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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图形语言表现研究

孟 村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天津 300250）

摘要：对视觉传达设计图形语言特有的信息表达方式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图形语言的特征与传播体系，

得出图形语言在传播过程中，传达信息样式的准确性、时效性和诉求力的特性，以及媒体版面与距离的关系，该结果

对视觉传达设计图形语言如何更准确、高效率传达信息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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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deeply explored and studied the special expressions of visual conveying graphic language.On this basis，it

analyzed the features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graphic language，figured out the features of the accuracy，timeliness

and appeal of information and re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distance.The result was significant to know how to express

information more accurately and efficiently when using visual conveying graphic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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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是指对信息进行物化的表现并作

用于视觉的设计，来达到所要传递信息的目的。视觉

传达设计这一术语流行于 1960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

世界设计大会。把信息内容传达给眼睛，进行造型表

现性的设计统称为视觉传达设计，简言之，视觉传达

设计是给人看的设计，告知的设计[1]。图形是视觉传

达设计的基本要素之一，它是在特定（指定）的媒介表

面（版面）上构成静态或动态方式进行信息诉求，并通

过光的反射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

1 视觉传达设计图形语言特征

一切由人类生产或创造的可视的东西都可以称

为视觉产品[2]。视觉传达设计师每天都在创造视觉产

品，为传播信息服务，视觉产品需要“说话”，进而形成

无声的语言。图形的“语言”之所以称为“语言”，是因

为它的表述形式与人们认知的“语言”表述形式极为

相似，只是使用的物质介质和人接受的感应器官不

同。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意思和交流思想

的工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是由语音、词

汇和语法构成一定的系统，通过人的喉咙震动物质发

出有节奏的声音来完成词汇、语法的传达，构成的信

息量由人的耳朵感应器产生反应。视觉传达设计语

言是在可视的物质介质上进行表达，通过光的作用反

射到人的眼睛晶体从而印在视网膜上，再经过视神经

传输到大脑完成信息的传递。图形、色彩、文字是“词

汇”，版面构成是视觉传达设计的“语法”，它们共同构

成了视觉传达设计的整体“语言”结构。

信息是一种抽象的想象，如果没有任何介质作为

依托，它们是无法进行传播的。文字和声音的表述不

能直接反映信息的“样式”，人们是通过各种文字符号

经过大脑想象的场景或形象来完成对信息的再现。这

又受到人本身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视觉经验”[3]，

每个人对信息“样式”的理解能力有高有低，容易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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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独立图形呈现本意

Fig.1 Independent patterns

错误的判断和理解的偏差。而视觉传达设计图形语言

是对信息物化的过程，不需要经过复杂的思维过程，通

过人们的直觉能力就可以捕捉到事物本质。

2 视觉传达设计图形语言的准确性

图形语言是指图形的形状和体态特征所呈现的

反射力，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形成的一种表达语汇。

不同图形所表述的语言各异，不同人对图形意义的理

解会受环境、文化、思维、阅历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同。

设计师使用图形表现信息样式，同时这些图形又代表

某种完整的意义[4]。看到一个圆形时，设计师的理解

要比普通人深刻，能汇集普通人的共同感受和认知，

在表达信息过程中会把这些共同感受和认知的因素

加以筛选，让图形自己“说话”。图形本身含有丰富的

意义，是人们在劳动生活中就已经认知过的，人们所

处的环境不同对有关图形的认识也就不同，经过不断

挖掘人们会依据自己的记忆和经验为图形赋予特定

意义。人的文化素质越高，对图形的认识就更深刻，

能发现被其他人忽视的意义。单独观看一个圆形是

飘忽不定的，没有稳定的感受，见图1。圆被人们赋予

的内在含义有光滑、饱满、充实、膨胀、完美、永恒

等。设计师在使用“圆”的图形时，会让“圆”产生不

同的语言含义来表达信息。在圆形左侧加一条竖

线，画面会形成数字“10”，见图 2。在圆的下方画上

一条线，会让人们联想日出，同时有上升和方向的感

觉，见图 3a。反之，则给人以车轮的联想，见图 3b。

一条线穿过圆的中心时，会联想到一把“团扇”形状，

见图 3c。如果把圆形放在正方形中，其具有稳定、向

心、外刚内柔的意义等，见图 4。设计师不断挖掘图

形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联想意义，把握图形与图

形之间产生的某种默契，准确表达一种信息，这将是

设计师需要永远研究的课题，从而还可以不断创新

理念，引发新的思考，产生新的思想意识、新的生活

方式、新的社会结构与秩序。

3 视觉传达设计图形语言的时效性

时效性是指信息的新旧程度、最新动态和进展。

视觉传达设计服务于信息传达，必须符合信息时效

性。视觉传达设计图形语言的时效性是以传达信息

为主要目的，如果传达的是商业信息，那么这种信息

交流的时间长短，是由商品变化、商业活动变换和社

会意识发展所决定的。这种信息在形式上是相对独

立的，能够创造时尚潮流。

视觉传达设计图形语言的时效性往往体现在人

们对信息内容的期望值上，期望值是指消费者的满意

程度，满意程度越高，对产品和品牌的忠诚度也就越

高，因此设计师要不断掌握期望值的变化规律。例如

奔驰汽车广告，世界著名电影演员玛丽莲梦露的头像

占满了整个广告画面，奔驰品牌的标志放在了梦露脸

上“痣”的位置，这种处理的方法就是满足了消费者对

奔驰品牌期望值的全部内容。玛丽莲梦露是世界著

名电影演员，享誉全球，至今还是无人不知，可见她的

图2 添加元素改变“圆”的语义

Fig.2 Adding an element to change the meaning of "circle"

图3 元素位置变化产生不同的语义

Fig.3 The changes of element position engender different meanings

图4 添加不同元素产生不同的语义

Fig.4 Adding different elements engenders different mea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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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影响深远，标志着奔驰产品及其品牌也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关于梦露脸上的“痣”也是人们谈论的

焦点，奔驰汽车标志放在上面，成为永久的话题，令人

无法忘怀。当人们看到这幅汽车广告时，最让人们销

魂的性感神态，激发了人们的拥有欲望。设计师精心

选用这幅图片是把品牌的内涵与人物形象和其影响

力巧妙融合在一起，完成了对品牌信息传达的目的。

图形语言的时效性还体现在原创性的表现上，原

创性，即“发前人所未发，想前人所未想”，任何抄袭和

模仿的东西都是过时的，无时效性。

4 视觉传达设计图形语言的诉求力

诉求是制定某种观念、动机、认同，或是说服受众

应该去做某件事的理由，诉以愿望或需要，以博取受

众关心或共鸣，最终达到诱导受众购物的目的。单一

图形无法完整地实现信息的诉求功能，它展现的是图

形的原貌信息，而非设计师所要传达的信息样式，还

需要设计师加入其他的重要设计元素进行限定，才能

达到诉求的功能作用。视觉传达设计图形语言的诉

求形式分两类：理性诉求和情感诉求。

4.1 理性诉求

理性诉求是一种以说服方式作用于人们的逻辑

思维、理智思维的诉求。人们接受视觉传达信息的说

服过程，实际是对视觉信息进行接受、处理、分析、判

断、评价的过程。视觉传达信息对人们心理的刺激作

用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视觉传达信息的接受和反

应是具有主观选择性的。

在视觉传达信息理性诉求的过程中，有理论根

据、事实依据、专家证明、名人点评等[5]，这些诉求极具

说服力，因为人们在选择信息时非常看重信息的可靠

性，而这些诉求方式可以提醒和唤醒人们的未知认识

和没有注意的意识。

4.2 情感诉求

情感诉求是一种直接诉诸人们情绪和情感的信

息表达方式，能够影响人们对信息的接受程度、态度

和选择，以及能否让人们去亲身体验等。图形情感诉

求能够影响人们的认知过程，能够加深视觉传达信息

的理解和回忆。心理学家认为，当情感与图形语言表

述的内容一致时，人们对信息的回忆是清晰的，准确

的。图形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引起人们怎样的情感变

化和认知关系到接受信息的态度。如果是积极容易

接受的信息，还会影响周围其他的人，使信息扩大传

播范围产生影响力，反之，就会阻碍信息的传达。

情感是人对外界刺激而作出肯定和否定的心理

反应。设计师把其视觉经验得来的感受传递出去，

在选择图形来表达信息的时候就已经了解图形的内

涵，通过设计组合赋予了某种特定意义和情感，图形

语言凭借人们对图形所共有的情感，影响人们的情

绪。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情感注

入图形的形体之中，这是因为图形的造型形态和表

象的意义始终蕴涵设计师的审美情趣、情感等心理

活动，其间流露出设计师的意志，人们通过观察图形

会受到感染。不同的人对图形的理解又有不同，容

易有误解，而设计师在选择图形时要做到达意准确

也是不容易的，这就需要设计师有丰富的知识和文

化修养，其本身的素养和品质对于图形语言的表述

也能够产生深刻的影响，创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图

形无不渗透设计师的情绪、情感因素和道德、思想意

识。图形语言是无声的，只有用自己的形态和色彩

来引人注目。

5 视觉传达的媒体版面

人与人的直接交流有时候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比

如距离，并且人的视力也是有一定范围的，如果超出这

个范围，是不会有感觉的，也不可能进行交流，这时就

要借助一种形式来传递信息，把信息绘制在特定物体

的平面上组成完整的样式。“物体”是媒介，设计师赋予

这个媒介信息物化表象和情感表达，使物体在接近受

众的时候产生一种向外不断放射的“力”，与受众的视

觉力场相交融合成一个场，从而达到传达的目的[6]。如

果没有这个“物体”是无法实现视觉传达的，所以视觉

传达设计的 4个要素中除了图形、文字和色彩这 3种

语言外，必须还有承载这些语言的媒介要素。媒体是

传播的重要载体，媒体本身带有边框，从而形成了一

个设计的版面，设计师要在这个版面中对信息的样式

进行设计，使之达到信息的诉求目的。

6 结语

视觉图形语言是指图形的形状和体态特征所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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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反射力，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形成的一种表达方

式。它通过图形的体态和造型的展现，能够使人准确

判断和理解信息。

视觉传达设计图形语言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信

息，是任何其他形式所代替不了的，它主要用于“人”

（产品制造商）与“人”（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服务

于商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其魅力的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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