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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商周青铜器中所记载的各种事情为出发点，其文字内容题材丰富。商周青铜器时期的记事内容可

称之为“记事文化”,“记事文化”的存在犹如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为后人探寻商

周文化提供有力的“物证”。将“记事文化”与博物馆网页设计相结合，不但增强博物馆网站界面的通识

性，为博物馆网站页面注入相关的文化元素内涵，塑造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网站页面，实现商周青铜“记

事文化”在博物馆网页界面的应用，而且在提高该博物馆知名度的同时还增强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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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various events recorded in Shang and Zhou bronze vessels as the starting point, 
with rich textual content and themes. The recorded content of the Shang and Zhou Bronze Age can 
be called “recorded culture”, and the existence of “recorded culture” is like Sima Qian’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nd Sima Guang’s “Zizhi Tongjian”, which provides powerful “material evi-
denc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explore Shang and Zhou culture. By combining “chronicle culture” 
with museum website design, not only does it enhance the accessibility of the museum website in-
terface, inject relevant cultural elements into the museum website pages, shape website pages 
wit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 the application of “chronicle culture”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in the museum website interface, it also enhances the museum’s reputa-
tion and enhances the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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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网页设计发展现状分析 

1.1. 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现状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行政区中轴线北端位置，安阳则位于河南省的最北部，与河北接

邻，商朝、曹魏、后赵等各朝代先后在此建都，因此具有“七朝古都”之称。作为八大古都之一的安阳，

除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之外还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殷墟、岳飞庙、红旗渠等著名景点皆在

河南这座地级市——安阳(见图 1)。 
 

 
Figure 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Anyang 
图 1. 安阳地理位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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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博物馆总占地面积 143 亩，建筑面积 34,500 平方米，其建筑群落将“后现代”风格与殷商

宫廷风韵相结合，远远望去博物馆宛若象形文字中“墉”，充分展现出我国传统建筑的风格特征。博物

馆主建筑中金顶的造型采用了殷商时期象征身份地位的饕餮纹、蟠螭纹等图案，展现出中华文化的文字

内涵及文字在中国历史中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突出殷商宫殿“四阿重屋”使参观者对其拥有独

特的联想与共鸣，在博物馆之前的墙体与柱子皆对其进行雕饰与绘制，在雕柱的上面分别雕刻着殷商青

铜器中常见的饕餮纹、象纹、夔龙纹等，红黑色的雕墙与雕柱充分展现了殷商的灿烂文化。 
中国文字博物馆门前有一座高大的建筑物，此建筑名为“字坊”，建筑形象取自于甲骨文、金文中

“字”的形体进行建造，“字坊”高 18.8 米，宽 10 米，其上同样刻有殷商时期的标志性纹样，饕餮纹、

夔龙纹、蝉纹等，字坊的边缘则仿青铜器边缘的齿状脊，是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在通往

博物馆主建筑的两侧，是由二十八片极具代表的青铜甲骨仿制品所构成的碑林，二十八片青铜甲骨代表

殷商的甲骨文与青铜器，同时也与天上的二十八星宿所对应，象征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具有强烈的

祈求，祈求平安、和谐、发展等与人的吉凶祸福所紧密相连。 

1.2. 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网页传播现状 

互联网的发展打破时空的限制，推动了各种形式的传播，同时也拉近了博物馆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感，

使博物馆更容易吸引大众，也更加“接地气”。以下为中国文字博物馆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主要方式。 
1) 官方网站。博物馆官方网站的成立不仅能够帮助游客提前了解馆内信息，而且能够通过网页内容

对自身进行宣传，同时通过网页中的图片、色彩、版面等网页设计内容来向国内外群众展示本土的文化

特色。中国文字博物馆官方网站以红色为主色调，内容方面主要包含了博物馆介绍、馆藏文物、陈列展

示、学术研究以及公众服务、社会教育、博物馆宣传内容等多个方面，其中也包含了订票、商城等内容。

博物馆官方网站的成立将各种博物馆的信息与活动快速且透明式地呈现给群众，让更多群众了解博物馆

信息。 
2) 微信公众号。微信当前已基本全面普及，为适应时代的发展与变革，各大博物馆也开始充分运用

微信公众号，通过微信公众号对博物馆进行各种内容与信息的推广与宣传，为博物馆创造更为广泛的发

展空间。“中国文字博物馆”公众号主要分为三个模块信息“精彩展览”“交流服务”“数字字博”。

“中国文字博物馆字博社教”则主要以说甲骨，解金文为主，向读者推送甲骨文字进行讲解与解惑。 
3) 微博。我国于 2011 年第一批博物馆开通官方微博，随后各大博物馆紧跟其后，开启了“博物馆

微博热”。但大多数的博物馆官方微博经营不善，粉丝数量不容乐观。中国文字博物馆作为国家级专题

博物馆，截止至 2023 年 5 月其微博粉丝仅 3717 人，从 2020 年开通至今共发布 437 条微博，发布内容主

要包括节日、时事、甲骨识字及博物馆活动等，粉丝活跃度较低，大多微博下无留言。 
4) 移动客户端。移动客户端的推出不但能够对线下博物馆的展览进行辅助作用，以帮助群众更好地

了解馆藏文物，且能够随时随地在线参观博物馆珍品瑰宝，摆脱时间与空间的桎梏，拓宽博物馆受众群

体，实现大众传播。 

2. 商周青铜器“记事文化”概述 

2.1. 商周青铜“记事文化”定义 

“记事”顾名思义为记载从古至今所发生的大事、小事，记事一词最早出自于《礼记·文王世子》

“是故圣人之记事也，虑之以大，爱之以敬”。“文化”又可分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是随着文明

的不断进步而不断进行完善，最后所形成的风俗习惯。 
我国青铜器在文化的长河中彰显着神秘而传统的艺术色彩与魅力，青铜器经历千年的积淀与传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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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人了解古人智慧、习俗、审美、宗教等各个方面提供有力证据以供参考。青铜器无论从金文、纹饰、

造型、材料配比等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研究价值。青铜器金文又称为铭文、钟鼎文，其上所记载着当时社

会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如祭祀典礼、征伐记功、赏赐锡命、训诰群臣、颂扬先祖等，发挥着记功叙事的

重要作用。文字的记载反映着商周时代政治、经济、宗教与艺术的盛况，其所记载的内容对文化的传承

和现代的设计方面都有着指导与借鉴的意义。 

2.2. 商周青铜“记事文化”特征 

文化之所以能够保存并流传下来，其主要原因便是文字载体的存在，从早期甲骨、牛骨上的文字，

到后期青铜器中的金文都为文化的传承担任着不容忽视的储存与记录的重要作用。 
青铜器又被称为“鼎彝”，文化历史背景悠久，荣康先生将青铜器主要分为食器、酒器、水器、杂

器四大类，商周年间青铜器主要被用于祭祀与战争的场合，主要被作为礼器与武器所存在。青铜器上所

记载的文字我们通称为金文，商代青铜器早期中的金文数量较少，所记载的内容也通常以族名和先人的

名号为主，目前所发现商代青铜器铭文中的文字不超过 40 字。商代金文类型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字词为

主的少数字作品，也称为族徽铭文。这种类型的文字通常会与某种装饰纹样所结合在一起，具有某种象

征意义。另外一类则会有几十个字所组合在一起，通常记载着祭祖铭功的内容。 
公元前 1046 年，周武王姬发伐纣，至此开始长达近 800 年的统治阶段。周朝时期的金文数量可谓是

达到了顶峰时期，青铜器中所记载的内容与文字也逐渐增多，“崇神信鬼”的行为开始逐渐减弱，金文

在周朝时期进入了一个繁荣鼎盛的阶段。青铜器中所记载的文字内容也逐渐增多，商朝主要用于祭祀的

功能到周朝开始逐渐赋予“书史”的意义。郭沫若先生曾说：“文化递进，器铭加详……直古人之书史

矣。”青铜器开始发挥着政治沟通记载与社会传播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知青铜器中的铭文由商周开始逐渐增多，青铜器文字中的内容也由与神灵沟通的“神器”转

变为用于记事记功的重要媒介。“信以受器，器以藏礼”，是青铜器不同于其他记事媒介的重要区别，

青铜器在中华文化礼乐文明传播与记事内容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后世留下宝贵的历史信息。 

2.3. 商周青铜“记事文化”内容分类 

商周青铜器数量庞大，诞生于人类文明的青铜时代是划时代的重要标志，其造型优美别致，纹饰精

美繁缛且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标志着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提高。青铜器的诞生为人类生活与生命

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国家与城市也开始随之产生，城市的产生必将使文字迅速发展且广泛运用。

青铜器作为当时奴隶社会身份等级的象征，礼器则承担起与天地、神灵、王权之间相互沟通的纽带，代

表着奴隶时代的文明象征，其造型纹饰、铭文记载皆具有深厚的设计思想与意义。其类别主要分为征伐

记功、赏赐锡命、训诰群臣、颂扬先祖、祭祀典礼等[1]。 
商朝时期铭文较为简短，多以记事符号出现。周朝分为西周与东周，西周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早期多延续商朝风格，描述文治武功，中期铭文则充满活力。东周时期铭文开始出现地域特色，主要是

由于东周时期国力衰落，各诸侯国器物开始逐渐增多，导致地域文化特征日益增强。 

3. 商周青铜器“记事文化”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3.1. 创意元素提取的可行性分析 

商周青铜作为我国的文化瑰宝，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展示着独特的深厚底蕴。充分了解商周青

铜器独特特征并合理运用，不仅能美化当前博物馆网页，满足用户视觉审美需求，而且可以对于我国的

优秀文化进行传承与发扬。通过前文对于网页以及商周青铜器中的记事内容和纹样方面的研究，可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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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两者结合其方法可行性原因有以下： 

3.1.1. 商周青铜器装饰纹样的形式美 
形式与内容是青铜纹样形式美的主要体现，商周青铜器中形式美具有节奏与韵律、对称与均衡、对

比与协调等特征。形式美源于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一切美的事物的概括与提炼，是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

中逐步发现的。内容美是青铜器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是当时社会艺术家们精神活动的产物。通过对于

青铜纹样形式美法则的进一步分析，有利于为网站界面设计展开新的设计思路，提高网站界面的艺术内

涵。 

3.1.2. 商周青铜器记事内容的特色美 
青铜器铭文作为青铜器中造型、铭文、纹样中的三大要素之一，涵盖了青铜器铭文艺术的中书体、

内容与装饰三种作用，其制作工艺包含熔铸与雕刻两种形式。商周时期青铜器中金文整体风格受当时社

会严肃与庄重的影响进而呈现出雄峻与质朴之感。 
铭文中所记载的事物内容也多以王室祭祀与征伐为主。青铜器作为祭祀典礼中的礼器而存在，其记

事内容也多以国家大事为主。朝代更替自古以来便是无可避免之事，连续不断的战争内容也必将记录在

青铜器之上。由此可见青铜器中铭文多以记载当时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青铜铭文在考古中具有

书史的意义，但在美术中却具有一定的装饰作用。商周青铜器中早期的铭文继承了原始社会中的陶器的

图案以一种象征符号而存在，后期则对其进行了变形、对称等艺术加工的处理方法，具有明显的装饰作

用。周朝的铭文通常铸造在青铜器光洁的部位，通过一紧一松对比手法的运用达到了明显的装饰效果与

记录历史的作用[2]。 
网站界面的设计可加入铭文中的艺术文化进行表现。首先铭文中的记事功能作为记录历史文化与使

用功能的辨别可融入网页设计内。其次装饰作用作为网页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铭文也可融入其中。  

3.1.3. 商周青铜器与界面结合的独特美 
商周青铜器与网站界面两者皆为满足人类需求所创作，其本身皆充满设计之感，前者满足人们的精

神需求，而后者则是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然而在当前这个物质极度丰富的社会，人们开始更加倾向于精

神方面的探索，将商周青铜器元素与中国文字博物馆相结合，在满足人们精神方面的同时网页也具有整

体的艺术效果。 

3.2. 设计模型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网页设计模型是通过文字、图像与编码三个元素共同所构成，通过一定表现手段增强网页的表现力，

通过采用文字来对网页进行构架并传达出主题思想与结构。设计者在对网页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文化则

渗透在用户的思维方式之中，影响着人们对于产品的态度与认知。思维是人脑中通过已有知识为中介进

行推理与判断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反映着一般事物的特征与事物之间的规律联系。以下内容将从理念文

化与视觉设计的模型对博物馆设计模型进行剖析与分析。 
文化是人类生活中相较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一种精神活动的产物，是传承、创造与发展的总和。理

念文化是一个文化的核心部分，是由人们长期的意识活动发展而来的审美观念、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等。

理念文化相较于物质文化而言是抽象的、内敛的、隐形的，并非像物质文化以具体形象而存在。例如道

家的无为而治，佛家的因果轮回，儒家的兼容并蓄等都是理念文化的存在形式。我国著名的四大园林之

一拙政园的设计便是依据道家自然无为、质朴贵清的理念文化进行建造，由此可知理念文化影响着人们

的审美情趣与美学的发展[3]。界面设计中的理念文化通常采用一些具有显性特征的视觉文化来准确快速

的应用到界面设计当中，这是由于通过界面设计很难表现出具有抽象文化的价值和内涵。在中国文字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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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界面设计中，将青铜器中神秘、质朴、威严的理念文化融入至动态效果与引导标识当中，来增强用

户对于界面的记忆与理解能力，使用户进一步的感受博物馆文化(见图 2)。 
 

 
Figure 2. Conceptual cultural design model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Museum 
图 2. 中国文字博物馆理念文化设计模型② 

 
中国文字博物馆网页中的视觉设计模型将通过利用形与图的对应来从文化中提取具有象征意义的符

号进行概括，并利用特定的审美规则与文化意义进行设计与归纳，完成博物馆网页设计的视觉特征化。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博物馆网页设计将根据安阳的地理特征、文化与商周青铜特点进行

文化元素的选取，选取的过程将根据“典型性”“识别性”“喜爱程度”“可记忆性”等方面进行整理，

选取具有符合主题且较为典型的元素进行加工设计。同时在进行网页设计的过程中采用重构变形、分解

转化、抽象夸张等设计手法将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与当地文化相结合，设计文化元素

与视觉元素的相融合，共同构成网页的界面设计，如导航、背景图、列表等(见图 3)。 
 

 
Figure 3. Visual design model 
图 3. 视觉设计模型③ 

4. 总结 

商周青铜器作为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化瑰宝，应该不仅仅只存在于课本之上，而更应该存在于人们生

活中的方方面面之中。近年来随着国家的重视与扶持，博物馆数量逐年开始递增，同时也开始成为人们

学习与休闲的最佳去处。符合博物馆特色的网页设计不仅能够帮助用户浏览知识的海洋而且还能够成为

博物馆的外在整体形象。此时便需要设计人员对于博物馆与用户群体进行深入了解，发现问题并解决问

题。本文主要是对于当前中国文字博物馆网页当前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从而对中国文字博物馆网页提出

创意构想。 

注  释 

①图 1 来源：高德地图截图 
②图 2 来源：笔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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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图 3 来源：笔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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