 

于火 ； “土爰稼穑”，凡具有生化 、承载、受纳 

作用的事物，均归属于土； “金日从革”，凡具 

有清洁 、肃降、收敛等作用的事物则归属于金 ； 

“水日润下”，凡具有寒凉、滋润、向下运动的 

事物则归属于水。这五种物质又与颜色和方位相 

匹配。金 ：白色，方位：西；木：青色 ，方位 ： 

东 ；水 ：黑色 ，方位 ：北 ；火 ：红色 ，方位 ： 

南 ；土：黄色，方位：中。明朝杨慎还用五行相 

克相生的原理解释了中国古代的正色和问色的区 

别： “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克者，相生者为 

正色，相克者为间色。⋯⋯木色青，故青者东方 

也；木生火，其色赤，故赤者南方也；火生土， 

其色黄，故黄者中央也；土生金，其色白，故白 

者西方也；金生水 ，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此 

五行之正色也。甲已合为绿，则绿者青黄之杂， 

以木克火故也 ，已庚合而为碧 ，则碧者青 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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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以金克木故也 ，丁壬合而为紫 ，则紫者赤黑 

之杂 ，以土克水故也 ，此五行之间色也。”由此 

可见 ，正色就是白、青 、黑 、红、黄五种颜色，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 “三原色” (红 、黄 、 

蓝 )以及黑 、白，而由正色混合而成的颜色就是 

间色。前者是本原 ，是纯正的颜色；后者是混合 

而成的，是杂色。阴阳五行学说虽然在中国封建 

社会中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利用，成为一种宗教迷 

信活动的理论依据，但是，其中所蕴含的宇宙变 

化发展的素朴辩证法，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 

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思维，却是一种合理的 

思想内核，值得批判继承，特别是这种学说把色 

彩与宇宙万事万物联系起来，把自然物象、人文 

现象、色彩表现三者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色彩 

观念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体现在汉字色彩 

字中就表现为汉字色彩字的人文性，即以汉字的 

意象性来显现色彩字与人类生成和发展的自然环 

境、社会环境、生活环境的密切关系，从而突出 

人的本质、人的尊严、人的价值。 

从色彩字与 自然环境的关系来看，汉字的 

意象性所唤起的物象或者表象往往成为 “天人合 
一 ”观念的具体表达。一般说来，按照阴阳五行 

学说，天地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这五种 

基本物质组成的。而颜色配五行即五色，也就是 

青、赤、白、黄、黑这五种颜色。木=青色，为 

木叶萌芽之色；火=赤色，为篝火燃烧之色；土 

= 黄色，为地气勃发之色 ；金=白色 ，为金属光 

泽之色；水=黑色 ，为深渊无垠之色。这五行和 

五色都是相生相克的，所谓相生就是发展，所谓 

相克就是平衡 ，所以金、木 、水、火、土与相应 

的白、青、黑、赤、黄都是相互作用而发展的， 

在发展中达到平衡的。五行和五色还与人体的五 

脏相应 ，按照五行学说，青属木属肝，赤属火属 

心 ，黄属土属脾 ，白属金属肺 ，黑属水属肾。中 

医学说又把人的面色、舌苔色、眼珠色等作为人 

体的病象现象，比如，传统中医中就有这样的经 

验记载 ： “以五色辨疾病性质。青主风 、主惊、 

主寒 、主痛；赤主热 ；黄主湿 ；白主血虚 、主 

寒 ；黑主痛 、主血瘀 、主劳。”由此可见 ，中国 

古代的阴阳五行观念和学说是把整个宇宙、天、 

地、人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的动态平衡系统 ，也就是所谓的 “天人合一”。 

这表现在汉字的色彩字上 ，也就是汉字色彩字的 

人文性 ，把五种色彩与构成万物的物质元素，与 

人体的构成器官等都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动 

态平衡的有机整体或者系统。这样，汉字色彩字 

中的白、青 、黑 、赤 、黄就不仅可以标志与之相 

对应的金、木、水、火、土等物质构成元素， 

还可以标志人体的肺 、肝 、肾、心、脾等主要器 

官，又可以标志人体的血虚、风痛、瘀痛、热、 

湿等病象。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阴阳五行的这种 

自然物质、人体器官 、人体病象与五色之间的关 

系来表示汉字色彩字的 “天人合一”哲学观和美 

学观 ，以彰显中华民族的 “天人合一”观念 ，揭 

示汉字色彩字的人文性。也许中国古代五行学说 

的五行、五色 、五脏、五病之类的概念范畴及其 

解说并不完全合乎现代科学的要求，比如，构成 

宇宙的物质元素绝不止五种或者五类 ，门捷列 

夫元素周期表已经为我们清楚揭示出来了；自然 

界的色彩也不仅仅是白、青、黑、赤 、黄这五 

种或者五类 ，牛顿的光谱七色 (赤 、橙 、黄 、 

绿、青、靛、紫 )，白色是这七种颜色的混合， 

即所有可见光的颜色的混合，黑色则与白色相 

反，是所有的可见光的颜色都不出现或者被吸收 

的混合状态；人体的器官及其病象也不仅是五 

种 ；但是，就五色而言，它包含了三原色 (红 、 

黄、蓝 )及其完全被吸收或者被反射的光色 (黑 

白 )，离 “七色光谱”和 “1 1基本色” (人类 

学家和语言学家柏林和凯<Brent Berlin and Paul 

Kay>：黑<black>／白<white>>红<red>>黄<yellow> 

／绿<green>>蓝<blue>>褐<brown>>紫<purple>／粉 

<pink>／橙<orange>／灰<grey>)的现代划分并不遥 

远 ，而且五色之间，五色与五行、五脏、五病象 

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关系， 

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和科学辩证逻辑的。因此， 

我们用五色、五行、五脏、五病象之间的相应关 

系来揭示汉字色彩字的人文性也应该是合理的， 

科学的，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从色彩字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来看 ，汉字的 

意象性所唤起的物象或者表象往往成为 “和谐社 

会”理想的具象表达。与五行和五色相对应的还 

有 “五福”。 “五福临门”最早出自《书经·洪 

范》。 《书经·洪范》上所记载的五福是： “一 

日寿、二日富、三日康宁、四日修好德、五日考 

终命 (子孙满堂 ，继往开来 )”。 “寿”：白、 

西、金 、义。第一福是 “长寿”，命不夭折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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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绵长。 “福”：红、南、火、礼。第二福是 

“富贵” ，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 。 “禄” ： 

青、东、木、仁。第三福是 “康宁”，身体健 

康而且心灵安宁。 “财” ：黑 、北 、水、智。 

第四福是 “好德”，生性仁善而且宽厚宁静。 

“喜”：黄 、中、土、信。第五福是 “善终”， 

善始善终而且继往开来。要做到五福临门一般来 

说就是要实现 “和谐社会”的理想，朝着 “和谐 

社会”的理想努力协调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把 

这些关系处理好了，理顺了，人就可以长寿，家 

庭就可以富裕，邻里乡亲或者家族亲戚就可以人 

人健康安宁，人人就可以仁善宽厚宁静，每一个 

人也就可以善始善终 ，后继有人 ，幸福连绵不 

断。而这些 ，从阴阳五行学说的角度来看 ，就有 

相应的色彩来具体表现出来，这就是 “五色”对 

应 “五福”，表现出了汉字色彩字在社会环境方 

面的人文性 ，即 “五色”预示着人类 “和谐社 

会”的理想境界。 

从色彩字与生活环境的关系来看，汉字的意 

象性所唤起的物象或者表象往往成为 “与人为善” 

理念的一种具象表达。与五色和五行相对应的又有 

所谓 “五常”。仁、义、礼、智、信为五常；金、 

木、水、火、土为五行 ；火属义，木属仁，金属 

礼，土属信，水属智。那么，白属义，青属仁，黑 

属智，红属礼，黄属信。这里所说的 “五常”也就 

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五种恒常规则： 

仁者 ，人人心德也 。心德就是 良心 ，良心 

即是天理，乃推己及人意也。所以仁字，从二人 

相处，因为人不能离群而独存，别人之观念立， 

人之人格显 ，方能雍容和谐；以立己立人 ，发挥 

老吾老幼吾幼之怀抱 ，以及 己所不欲 ，勿施于 

人 ，事物为人 ，而不为己，发为恻隐之心，宽裕 

温柔 ，仁也。义者，宜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 

宜，因人制宜之意也。所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 

做 。见得思义 ，不因结果滥取不义之财物 。子 

日： “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不义而富且 

贵，於我如浮云。”所以人发为羞恶之心，发为 

刚义之气，义也。礼者， 《说文》： “礼，履 

也 ，所 以事神致福也”。 《释名 》： “礼 ，体 

也 ，得其事证也，人事之仪则也。”进退周旋得 

其体 ，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尊卑长幼有序 ，处事 

有规，淫乱不犯，不败人伦，以正为本 ，发为恭 

敬之心 ，斋庄中正之态，礼也。智者，知也 ，无 

所不知也。明白是非、曲直、邪正、真妄，即人 

发为是非之心，文理密察，是为智也。信者，不 

疑也 ，不差爽也 ，诚实也。就是 “言出由衷 ， 

始终不渝”。信字从人言，人言不爽，方为有信 

也。诚心之意也，以诚居心 ，必然诚实。处世端 

正，不诳妄，不欺诈者，是为信也。其归总为一 

条基本原则就是： “与人为善”，就是以人类的 

“善的本质力量”来处理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及 

其关系。而这种 “与人为善”的生活环境的处理 

原则，也会有 “五色”来具象表现，与 “五常” 

相应而映射出来。 
一 言以蔽之，我们可以运用 “五色”与 “五 

脏” “五行” “五福” “五常”的对应关系，以 

“五色”所映射的 “五脏” “五福” “五常”来 

具象地表现出人的本质、人的尊严 、人的价值 ， 

从而体现出汉字色彩字的人文性。也许一幅 《五 

行图》就可以让人一目了然了。 

总而言之，汉字色彩字的情感性、象征性、 

人文性的表达都离不开汉字的意象性，因此，我们 

在表现汉字的色彩表达的中国特色时，必须依靠汉 

字的直接而强烈的意象性，以汉字所唤起的物象和 

表象来直观地揭示汉字色彩表达的突出的情感性、 

象征性、人文性，以彰显汉字表意文字的审美特 

征，实现 “以美储真善”和 “以美启真善”，真正 

达到中华文化精神的真善美融合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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