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

國旗被當成國家的代表，

勝利時揮舞國旗，凝聚國家情緒

的象徵。相反地，當憤怒或不滿

時，就會出現踐踏或燃燒國旗的

洩憤舉動。既然國旗是代表國

家，在決定國旗上的造形或色彩

時，就會考慮如何表現自己國家

的建國精神、國民意識、未來的

希望、宗教種類、歷史遭遇、思

想價值、政治派系、傳統習俗、

特殊文化、自然景觀等。有些是

經長時間演化、不斷修正而至

今，也有些是由少部分建國功勳

者或社會菁英所決定的。國旗上

的造形和色彩也反映了該國或民

族的特性、喜好、生活與地理特

色、價值觀。即使有著相同的色

彩，也各有其意義，國旗上的色

彩和意義象徵、歷史背景關係牽

連緊密。

中國古代雖然尚未出現國

家概念性的國旗，但在敵對陣營

的戰爭時，為了區別彼此的戰士

以避免誤殺，均會使用不同的色

幡（旗子）旗和戰袍裝扮，避免

誤殺自己人，也有振奮軍心、威

嚇敵軍的作用。不知不覺中，戰

旗也反映了若干國家意涵，如秦

始皇在統一戰爭時，根據五行

的概念，秦軍準備承接周朝的天

下，周朝是屬於火，色彩是赤

色。因此秦以水剋屬火的周朝，

水的對應色彩是對應北方的黑

色。因此秦的軍隊服飾，就以黑

色做為主色，統一後的秦之國家

色彩，理所當然就是黑色。崇尚

黑色的秦朝，也出現於皇帝的

「上玄下纁」穿著上，穿在上面

的玄是黑中帶赤的色相，壓著下

方代表周朝赤色的纁，意識上多

少有點剋或取代之的意思。漢朝

取代秦時，初期承接秦的體制，

也是以黑色為主，來不及想到色

彩在五行裡所象徵的繼承或相

剋的意味，直到漢武帝時，才回

過神來，改用克制秦之水德黑色

的黃色。黃色屬土，土剋水，總

算又跟上了五行的說法，使皇帝

當得順當些。但後來歷史上的各

朝代，並未完全延續五行中的規

則，訂出國家的色彩崇尚系統。

唐朝，更訂定皇帝服飾的專屬黃

色和文武百官品級的服制色彩。

儘管如此，在軍隊的指揮上，色

彩在旗幟上的區別還是有其作

用。清朝，軍隊的編製與識別，

更發揮了色彩管理的精神，以

黃、白、紅、藍、鑲黃、鑲白、

鑲紅、鑲藍等八種色彩和配色作

為旗幟的區別，就是所謂的八旗

軍。歷史上的事件中，東漢時期

也出現有以黃色作為識別記號的

黃巾之亂，元朝末年韓山童、劉

福通的紅巾之亂。宋朝時，著名

的趙匡胤黃袍加身事件，代表稱

王稱帝，要造反的意味，幸好，

趙匡胤建國成功了，不成功的話

就成了賊寇。以上所敘述的旗幟

均是以作戰區別需求的軍旗為

主，真正發展出代表國家性質的

國旗之時間是相當近代的，如清

朝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時，劉福通

所豎立起的台灣黑虎旗；唐景崧

擔任臨時成立的台灣共和國時，

也豎起了藍地黑色勾勒的黃虎旗

作為台灣的國旗，可惜，都非常

短命就消失了。清朝在末年戰敗

須和侵略的列強交涉經驗中，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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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中得到金龍旗。繼而，中華

民國成立初期的旗幟，有一階段

是以條紋狀的五色旗，表現漢、

滿、蒙、回、藏等五族共和的概

念。後來由於政局的演變，又選

用了目前台灣使用中的青天白日

滿地紅的國旗。同樣使用的五色

旗，也出現於日本扶持下成立的

滿州國，象徵意義上也是五族，

只是回族被朝鮮族替代了而已。

目前大陸使用以一大四小的星星

環繞之構想，也是以五族共和精

神作為基礎設計的。

英文的colors是國旗、軍旗、
隊旗、船舶的意思，是以加s的複
數來表現的。另一個flag指的是
船或飛機上面的旗子，也可以表

現國旗的意義。但是英文中的call 
fl ag to the colors卻是徵兵的意思，
也可以看出國旗和戰爭之間的關

係是密切的。戰爭時，敵我的緊

張關係，也是最需要區別的時

機，旗幟就是最具體的、具象的

代表了。在聯合國登記的國家的

國旗裡，色彩的使用上，大致不

脫離紅、黃、橙、綠、藍、白、

黑、茶、金等色彩的組合，經日

本色彩學會在《色彩用語事典》

〈國旗色〉一篇中的統計，共計

有16色，造形大都搭配以太陽、
月亮、星星、十字、動植物等的

主題居多。特色上，回教國家以

綠色出現的較多；形狀的配合，

以星星或月亮居多。所有國家的

國旗，使用紅色作為國旗色彩的

國家最多，其次依序為白、藍、

黃、綠、黑、橙等色。

佛教國家以黃和橙色居多，

如越南  紅底黃色的星星，星
星的黃色是代表著佛陀的加持和

庇祐的意思。信奉共產主義國家

的國旗以紅色為主要色彩，另搭

配星星、鐮刀的造形組合居多，

如大陸、朝鮮。非洲國家的國旗

則以綠色出現得較多，利比亞的

國旗，甚至僅僅使用了綠色而

已。

歐洲國家以三色旗最具代

表，使用三色旗的有法國、德

國、義大利、俄羅斯、愛爾蘭，

在美洲也有墨西哥等國家。三色

旗中橫豎各有，其中法國  的
藍、白、紅的橫條條紋三色旗，

分別象徵自由、平等、博愛。法

國國旗藍、白、紅順序的排列是

在1794年以後才出現的，設計之
初，只使用了紅、藍兩色。紅色

和藍色是巴黎市的代表色，中間

的白色是意味著同意市民革命的

皇家象徵色彩。1789年法國大革
命時期，紅、白、藍順序的排列

方式，三色所占的寬度比例，曾

經有幾次的變動，現在三色旗寬

度則是等比的面積。

義大利  使用的國旗幾乎
是和法國相同，從左到右的順序

為綠、白、紅，與法國不同的只

有一色，義大利使用的綠色是象

徵美麗豐饒的土地，白色是阿爾

卑斯山上聖潔的白雪，同時也具

有正義和和平的意義，紅色是愛

國的情操。整體說起來，具有自

由、平等、友愛或希望、信念、

仁慈的意思。義大利國旗中的

紅、白兩色，是由米蘭市的旗幟

色彩延伸的，加入的綠色則是米

蘭衛隊服裝色彩。德國  的三
色旗是黑、紅、黃，在此的黃是

金色的意思。德國的三色旗是沿

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威瑪共和國

時期的旗幟，納粹時期被停用，

二戰後，又恢復了三色旗。德國

的三色旗最早出現於1832年，在
示威活動中首先出現的。德國三

色旗的紅色是意味追求自由的熱

情、黃色（金色）是理想的光輝

和名譽的象徵、黑色是代表對人

權被壓抑時代的悲傷和哀悼，並

含有警惕的意思，也具有勤勉、

奮發的意義。黑色的色彩也出現

於伊拉克、埃及、敘利亞的國旗

上，在這些國家國旗的黑色是代

表從被殖民國家獨立，意味著勝

利。即使最慢獨立的東南亞國家

東帝汶，國旗也有黑色的色彩，

都是有紀念殖民主義時代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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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也有警惕的意味。另外比較

特別的是非洲的迦納 ，國旗

上的黑色是象徵非洲的自由，

黑色和自由的對應，讓人較難想

像，可說是很特殊的。多明尼加

的黑，則是象徵富饒的國土、強

壯、團結、犧牲和統一。南美的

蓋亞納是用黑色表現建國時期的

忍耐精神等。在許多受殖民主義

影響的地區，由於黑人和白人種

族歧視、社會剝削、人權欺壓、

奴役販賣等不愉快的殖民歷史，

讓當地人民耿耿於懷，如非洲黑

人國家和中美洲西印度群島諸國

的巴哈馬、多明尼加和加勒比海

諸島國等，因此也將此情緒反映

於黑色的國旗色彩上，表示不忘

過去的屈辱，以鼓勵人民向上努

力。

墨西哥   的國旗的顏色
和義大利國旗色彩是相同的，但

意義有些許的差異。墨西哥國旗

上的綠色，指的是團結、獨立和

希望，白色是天主教、紅色是自

由。同樣使用紅色，在意義上有

出現象徵太陽的、也有熱血的、

熱情的、博愛的，也有象徵地理

特徵的火山。基督教國家國旗的

紅色，以象徵著基督所流的血，

是贖罪的血、是神的愛居多。印

尼和許多非洲國家、南美國家的

紅色，則是象徵獨立戰爭時，所

付出的、犧牲的鮮血。另外，還

有如日本的太陽旗、冰島的火山

意義、大陸的共產黨象徵等。和

紅色接近的橘色，在印度是印度

教的神聖色彩，非洲的尼日則是

象徵沙漠革命，另外，也有象徵

勇氣的、愛國心的、自由的。

瑞士  的紅底白十字旗，
是從神聖羅馬帝國時期留下來

的，象徵著基督教的精神、神的

愛、贖罪的鮮血。瑞士國旗和國

際紅十字的旗幟類似，但底色和

十字的顏色，兩者剛好相反，紅

十字會的旗幟是白底紅十字。

紅十字會的旗幟是從1863年開
始，瑞士的亨利．迪南（Henry 
Dunant）為了區別戰爭時受傷士
兵和敵軍，以方便救助而倡導的

國際性旗幟。為了紀念迪南，就

將瑞士的國旗色彩顛倒，成為現

在使用的白底紅十字的造形。可

是，這樣的旗幟是源自於基督教

國家的旗幟，中間的十字造形就

是基督教的象徵，讓回教國家不

滿，因此許多回教國家的救護

車，拒絕使用紅十字會的國際旗

幟，而代之以紅色的彎月造形。

彎月的造形常出現於回教國家的

國旗裡，但色彩大都是白色居

多，紅色彎月造形標誌的使用，

源自於蘇聯和土耳其，在1877年
戰爭的濫觴。

回教和北非、亞洲、中東

地區國家的國旗較偏好綠色，

綠色在這些國家國旗的象徵是

富饒，大都源自於植物的綠色。

有了綠色的植物，生活也不虞

匱乏，生命得以繁衍，如奈及利

亞、肯亞等國家。有些回教國家

國旗的綠色是象徵著樂園，也是

神聖的色彩，因此成為清真寺屋

頂的顏色，如沙烏地阿拉伯、巴

基斯坦、摩洛哥、利比亞。最特

別的是利比亞 ，整面旗只有

綠色，沒有任何圖案或色彩的搭

配。利比亞由王權政治轉向共和

政治體制時，為了配合阿拉伯世

界將來的統一理想，使用了和埃

及相同的旗幟。但也抗議1977年
埃及總統沙達特訪問以色列，一

夜之間，將國旗改成了綠色的單

色旗。在印度 ，橘色代表印

度教，綠色是代表伊斯蘭教，兩

類型的宗教使用相同的綠色，卻

有不同的解釋。在歐洲國家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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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中，也有使用綠色的國家，如

義大利、葡萄牙、愛爾蘭等，綠

色在義大利是象徵穀物的意思，

在葡萄牙是象徵誠實和希望，也

代表著航海者的意思。在美洲也

有墨西哥、巴西等國的國旗是使

用綠色，墨西哥國旗的綠色帶有

團結獨立和希望的意思，巴西則

是綠色的森林。在愛爾蘭的綠色

是民族和天主教的象徵，相對於

央格魯薩克遜族的橘色，也代表

了當地的新教徒。因此在英國，

象徵愛爾蘭的綠色對英國政府而

言，是相當敏感的色彩，經常引

起分裂獨立的聯想。國旗的敏感

性也反映於幾個地區，如前蘇聯

對立陶宛的旗幟與以色列對巴勒

斯坦的旗幟，夾雜著種族、信

仰、習慣、歷史的仇恨，也是現

存世界的火藥庫。

歐洲國家的國旗中，較偏

愛藍色。藍色在許多調查統計的

資料裡，一直是歐洲許多國家人

民最喜愛的色彩，尤其在北歐。

藍色在歐洲的國旗中，常和自由

連結在一起，法國的三色旗中的

藍色就是典型的代表。在其他地

區，則有不同的意義，如冰島和

密克羅尼西亞是象徵海洋、希

臘是象徵愛琴海。瑞典是象徵天

空、芬蘭是天空和湖泊，以色列

的藍色是代表耶路撒冷地區的天

空。另外，以色列的藍、白配色

是猶太人在祈禱時所披的披肩的

顏色、象徵清靜心。以藍色象徵

天空的國家，尚有羅馬尼亞、智

利，較不同的是南美阿根廷的國

旗，淡藍色和白色搭配的條紋

旗，是源自於獨立革命運動時的

軍服色彩。

藍色同時也是中亞和東歐等

許多土耳其或是蒙古系游牧民族

國家，共同喜好的色彩，是象徵

自由自在的天空。在亞洲的馬來

西亞   則是象徵團結、緬甸
是象徵高潔與和平、菲律賓是愛

國心、寮國是是象徵著湄公河。

藍色在中非是象徵和其殖民宗主

國法國的友好、甘比亞和剛果都

是象徵境內的大河流。荷蘭是表

示對祖國的忠誠、希臘是象徵著

自由獨立之神的啟示。希臘  
的現代國旗是出現於1821-23年
之間，對抗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的

獨立活動獲得勝利後，當時的國

旗是藍底中間有白色十字架的旗

幟，經過兩次的修正後，才成為

今天藍底搭配中間稍細的十字圖

形。

聯合國的國旗  是藍色和
白色的配色，兩色的配色象徵著

和平、自由、調和以及純潔等的

意思。在造形上是以北極作為視

點所看到的世界地圖，外面包圍

了象徵和平的橄欖葉。白色在許

多國家的國旗裡，象徵著和平，

其次也含有正義、純潔、清靜、

光線、太陽等意思，而台灣  
的白色就是以白色表現具有光線

的太陽。在佛教國家裡，由於受

到釋迦摩尼佛座騎白象的影響，

白色就成為了神聖的色彩，如柬

埔寨。

國旗的色彩表現有許多意義

的詮釋，表現出國家、民族、區

域、信仰、習慣、思想、地理環

境等的差異，各有其特色。因此

也表現出色彩詮釋的多樣性，相

同的色彩，在不同的觀者心理，

產生不同的作用，各有不同的解

讀。如此的解讀已經脫離了美感

的追求，純粹表現出色彩和意義

之間的對應，也形成色彩使用上

的困難度、複雜度與多樣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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