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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艺术，凝结着时人的思想结晶，蕴含着时人的造物文化、方法及

意识形态。在汉代“天人感应”观念的推动下，四神的发展走向高峰，四神符号的文化

内涵在不同语境下呈现出多元释义的特征。从汉代四神的文化源流、符号语义、文化脉

络来梳理汉代四神纹文化肌理，分析其时代意义，可为四神符号在当下设计提供新思路，

助力当代设计扎根传统文脉，探索构建中国有机设计理论体系。

本文以四神符号为研究对象，指出汉代四神符号兴盛的动因不仅在于作为统治者维

护权力的政治工具，而且也具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神秘意义，其祥瑞、守护、接引

升仙等功能促进了四神符号的民间化、大众化，四神崇拜由此形成。汉代四神符号的表

意从解释端出发，呈现出语符、象符二元交融的语象合治的特征，并通过符号双轴关系

分析选择四神单体的原因，以及四神符号的“十”字型对称与非“十”字型对称的图式

组合构成。在汉代天人感应与厚葬之风盛行下，四神符号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不仅作

为天人感应的载体象征祥瑞之象，而且也被视为趋吉辟邪的守护神。通过四神符号在汉

代的多元文化内涵，引发对四神的当下思考，借助四神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多重对应关

系，去探寻其当代内涵，以实现对四神表意的传承与创新。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以符号学研究法为主，从四神符号的构成出发，结合历史

文献，运用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对四神文化

符号进行多角度、多层面、深层次的分析研究。通过符号学角度来划分四神的能指与所

指，以此指代物质区域与精神区域，指出能指与所指并非唯一对应，而是具有灵活性，

在多元语境下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并逐步生成象征。同时，对符号的解读立足于解

释端，赋予了四神符号所指的多样化，也为四神纹呈现全新的设计内涵提供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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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研究背景

四神符号的历史可追溯到原始社会，至汉代时出现图式构成丰富的四神图像。在汉

代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观念下，将四神文化推向高峰，不仅蕴含着沟通神明的超现实

含义，具有超度升仙的巫术功能，同时也代表着吉祥福瑞。在汉代“事死如事生”的观

念下，“四神”主要用来解决现实问题，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

目前，对四神主要从考古学、艺术学等角度进行研究。如，从天文考古学出发，通

过对古代先民的天文观测活动或受某种天文观所支配而遗留下来的实物及文献的研究，

指出四神配属二十八星宿并作为先民观象授时的基础。从艺术学角度研究四神图像，主

要通过分析四神中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的构成特点、形态特征等，总体把握四神图

像的艺术风格。但鲜有学者从符号学角度研究四神。正如金耀基先生曾指出的，“没有

‘没有传统的现代化’”，现代设计的发展从未远离传统。
①
本文从符号学视角切入，

通过文化符号学角度探究四神符号语义特征，从汉代造物活动中四神组合的结构、形态

来感知四神符号能指，剖析四神符号在不同语境及载体下的所指内涵，并立足符号的解

释端来解读四神符号的意象融合，有助于扎根传统文脉，探索构建中国有机设计理论体

系。

二、概念解析

为使研究对象“四神”概念更为清晰，通过文献查阅对四神、四灵、四凶三者概念

解析可知：四神又称四象，既为四方之神，也为四季之神，自汉代后，四神指苍龙、白

虎、朱雀、玄武；四灵指的是麟、凤、龙、龟，其出现意义在于通过动物界各类所属动

物首领隐喻人类社会礼制秩序；四凶则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由上古时代的舜帝流放到四方

的四个凶神。如图绪论表 1。

①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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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内容 出处 概念解析

四神 青龙、朱雀、白虎、玄武

《论衡·物势》：“东方

木也，其星仓龙也；西方

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

火也，其星朱鸟也；北方

水也，其星玄式也。”

四神又称四象，既为四方

之神，也为四季之神，四

神就是指苍龙白虎朱雀玄

武。

四灵 麟、凤、龙、龟

《礼记·礼运》：“何谓

四灵？麟、凤、龟、龙，

谓之四灵。”

四灵指的是麟、凤、龙、

龟，其出现背景是：通过

动物界各类所属动物首领

隐喻人类社会礼制秩序。

四凶 浑敦、穷奇、梼杌、饕餮

《左传·文公十八年》：

“舜臣尧，宾于四门，流

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

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

魅。”

四凶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由

上古时代的舜帝流放到四

方的四个凶神。

绪论表 1 “四神、四灵、四凶”概念解析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三、研究意义

《礼记·礼运》中对“四灵”的早期解释是，“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

四灵。”
①
《礼记》以麟、凤、龟、龙为“四灵”，认为麟为兽类神灵、凤为鸟类神灵、

龟为介类神灵、龙为鳞类神灵，通过动物分类，将四神作为四大兽类神性代表。在《论

衡·龙虚》中提到：“天有仓龙、白虎、朱鸟、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龙、虎、鸟、龟之

物。四星之精，降生四兽。”
②
将四神赋以四方含义，作为东、西、南、北四方周天星

宿的神性代表。四神观念的出现代表了古代先民对动物及天文的崇拜，凸显其主要作为

动物神和天文神的身份。

四神的发展在汉代趋于稳定并逐渐成熟，常被用在瓦当、铜镜、画像石等各种造物

之中，并逐步作为文化符号形成文化象征。通过对四神符号的研究与解读，有助于了解

中国古代的历史、风俗习惯、政治制度、民族信仰、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等深层问题；

通过民族文化认同提高民族的审美意识和民族凝聚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在汉代文物中呈现出四神组合相对稳定的形态，如：以龙与虎二元对立的组合象征

东西以及阴阳调和，以朱雀表达祥瑞，以四神与二十八星宿组合表达作为天文神的文化

① 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78 页。
② 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版. 第 2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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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汉代四神作为古代中国宇宙论的物化产物，是古人对宇宙认知外化的视觉形式，

其不仅在文化上确认了人与宇宙的关系，且以此建构社会秩序。

汉代四神符号作为各种思想观念与文化理念的综合产物，在汉代具有重要地位。而

选择汉代四神这一文化符号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两方面意义：

理论价值：从符号学的角度去探索四神符号所具备的文化特征。通过研究四神，立

足符号的解释端，找寻四神最初如何通过观物取象、再到立象尽意、最后形成意象理据

的原因。根据聚合、组合双轴关系分析四神个体的选取及组合的图式构成形式，发掘四

神图像作为象符号的视觉内涵，解析四神图像在不同语境中的多元文化意蕴，阐明四神

符号体现出语符、象符二元融合的语象合治观。

实践意义：通过综合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分析汉代天人合一思想下

四神与皇权的密切联系。从汉代四神符号应用的语境中，窥探四神在汉代的地位及探索

四神所具备的民族大融合、民族大统一的深层内涵，指出四神在汉代兴盛的内在动力。

本文通过对汉代四神纹文化源流考据、符号语义、文化脉络三部分梳理四神纹的文

化肌理（绪论表 2），立足符号学视角分析汉代四神纹，结合四神图像象符与语符双重

编码性质，凸显四神纹符号语义特征，以期为当代设计实践提供新思路。

绪论表 2 四神文化肌理梳理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四、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1.四神纹文化起源方面

在远古时期，人们首先通过对自然物进行分类来从观念上把握世界，而“四神”最

早就是关于动物的分类观念。在《考工记》第十八篇《梓人》中记载：“天下之大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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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鳞者。”
①
其中将大兽分为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鳞者

五大类。在《礼记·礼运》中，则提出了早期四神体系形成时期人们对“四灵”的看法：

“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
②
以麟、凤、龟、龙代表着兽类、鸟类、

介类、麟类四类神灵。四神之所以被纳入四方天空，亦是基于动物分类的思想基础。陈

久金《华夏族群的图腾崇拜与四象概念的形成》从图腾崇拜解释了四象，指出四象实质

代表了华夏族群的四个民族：东夷族龙图腾崇拜、少昊族鸟图腾崇拜、西羌族虎图腾崇

拜、夏民族龟蛇图腾崇拜。这种说法表现出作者在研究四象过程中，不止从动物分类角

度来解释，还通过天文学视角认为四象的产生基于民族文化融合，为四象研究提供新的

思路。倪润安在《论两汉四灵的源流》一文中提出新的观点，不仅体现四灵形成所具备

的天象学含义，同时也增加了兵阴阳学，其认为四灵组合与兵阴阳学排兵布阵密切相关。

冯时编著的《中国天文考古学》一书中，在“四象起源考”章节指出：最迟在公元前 2

世纪，象作为星宿体系最基础的概念已经形成，并强调四象作为观象授时的依据，代表

着四种颜色与四个方向，凸显四象具有的天文学含义及与二十八星宿关系。根据曾侯乙

二十八星宿图，冯时认为中国古代天文曾以鹿代玄武为北宫之象。他创造性地勾勒出四

神的发展图表（绪论表 3），进一步推动四神体系发展研究。王小盾编著的《四神：起

源和体系形成》中认为“四神”即“四灵”，指的是青龙、朱雀、白虎、玄武（龟蛇组

合），从动物分类观念、星空分区观念来解释“四灵”体系的形成，并指出在周朝时，

四神就作为象征星宿的天文神和动物神而存在。萧兵编著的《龙凤龟麟：中国四大灵物

探究》一书中提出四神的“生命力说”，正是因为“四神”所具备的生存能力、智慧与

方式，才使其脱胎换骨变成“灵物”。其在研究中创造性运用“多元整合”方法，强调

四神主要代表着生命力及解释作为神话动物的原因。通过对四神文化起源进行分析（绪

论表 4），可以看出对四神起源研究多为动物分类、图腾崇拜、天文考古等角度，注重

通过外形相似而形成四神组合，但对四神组合的内在动力并未过多深入。

① 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第 97-98页。
② 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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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表 3 四神体系发展表

图片来源：中国天文考古学 第 320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绪论表 4 四神文化起源研究角度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2.四神纹艺术方面

以四神、四灵、艺术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绪论表 5），发现从 2000 年-2020 年对

四神研究逐渐增多，通过整理、分析近二十年的文章（绪论表 6）可见，文章主题多集

中在四神图像、墓室壁画等内容。程万里在《汉画四神图像》中，通过对汉画四神的艺

术分析，将不同时期四神各种造型与图案特点进行列举，跳出四神图像作为民俗祥瑞纹

样阶段，探索四神的艺术及社会功能。王晓日《河洛地区汉代四神图像研究》立足四神

图像特征，对河洛这一特定区域的四神图像进行系统化研究，指出河洛地区承载四神图

像的文物多为壁画墓及画像石，并通过升仙、祥瑞、天文星象为主的题材内容，探寻河

洛地区四神图像艺术价值。王子雯《汉代四神图像造型艺术研究——以黄河中下游地区

为中心》通过对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四神图像艺术及造型特征的研究，从灵动传神、

极具动感、虚实结合来归纳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四神造型特征，以此彰显四神图式丰富多

元的特点。陈天娇《汉代墓室壁画四神云气图研究》对汉墓中四神造型、色彩、技法等

进行了梳理，认为四神元素在墓室壁画中占据重要位置，指出四神壁画不仅作为墓中的

装饰象征祥瑞，而且还蕴含接引升仙的神仙思想。杨悦堃《汉代“四神”图像的美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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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从美学的视角出发，通过色彩、构图、形制、工艺四个方面对汉四神像进行剖析，

指出汉代四神造型多变、形态丰富及色彩上主要采用青色、赤色、白色、黑色、黄色进

行敷彩设色，突出汉代四神美学特征及审美意蕴。李易霖《传统文化符号四灵图像在现

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从四灵形态着手，立足四灵图像的文化内涵及符号特性，分

析将其应用在海报、标志、插图设计中的视觉内涵，并指出将四灵现代化的创意来源主

要从认知心理层面转化为设计心理层面，凸显四灵图像的艺术表现力及文化认同感。

绪论表 5 四神纹艺术主题年度发文量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绪论表 6 四神纹艺术方面近二十年文章主题及发文量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3.四神纹天文方面

冯时在《河南濮阳西水坡 45 号墓的天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比分析曾侯乙墓漆箱

图案和墓中龙虎图，提出盖天宇宙论与此墓联系，证实西水坡墓所具备的天文学含义。

陈美东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天文学体系的形成”章节中，重点分析汉代

天象记载、天文观测及汉代星图，以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虎图为例，论述四象与具体星宿

的关联，并成为观象授时的依据。张碧波在《高句丽壁画墓四神图像与中国的天文学、

神话学》一文中，立足高句丽墓室四神图像，强调高句丽壁画墓四神文化与西汉以来壁

画墓一脉相承，内容及形式都表现出中国风格，其功能在于护送亡者超升，但并未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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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四神与天文学关联。如图绪论表 7。

绪论表 7 四神纹天文方面文献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4.四神纹考古方面

从考古方面研究四神的主要有：萧巍《浅谈敦煌晋墓出土的四神砖》通过分析四神

画像砖，强调敦煌魏晋墓中的四神信仰来自中原汉文化，并与佛道相融合，体现四神作

为守护神，寓意祥瑞。贾艳红在《汉代的四灵信仰——从天之四宫到住宅（墓门）守护

神》一文中，提出古人对四灵崇拜不止是与天象星宿相关，更重要的原因是四灵与百姓

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四灵被赋予的防御、升仙、吉祥三个功能进行阐述，进一步将四

灵向社会生活靠拢。铁付德在《西汉早期柿园墓四神云气图壁画保护研究（一）——历

史与现状调查》中，综合运用多学科、多材料和多方法，全面而详细地考察了芒砀山墓

室中四神云气图的历史状况及现状，并指出带有四神云气图的墓葬少且级别高，具有极

高艺术价值。袁恩培、石琳《柿园汉墓<四神云气图>“四神”形象及作用探析》对柿园

梁王墓四神云气图中的四神形象造型特征进行分析，通过分析云气图的构图布局，认为

柿园汉墓云气图主要表达吉祥含义，具有超度升仙的职责。如图绪论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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