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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斯切拉瓦格招贴艺术的文本分析，指出其风格张力形成的深层原因是设计师对康定斯基以来冷、热抽

象风格的全新演绎与视觉能量的平衡。同时，以接受符号学为理论根据，阐述了热抽象风格招贴的受众感知规律，

进而在图像符号理论与设计艺术学之间提供了新的参照视野。正是在视觉流程中建构的秩序感与“热抽象”的高

能量状态所形成的平衡，共同构成了斯切拉瓦格无可复制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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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analysis of Ralph Schraivogel′s works, it pointed out its style deeply root in a kind of hot abstract which

created by Kandinsky. Based on semiotics theory, it elaborated the perception rule of hot abstract poster, which provided

new reference for image semiotics and art design. This is the balance between order feeling and hot abstract in visual

process which constructs the unique style of Ralph Schraivo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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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贴历经百年历练，呈现出众多的风格流派。在

今天看到招贴与新媒体互融、互补，依然焕发着持久

的生命力。只要仍有这一张纸的“限制”，招贴就会一

直保持着那种浓缩的象征性

[1]

。所以每位招贴设计都

期望自己的作品能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的同时，能

创造出独特的特性，让招贴的意念表述得单纯而有

力，从而将这种张力的势能延展成为一种视能和形式

张力。

1 斯切拉瓦格招贴艺术的秩序张力与情绪张力

如果人们还在为招贴的功能性与艺术性作者应

当居于主导地位而争辩，那么他应该去看看纳尔夫·
斯切拉瓦格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无疑有着优秀的

实用效果。斯切拉瓦格几乎从不预先设计某一种意

象和风格，他从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是熟练地运用

各式各样的方式方法：诸如描绘、拼贴、摄影、复印效

果和剪纸效果在作品实际中寻求一种最好的解决问

题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作品是功能主义

的。然而，正如任何杰出的艺术家的作品不可能仅仅

完成当下的实用功能。他们的作品必将被传至于世，

在作品的使用功能消失殆尽之后，其艺术价值显得更

加光芒四射。世界上许多重要的博物馆和大学以及

文化机构都将纳尔夫·斯切拉瓦格先生的招贴设计艺
术作品作为永久收藏品，这其中包括世界著名的美国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德国慕尼黑的 Die Neue

Sammlung以及波兰首都的国立华沙招贴艺术博物馆

等。这无疑是由于他的艺术——表现文化的丰富、表

现生命的活力和 20世纪人类孜孜不倦地探索精神的

艺术，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哺育纳尔夫·斯切拉瓦格
艺术的是过去的许多艺术遗产,包括他的欧洲大陆上

前辈艺术家的作品；同时，斯切拉瓦格的艺术还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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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古典传统以外的美术——黑非洲美术中和其它艺

术中吸收到了许多有益的元素。

在纳尔夫·斯切拉瓦格的招贴艺术探索中，他的
电影招贴和博物馆展览招贴以其艺术思想纯洁性的

卓越典范而格外引人注目。这些招贴艺术作品饱含

着作者原创的思想，而且充满了自信。这些招贴除

了使他的委托客户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之外，还有

一个很大的特色，那就是在设计艺术方面的崇高成

就。在非洲文化传统中有“入门者”之说，所谓“入门

者”往往是指这样一个门徒：他品质高尚、不屈不挠，

从而使先人的精神能够向他启示和传达那些代表着

了解人类和宇宙的方式所具有的含义。他正是基于

对非洲文化和艺术的独到理解，在其为非洲电影节

所设计的系列招贴艺术作品中营造出了梦幻般的意

境，在这方面，或许已经是非洲人所说的那种真正的

“入门者”了

[2]

。

他的大量作品不仅揭示了存在的更广泛的问题

和对设计艺术问题的感受，也是斯切拉瓦格个人的主

体性在作品中的呈现。众多艺术博物馆的收藏是斯

切拉瓦格作品永恒魅力的确证，更是对人们去解读、

赏析其艺术魅力的一种召唤。然而，相比许多艺术

家，对纳尔夫的作品深刻的内涵意蕴与风格形成是远

远不够的。通常，人们觉得他的作品非常感人，具有

一种引发情绪共鸣的张力，但又充满秩序的逻辑力量

——这两者之间在纳尔夫的作品中实现了巧妙的平

衡。要追溯这种平衡的获得，必须进一步考察纳尔夫

作品的内在元素与生成结构。

2 热抽象艺术的溯源与辨析

瑞士是“国际现代图形设计风格”的发源地。从20

世纪40年代开始，苏黎世和巴塞尔的设计家都开始了

新的平面设计风格的探索，最终形成了瑞士特质的国

际主义平面风格。这种风格在瑞士招贴艺术中也体现

得十分突出。在包豪斯建筑学派的影响下，客观实在

的文字招贴的地位开始上升。文字超越了其信息价值

而成为了结构设计的元素

[3]

。虽然瑞士的国际主义风

格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但是瑞士的设计教育深受这种

风格的影响。现在，瑞士的平面设计依然具有强烈的

整洁、严谨、工整的理性化特征。瑞士的招贴设计既受

益于此种传统。纳尔夫·斯切拉瓦格是当代瑞士最具

代表性的招贴海报设计艺术大师之一。这很大程度构

成了斯切拉瓦格作品的秩序性力量的根据。

然而，斯切拉瓦格又超越了所谓“瑞士风格”有时

为人们所病垢的刻板和过于严整。这就不得不谈到

他作品中充满热力的非洲元素了。在纳尔夫·斯切拉
瓦格令人眼花缭乱的探索中，电影招贴海报和博物馆

展览海报堪称代表。为非洲电影节设计的作品中包

含着非洲艺术起源的各种因素。非洲元素的神秘气

质和独特的视觉体验造就了他作品中抽象的张力。

可以将他的作品风格归纳为“热抽象”风格。

首先，需要从“热”这一极其缺乏概念精确性的形

容词说起。“热”是一般意义上的色彩与物理温度知觉

描述。物理学上将之解释为，可在2个热力系之间或热

力系与外界之间因温度差而传递的一种能量形式。在

艺术学中，物理能量的形式通过视觉转化为心理能

量。因而常常在视觉艺术中用来表达画面色彩带来的

温度感。通常认为蓝色是冷色，橙色是暖色调。其界

定规则是在色环中，蓝、绿一边的色相称冷色，它使人

们联想到海洋、蓝天、冰雪、月夜等，给人一种阴凉、宁

静、深远的感觉。在炎热的夏天，人们在冷色环境中，

也会感觉到舒适。所以常说，红色和明亮的黄色调成

的橙色——给人活泼、愉快、兴奋的感受。在视觉传达

艺术中，“热”的涵义远远非颜色的冷暖感知这么简

单。视觉心理学家阿恩海姆认为，“冷”与“暖”一直被

过于简单粗浅的理解并认为，冷与暖至少与纯色是毫

无关联的。略带红色的蓝看上去有暖色倾向，而略带

蓝色的红却看上去是“冷”的。何种色温感觉占支配地

位受到周围色彩“同化”、“对比”，非色彩因素的亮度以

及主观心理感受的多种因素影响

[4]

。

对于抽象艺术家来说，“热”是物理世界能量形态

抽象关联的视觉引申表达。以康定斯基（1866～1944）

为例。其作品多采用印象主义技法，又受野兽主义影

响，被认为是抽象主义的鼻祖，主要作品均采用音乐名

称，诸如《乐曲》、《即兴曲》、《构图2号》等。代表作组画

《秋》、《冬》均用抽象的线、色、形的动感、力感、韵律感

和节奏感来表述季节的情绪和精神。1921年以后因受

至上主义和构成主义的影响，创作又由自由的、想象的

抽象，转向几何的抽象，代表作如《白色的线》等。在以

后的年代，他曾试图把抒情的抽象和几何的抽象有机

结合起来，在几何形的结构与造型中，配以光和色，既

充满幻想、幽默，也具有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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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斯基的“热抽象”并不是指色彩上的冷暖。

而是“以点线面的非几何非需秩序化的创作方式表达

强烈的情绪”。热抽象多用曲线、随机动态的不稳定

画面对物理能量进行深度诠释。是一种高能量，不稳

定秩序的心理感知，见图 1。因此，热抽象也称为“抒

情抽象”。通常形态多变，以自由的弧线为主，色彩富

有感性、神秘的浪漫感，显得热情奔放。康定斯基的

抽象作品带有很强的个人情感，因此有人称他的艺术

为“热抽象”艺术。为避免标题给观众的引导性联想，

常常像音乐作品的标题那样给自己的画取上“即兴”、

“作品X号”等名称。

可以从康定斯基的作品中观察到某种随意，这种

随意并非热的必然条件，抽象表现主义的先驱波洛克

则将随意发挥到了极致。在帆布上很随意地泼溅颜

料、洒出流线的技艺而著称，其作品往往具有难以忘

怀的自然品质。波洛克的抽象与康定斯基的“热抽

象”是有明显差别的。这种区别在艺术学中迟迟未能

得到解答，而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对于冷热的判断提供

了新的维度。将媒介及各种文化分为“冷”与“热”。

其基本区分原则是：

热媒介（高清晰度媒介）：只延伸一种感觉—具有

高清晰度—数据饱和—参与程度低—具有排斥性；

如：照片、报纸、收音机、象形或会意文字、电影；

冷媒介（低清晰度媒介）：可能延伸多种感觉—提

供较少信息—数据匮乏—参与程度高—具有包容性

—形成部落化结果。如：卡通画、电话、拼音文字。

麦克卢汉的划分抛开具体的绝对化的标准，开启

了一种通过受众感知的信息维度来划分冷热的方式。

基于此，可以借用他的媒介冷热区分表达视觉艺术抽

象风格的类型。波洛克与康定斯基的抽象热度差异在

于前者的随意抛弃了康定斯基的热抽象所赖以表达的

人工形，因此波洛克充满画面的色彩对于接受者而言

是低清晰度的，因而他并不是一种热抽象的代表。

3 视觉能量的平衡与张力的凸显

根据上面的分析，应当说斯切拉瓦格的招贴艺术

在情绪与秩序中的平衡得益于他的抽象方式在“冷”

与“热”的风格间取得了某种均衡。而这种均衡又是

通过具体的视觉心理能量的分布达成的。纳尔夫的

作品常常表现为一种形象的繁复与琳琅满目，并且这

种并非波洛克式的随意，而是通过某种有意味的形式

制造心理能量格式塔——这就制造了某种强大的心

理势能，这种高能量状态的风格即所称的“热抽象”风

格。以他的代表作之一非洲电影招贴为例，见图2。

在该招贴的整个观赏过程中，观众的视觉被反复

视觉流程与散点和聚合的视觉流程设计引入了一个看

似迷乱却又有序的体验过程中，设计师将相似的版面

视觉要素进行重复地、有规律地排列，使其产生有秩序

的节奏韵律，从而起到加速视觉流动的功效。同时，在

文字设计上又精心地将文字的散点聚合效应和构成画

面主体背景的斑马线条的之间制造了类似水波纹的融

合效果。而一个简单的抽象形态如果蕴含了比其外形

丰富得多的信息，那么这个形态会更有趣味和意义

[5]

。

由此，整个画面的文字完全融入到画面的后工业感节

奏之中，并成功制造了散点与聚合的双重效果。其丰

富得意象和视觉元素制造的“高能量”状态，让观者产

生一种强烈的信息扑面而来的被动效果。陈放的描述

是：“他的招贴作品呈现在你面前，它从墙上面对着你，

注视着你，向每一个过路行人主动地倾吐着它的信

息。”那种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非凡形象构成了他的

招贴作品的重要特色。这正是麦克卢汉所谓的“热媒

图 1 康定斯基：在灰色中

Fig.1 Kandinsky：In Grey

图 2 斯切拉瓦格：1997 非洲电影节

Fig.2 Ralph Schraivogel：African Film Festival i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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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具有“拒斥感”的理论的表现，是令受众不得不接受

信息的强大视觉能量的表现。

但是，当受到此种力量的吸引而细读招贴时，另

一种视觉能量的“空缺”与对于艺术想象的“召唤结

构”开始显现。会发现每一种元素的选取背后都有大

量未确定的联想空间！设计师开创性地精心选取了

非洲代表符号中具几何感的线条形式——斑马条纹，

通过条纹的金属化与工业化的处理，与电影之间建立

了外在的视觉关联。更重要的是这种外在的关联是

以内在的符号关联为基础的。这种液体金属般的设

计感与电影世界的视觉所呈现出来的多姿多彩不谋

而合。多义性是作品作为表意能指在编码与解码过

程中的主体间性的表现

[6]

。简而言之，就是赏析者与

创作者通过作品文本建立起一种对等的对话关系，而

非单向性地接受作者的言说。多义性的抽象使信息

的对立面——欣赏者的参与是“熵”在图形要素中的

作用凸现。“熵”是信息论中的核心概念，也是一个负

概念，是一种信息能量的不确定性

[7]

。这种不确定性

在视觉传达中造成一种受众的深度卷入，属于一种

“冷抽象”心理效果。这里并非指非洲元素是“冷”的，

而是设计者运用热的元素通过“信息熵”的处理，形成

的心理负能量。这种负能量让受众在视觉流程中自

主产生新的思想，从而完成了卷入效果。而这种卷入

在视觉流程中建构的秩序感与前面所提到的“热抽

象”的高能量状态所形成的平衡共同构成了斯切拉瓦

格无可复制的独特风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仍然可

以在丰富中窥见单纯与简洁，在繁复中达成内在的宁

静致远而又不失张力。

4 结语

仅从感知上说，一件成熟的艺术品会展示出一种

高度敏锐的形式感和一种把意象的各种不同成分以

一种易于理解的构图秩序组织起来的能力

[8]

。招贴艺

术打动受众感知的方式有许多形式，但是能很好地传

递信息的同时，使受众的思维卷入设计师的既定思维

轨道，并能阐发出超越设定的信息之外的想象，则充

分地考验设计师对于作品的情绪和逻辑这2种力量的

平衡。斯切拉瓦格的实验性的创作和呈现的作品，集

中代表了当代招贴设计艺术的最高水平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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