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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非主流艺术的运用对主题设计产生积极的影响力。方法方法 了解非主流艺术小众性与

主流艺术大众性的辩证关系，研究创作主题设计过程中的关于非主流设计的谋略技巧，分析非主流艺术

元素在主题设计中的实际运用案例，探讨当下主题设计作品对非主流艺术元素的有效借鉴。结论结论 非

主流艺术在主题设计中的运用，既避免了作品的设计雷同，也强化了作品的创意设计和商业价值，还激

活了潜伏在主题设计背后的灵魂，对主题设计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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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make sure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applying non-mainstream art on the subject design.
Methods It explaine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ority in non-mainstream art and popularity in mainstream
art，researched the strategy of non-mainstream design during composing subject design，analyze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cases of non-mainstream art elements in the subject design，and then explored effective references of present subject design
works for non- mainstream art elements. Conclusion Using of non-mainstream art elements in subject design either can
strengthen the originality and commercial value of design work or avoid designing the similar works. It also will inspire the
soul behind the subject design and make a posi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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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文化艺术百花齐放，人

们对各种设计项目提出了不同的情绪诉求和更高的

创意需求，促使了主题设计更快发展，涌现了各类富

有创意、极具个性的新锐设计风格，重新界定了设计

定义——“设计就是感染，因为其过程所创造的启发，

是基于人类在普遍价值和精神上的共鸣[1]。”在许多具

有明显目的和思想表现的优秀主题设计中，可以看到

非主流艺术元素的运用，它们或隐蔽地融合在设计理

念里，或个性地突显在设计作品中，用突破常规、破坏

常规的新整合，产生出新的审美空间，同时这种敢于

创新、敢于突破的精神，也是设计创作应有的态度。

1 非主流与主流的辩证关系

如同字面意思，非主流不是主流事物，是不被广

大群众认可的。从心理上看，主流是确定、树立、划定

和保持事物的正统性，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受到倡

导的、起着主要影响的文化。非主流则泛指主流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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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文化观和艺术观，是对主流文化的一种颠覆和

破坏，可能是相对超前的、自主的、魔幻的、张力的，也

可能是滞后的、偏激的、颓废的、对抗的。也就是说，

非主流是相对主流产生的，主流与非主流是存在于同

一个社会条件、同一个文化背景、同一个区域内有着

明显界限，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两个不同的文化

现象和社会现象。又如著名导演昆汀所说：“非主流

成为主流，这就是说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是相对的

概念，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在

以具象的、物质的表现手法为主的设计时代，出现利

用抽象符号来做设计，那他就是非主流的[2]。”

从艺术角度看，非主流具有特定的艺术表现形

式，代表着特定社会群体的心理特征。非主流在视觉

表现空间的创造力和张力，决定了它是具有“艺术就

是表达”的共通性的，因此非主流已不再是一个代表

数量的社会概念，而是一种艺术，是社会艺术蓬勃发

展下的必然产物。从设计角度看，设计所特有的“创

造性思维有一种破坏性的冲劲，由你把大家制定的规

则撕破[3]”，确定设计本身就隐藏着非主流基因。

2 非主流艺术在主题设计中的表现

非主流艺术在不断变化，它的存在是因为很多人

被一种毫无快乐的生活主宰，他们将这种颓废消沉的

情绪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审美似乎已不再是

一种享受，而是一种刺激[4]”。他们以另类元素构筑非

主流艺术：崩溃的大地，残存下来的人类的孤独与绝

望，冰冷黑暗的浮层，立体几何交叉的三维空间，残破

不堪的建筑，欲坠未坠的凝重和假象，似乎没有生命

活动的街道，奇异沉重的机械，看不到阳光的地下室，

到处充斥着失去活力的压抑感和孤独感。塞拉·科耐

尔在《西方美术风格演变史》中就曾这样描述：当理想

的蓝图在近代都市的天际线上慢慢消失，某种怪诞的

宗教就开始在人们荒芜的心灵中悄悄潜入[5]。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看到包括以上这些非主流

艺术元素创作的主题设计，它们通常用不拘一格的文

字符号重塑另类视觉空间，用有趣、另类、幽默、自嘲

的特定图案形成日常情感表达，以写实、抽象、混合等

手段表现荒诞无稽的非主流艺术风格。他们用重金

属、旧工业、电子技术等元素创造出一个光怪陆离的

科幻世界，也有以涂鸦文化、嬉皮士、卡通插画等方式

展现一个富有童趣的成人精神世界，还有用放大微观

世界生物元素还原一个广袤深邃的自然空间，这些通

过人工变异实现的不标准抽象设计，象征着“统一的

和谐被突破、美与丑的界限被打破[5]”，让人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地感受到一股另类艺术力量的传递。

对非主流艺术现象进行深究后发现，这种“既非源

自哲学，也非源自美学，更不是艺术家的突发奇想”[5]的

反传统思潮的文化和艺术，实则是工业革命冲击了传

统社会所产生的余波，它更多意味着一种创新、一种

突破，而突破、创新、创造是设计永恒的主题和精神追

求，因此，非主流文化、非主流艺术与主题设计之间有

着千丝万缕的潜在联系，它们对设计师设计实践过程

中的启发必然产生积极影响。

3 非主流艺术对主题设计的影响

非主流艺术是以刻意回避正统训练的主线思想

而进行的创作和设计，与传统的或者正式的艺术创作

完全对立，用非常规性思维模式，通过叛逆、张扬、狂

野、诡异的表现手段，使作品产生张力，以非循规蹈

矩、未经加工雕琢、不考虑名利、破坏后再整合的方

式，来体现作品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它对主题设计的

积极影响体现在3个方面。

3.1 在态度与精神方面对主题设计的积极影响

法国巴黎市民称为“铁娘子”的埃菲尔铁塔，在建

筑之初曾遭受巨大非议，三百多人签名呼吁书反对设

计方案，他们认为这种镂空结构的剑式铁塔，将严重

破坏巴黎建筑的艺术风格。而如今，埃菲尔铁塔已然

成为巴黎和法国的象征，每天吸引大量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客前来参观学习，并且成为世界建筑史的经典作

品。又如贝聿铭设计的巴黎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

初期也广受争议，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才逐渐接

受这个建筑，并且浪漫地称它为“卢浮宫内飞来的巨

大宝石”。埃菲尔铁塔和玻璃金字塔印证鲍桑葵的美

学论断：凡是对感官知觉或想象力，具有特征的也就

是个性的表现力的东西，同时又经过同样的媒介，服

从于一般的也就是抽象的表现力的东西就是美[6]。埃

菲尔铁塔和玻璃金字塔都是在当时背景下不被理解

和接受的非主流设计作品，却在日后成为艺术建筑标

杆，成为非主流主题设计的经典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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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审美是需要培养、引导的，而不是一味地迎

合[7]，因此不论是环境设计、工业设计、服饰设计、视觉

传达设计或动漫设计，都要有一个独特的思想表现和

鲜明的风格取向，再以非主流的态度去创作，使非主

流式的创意思维通过局限的主题得以展现，促使非主

流艺术元素所含有的对抗性、幻意性和颠覆性被主流

理解，产生艺术传递和思想过渡，使作品的主题更显

张力。而非主流崇尚“不走寻常路”的意识反叛，对于

主题创作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对设计师的影

响也是巨大的。非主流所包含的张扬、个性、叛逆、异

形态的艺术，其反叛精神的核心就是注重自我价值的

实现，是一种在痛苦失意中发芽壮大的艺术。也可以

说设计师本身就是非主流群体中的一员，他们在草

莽、荒诞、狂野、不羁中寻找创作元素和激情，用颠覆

传统的设计作品，激发人们求新求变的精神，将设计

现象与人们内心深处的愿望联系起来，以达到设计主

题的被关注度与影响力。

3.2 在形态与法则方面对主题设计的积极影响

今天的年青人在意识形态上受非主流文化的影

响，这是非主流群体风格化的自我呈现，促使当下的

主题设计由风格引导，实用性与功能性不再是考量的

基准[8]。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呈现出“强调自我个性、固

化自我优势、推进自我风格群体化”的诉求趋势和现

状，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强化着非主流与主流之间

审美观念的博弈，使得非主流艺术中的新、奇特构成

的内在结构，成为引领现代主题设计新思维的诱发

源，它的特殊效果在短时间内调动人的所有感官，其

张扬个性、不受正常思维限制的反常态形象更加受到

年轻一代的青睐，使主题设计的大部分不再强调物质

功能，更多是思想行为与参照物的表现，再随着受众

群的扩大而扩散，形成主题设计影响力。

“人类在利用设计满足种种需求的同时，又在创

造新的需求[9]”。为一个没有时间做梦的世界提供梦

想，成为设计师工作的一部分，因此当代主题设计是

基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意识形态的变化，设计法则

的多元，表现形式的自由，都为主题设计带来广阔的

创作空间。借鉴非主流艺术精髓，选择性、小众性、积

极性地对非主流艺术进行延展，实际上是更正确地运

用设计中形式审美法则之“统一中寻求变化，突破中

寻求和谐”的基本原则，以更个性、更自由的形态依存

于主题设计，并推进时代的精神内涵与个体的自由追

求，在摩擦或共鸣中提升大众的关注度，博得更理想

化的存在感和认同感，这也是后现代主义设计在现实

中的积极表现。

3.3 在思维与创造方面对主题设计的积极影响

非主流艺术含有社会肌理变异的基因，不管它日

后会不会成为主流，单在今天来说，它在丰富美学内

涵、拓展人类思维方面都是一种贡献[10]。换言之，世界

的本象并非因人而存在，非主流艺术的产生是无法归

类的，是无法给予确切定义的，同时也是没有定论的，

但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非主流艺术对当代主题设计

的积极影响，也必须认知到非主流艺术的产生很大一

部分是基于人性本体和个体对这个世界的深刻体验。

设计就是不断发现、再发现和创造、再创造的蜕

变与演绎过程。代表青年体验的非主流艺术，强调原

创，大胆追求独立和个性美，这种区别于主流的逆向

思维，突破了固定框架，具有无限的想象力和表现

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非主流是发展革新前进的活

力源，这个“活力源”正是设计创造力所在，对主题设

计产生意义深远的进步性影响。

非主流艺术在主题设计中的表现，也是思维的重

生和再生，它所表现的内容大多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拥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和心灵冲击效果。人们通过主

题设计中那些神奇怪异的大胆创造所体现出的个性

化特点，产生了主题设计之外的联想。同时，不论主

题设计的外在形态是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其深层次的

表达仍然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或者是对美好事物的

向往，在那些非理性的、超现实的、反逻辑的背后，也

形象地展现了个体对一个更合理、更美好的社会形态

的渴求。

4 结语

个性主题设计时代悄然而至，主流文化影响下的

正统设计已经无法满足时代需求。非主流艺术为主

题设计补充了宝贵的新鲜血液，对非主流艺术应用自

如的主题设计无疑已经走在了行业的最前沿，它以前

卫的姿态引导主题设计，使设计历久弥新、更富有内

涵，给主题设计增添了更多的人性光芒，并确保了设

计永远站在潮流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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