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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视觉心理学的原理，从视觉转移中的图形异质性导识、色彩异质性导识、肌理异质性导识三方面对具有

信息引导和传达功能的视觉设计方式进行了系统化分析。分析表明，异质性视觉导识既有助于视觉设计实践中图

形的具体功能的实现，又可以为视觉设计理论分析提供有效的视觉心理学方面的指导方法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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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application of visual psychology principles, it provided a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visual
design forms by means of image heterogeneity guiding, color heterogeneity guiding, and texture heterogeneity guiding,
which all focus on information instruc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it reveal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diversified means of
visual guiding could not only help the specific functional fulfillment of visual design practice, bu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oretical study on visual design or educational conduct as an efficient visual psychology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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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面设计领域，设计者运用图形语言，以直接、

具象、确定的方式诉诸于受众的眼睛，其目的是为了

实现图形所含信息的传达，从而发挥设计作品的经济

或社会功能。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设计者在设计中

必须认真研究视觉传达方面的准确性，其中视觉转移

导识的布局安排十分重要。“导”意为指导，是指以设

计者为主导的一个设计行为。“识”则是受者为主体，

在“导”之下完成“认识”、“了解”的感性行为过程。在

信息社会的今天，要使设计作品与受者产生更好的共

鸣，准确迅速传达信息，异质性导识问题应引起大家

的高度重视。

1 图形异质性导识

图形异质是指图形的独特形态所引起视觉印象

的异质性，它是一种对形的变化，打破原有的形态，重

组成多种新的表现符号，用以表达多种意识形态和语

言形态。通常这种变异的形态能强烈刺激人的感知

器官，并与人的感知经验迥异，从而引起视觉的新奇

或特别的关注，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称为异质性心

理。图形异质被广泛地运用于设计门类，是设计中主

要图形的造型方法之一。图形表现的意义是一种有

意为之，具有特定思想意识支配下的蓄意刻画和表达

形式，它不是仅仅以审美为目的的一种装饰，而是为

了一定意义下的信息传递所产生美学意义上的升华，

有时还具有深刻意义的哲理给人们启示。如福田繁

雄的作品，大多数图形设计都是用图形的变异而产生

新的视觉语言，已达到与读者的沟通。他的"UCC"咖

啡馆海报、京王百货宣传海报、"F"海报系列、“贝多

芬”海报系列等，应用异质同构、图底反转、图形变异

等手法，使变化后的图形形成异质性心理感受，具有

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以新的视觉形象诠释了主题的内

涵，在逻辑上产生了更深远的意义。

人类视觉特征共性的视觉流程主要是视觉习惯

导识、线性导识、异质性导识。在一件设计作品中，主

要图形（或文字）承担着传达设计的主要信息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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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要让受者第一眼就能接收到主要信息，设计者必

须采用相应手段，想法突出主要图形（或文字）的“主

角”身份。冲突和变异是引起视觉冲动的绝妙方法，

也是打破视知觉定势的最佳手段[1]。设计中通常采用

以下4种特别引人注目的图形异质性手段来处理主要

图形。一是有角的形态容易成为主要图形，因为具有

角的图形，在一般情况下比直线拥有更多更复杂的信

息内容。二是曲线的形态容易成为主要图形，因为曲

线本身的形态特征容易与其他单纯或繁杂的图形形

成强烈对比。三是图形外轮廓是任意形态的容易成

为主要图形，如广告、包装设计中采用书法文字作为

主要图形，文字图形的外轮廓是任意形态，产生一种

动感，它与其他图形或图底形成动、静对比，动感形态

自然成为第一关注目标[2]。四是图形占位较大时容易

成为主要图形，图形占位是指主要图形在画面分割时

所占面积，不是说面积大的图形就一定形成主要图

形，往往是被包围的图形比包围的领域容易成为图

形，而且小的形态比大的形态有利。在设计中为突出

主要信息，对主要图形的形态设计要认真研究，只要

主要图形的形态异质性特点鲜明，就会产生图形异质

性导识。

2 色彩异质性导识

色彩功能不是再现真实的自然，而是纯化、净化

自然界的色彩，用主观色彩来表现内心的情感，极大

地满足主客体的视觉审美需求[3]。色彩异质是指图形

赋予的色彩在色相、色度、明度方面对比强度的色感

形态所引起视觉印象的异质性，是设计中主要图形的

造型方法之一。设计中的视觉语言传达，重在“传达”

二字，而归根结底是应让人理解设计师所“传达”的

“视觉”。视觉传达是通过视觉语言来进行的，其所要

传达的内容与设计师在设计中有意识地合理布局视

觉转移轨迹息息相关，尤其是对色彩异质性导识问题

不能忽略。当代杰出的色彩教育家约翰内斯·伊顿

说：“如果你能不知不觉地创作出色彩的杰作来，那么

你的办法就不需要色彩知识，但是，如果你不能从没

有色彩知识的状态中创作出色彩的杰作来，那么你就

应当去寻求色彩知识。知识和理论在技巧不熟练的

时候是最好的东西，而在技巧熟练时，自然凭直觉判

断就能解决问题[4]。”这就充分说明色彩的运用需要从

理论学习和艺术实践2个方面去进行。色彩对比是图

形设计处理中最基本的表现语言，它是用一种元素的

色彩去打破或干扰另一种元素的色彩秩序或平衡，使

二者之间产生冲突和比较，从而凸显对立一面的元素

色彩的个性，在视觉心理上有异质感，能产生新的视

觉形态，在强调了形、意存在的同时，加大了信息传递

的功能。不同的色彩能引起人们不同的视觉反映和

心理联想[5]。在对比中为主要图形寻求色彩异质性，

是视觉转移导识的主要手段之一。

从色彩学讲色相、色度、明度的强度对比将对人

的视觉产生不同的刺激，对比强的色首先进入眼里，

这就形成了色彩异质性导识。一是从色彩的色相对

比中为主要图形寻求色彩异质性。色相是色彩的最

大特征，是指能够比较确切地表示某种颜色色别的名

称。色相对比一般运用冷、暖的对比关系，如万绿丛

中一点红的红色，就容易形成主要图形。二是从色彩

的色度对比中为主要图形寻求色彩异质性。色彩的

色度是指色彩的纯净程度或鲜灰度，它表示颜色中所

含有色成分的比例，比例愈大，则色彩愈纯，比例愈

低，则色彩的纯度也愈低。在设计中要想主要图形色

彩达到最大限度的效果，取得成效的最好方法是在这

种色彩的周围用上它的补色。三是从色彩的明度对

比中为主要图形寻求色彩异质性。明度是指各种颜

色的不同明暗程度，由于各种有色物体它们反射光量

的区别，会产生颜色的明暗强弱。如书上的文字，黑

白明暗对比强烈，文字显眼，有利阅读。在色彩异质

性造型方法中，通常将色彩的色相、色度、明度对比手

段综合运用，以求达到突出主要图形的同时，让色彩

关系既对比又谐调。

色彩异质性靠色彩对比，但对比也应适度。虽然

“度”在各画面处理不同，也不可能有定论，但以传达

信息的主次进行色彩配置处理，以达到第一眼能看到

主要信息的色彩为佳。

3 肌理异质性导识

肌理是指图形表面的组织纹理结构，即各种纵横

交错、高低不平、粗糙平滑的纹理变化，是表达人对设

计物表面纹理特征的感受。生物的肌理、材质与造型

为设计的材质与造型提供了视觉灵感[6]。一般来说，

肌理与质感含义相近，对设计的形式因素而言，当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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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质感相联系时，它一方面是作为材料的表现形式

而被人们所感受，另一方面则体现在通过先进的工艺

手法，创造新的肌理形态，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工艺手

法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肌理效果，并能创造出丰富的

外在造型形式。

人们视觉感有一种倾向，对各种已熟知图像物的

不寻常的组合形式反应强烈。质感是材料自身的物理

性质与其给人的生理、心理感受相互结合的产物[7]。肌

理异质是指用各类材质、加工工艺将图形赋予独特的

表面纹理形态所引起视觉印象的异质性，是设计中主

要图形的造型方法之一。

一是应用各类材质塑造主要图形的肌理异质

性。印刷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如金属、塑料、陶瓷、玻

璃、纸张、特种纸等，都属于人工材料，在很多情况下，

纸、塑料、金属等单一材料因其自身的缺陷很难达到

多项特殊的需求，困此，将 2种或 2种以上的材料，通

过一定的方法加工整合，使其具有各种原材料的特

性，以弥补单一材料的不足，这就是综合材料。综合

材料肌理异质性的运用，使图形层次明亮丰富，有立

体视觉效果。具有这类肌理异质效果的图形能促使

人的视觉兴奋并激发华丽、变幻的审美感受，这种形

式美感对人有着很强的视觉感染力。如印刷中的综

合材料运用，使用金、银等各色电化铝处理图形或文

字，在画面上产生强反光的金属质感，这种肌理异质

性使主要图形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二是应用现

代化的加工工艺塑造主要图形的肌理异质性。如印

刷工艺中采用的凸版印刷，其特征是印纹部分高出非

印纹部分，并在印刷纹路上印刷油墨或烫金，在版上

看到的都是负像，印后反成正像，通称凸版印刷。凸

版的版面凹凸非常明显，有浅浮雕效果，易于表现主

要图形。图形或文字局部还可以进行亚光、明光、覆

膜等肌理异质性处理。

在新材料不断涌现的今天，肌理异质性导识运用

所选择的材料面十分宽广，设计者设计时首先应考虑

肌理异质性与设计作品的属性是否一致，其次要注意

画面的整体性。设计作品传达信息有主有次，往往不

是单一的。当人们观赏一件作品时，如果视线被盯住

在某一图形上，就不能及时地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

会影响对作品整体信息的传达。这种情况就要考虑肌

理异质性对象与其他图像之间的强度对比是否太大，

应加强它们之间的呼应、过渡，使肌理异质性图形与其

他图形有机联系，统一起来，从而使设计作品有正确的

视觉转移导识，诱导受者迅速得到应获取的信息。

4 结语

异质性导视广泛运用在平面设计中，是设计者在

设计实践中发现和提取的经验和设计方法。从图形异

质性导识、色彩异质性导识、肌理异质性导识三方面对

视觉转移规律进行探讨和研究，有助于设计作品中主

要图形的形成，使主要图形具有较强视觉冲击力，准确

迅速传达图形信息。运用异质性导识这种设计方法不

仅可以分析设计，同时还是指导设计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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