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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通过对图形在平面广告中的存在形式进行分析，引出了图形元素在平面广告中的设计要

点和应用，并且引出了将汉字作为平面设计中的图形元素进行传播的优势。方法方法 对汉字图形元素的

理论进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从图形元素的表达方面着手，对图形元素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证实了

图形元素是平面设计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结论结论 汉字图形在平面广告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相

对于图形元素而言其作用更大且比较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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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form of graphics in graphic advertisement，the main design

points and application of graphic elements in graphic advertisement are introduced to spread the advantages of character as

graphic elements in graphic design. Methods It explained the theory of character graphic elements，based on the

expression of graphic elements，analyzed the role of graphic elements and proved.graphic elements was the decisive factors

of successful or failed graphic design. Conclusion Character graphic have important role in graphic advertisement

design，which are of more great role and con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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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情感表达需求以

及方式都随着文明的变迁在发生改变。图形作为早

期时代进行传播符号的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

的变迁，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图形和文字相比

较，作为传播信息的载体所能够表达的意义已经远远

超过了文字。在这个视觉化的时代，图形得到了平面

设计师们的青睐[1]。现在图形已然成为了艺术大家们

进行思维创造的工具，它让没有任何生命的意识得到

了交流和体现。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到了“浅阅读”时

代，因此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设计者们要认清时代的

形式，避免语言文字给人类的理解带来困扰，在进行

文字设计时要学会用简单的语言，越是简单的语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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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蕴含的意义更加丰富，也能给人带来更大的启迪。

1 图形的存在形式

图形是一种可视化的符号，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

特征，而且具有一定的造型特征，很多平面设计者在

进行设计时都会用到图形元素，有的设计甚至只利用

图形，来增添整个设计的愉悦性。此外，图形还有另

一种含义，即图形是各种观念的一种载体，比如时间、

空间、信息等都可以通过图形传递出来[2]。图形的视

觉传播特点就是生动、准确、直观，是大众传播媒介中

最具精神渗透价值和视觉感染力的一种信息传导方

式。图形相较于文字而言，它的最大也是最明显的一

个优势就是：它能够将长篇大论的一段内容用简易的

标识来代替，而且传播效果还优于文字，因此现在图

形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当中。图形是设计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平面设计中存在形式也不是单一

的，其可以以单一的形式存在，也可以和多种元素结

合在一起存在[3]。图形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时扮演的角

色也有所不同，如在广告、书籍、露天广告牌、贺卡的

平面设计中都会出现图形。

2 图形元素在平面广告中的设计与应用

所熟知的平面广告设计其实在很久之前就已经

在实际生活中产生和运用了。只不过不是以平面设

计命名的，而是以最原始的文字形式出现，这也是古

老艺术时代到当代艺术时代的变迁过程。在经历了

时代变革之后，图形视觉语言成为了超越语言和文化

障碍的有利杀手锏。现今的广告设计中，图形一旦应

用于商业广告的宣传，为了达到商业性的目的，图形

除了保持本身所具有的美感之外，还做到了形象与产

品相匹配。也就是说广告中的图形必须既能够使产

品的信息得到最大的展示，还能先“抓”观众进而引导

观众产生购买的欲望。用图形来表现巧妙的创意能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4]。一个优秀的平面设计不但能

够在商家进行宣传推广时带给观众视觉享受，还能对

商品起到宣传的作用，因此在平面设计中采取图文结

合的形式，尤其是以图像设计为主、文字搭配为辅的

宣传海报，往往会比单独的文字宣传或者是单独的图

像宣传更容易达到发布者预期的效果。

2.1 图形元素的直接表现方式

信息传播的过程当中，直观、具体、生动的信息符

号更容易抓住受众的眼球，引起受众进行下一步了解

的欲望。在宣传企业或者是销售时，同样也是需要开

门见山地展示自己的核心创意和目的，让受众切实感

受到产品的独特魅力[5]。平面广告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要进行图形设计和创新，使得各种商品的信息可以在

第一时间内传递给消费者，给消费者留下深刻而直观

的印象。直观的图形广告一般都具有画面简单的特

点，对观众来说，记忆这样简单的图形广告效率十分

的高，这样的广告效果与广告界中的三分之一秒效应

完全契合。所谓三分之一秒效应就是指在进行广告

评价时，广告的好坏取决于在三分之一秒内这则广告

能不能吸引消费者。这条法则非常适用于户外招贴

的广告牌和路牌，因为在公路上坐车的人们一般是不

会将目光停留在某一个东西上太久的。中国银行标

志见图1，这是图形直接表现方式的典型例子，图案采

用中国传统的圆形铜钱作为标识，其意思就已经很明

显代表了钱币，让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见图1。

2.2 图形元素的间接表达方式

有些平面广告是能够给观众带来别样的韵味和

思考的，从形态上看，这种平面广告是包含了无限韵

味和智慧的一种图像式表达。经过心理学家的研究

发现，只要将人们熟悉的物体进行后期微调整就能够

产生颇具吸引力的视觉变形，但是这种识别并不是完

全的。也就是说人们只能识别自己所能理解范围内

的一部分，而不能理解的部分则不能识别。这种图形

就会先进攻观众的好奇心[6]。以下简单介绍几种常用

在平面广告图形设计中的间接表达方式。

1）运用比喻或拟人的图形。比喻就是通过甲事

物作为载体来代表或喻示乙事物，或者是用物来比喻

抽象的概念，以化抽象为具体，留给人足够的思考空

间。拟人就是将没有生命的物品拟人化，赋予它人类

特有的思想、外表、行为方式甚至是感情，使其具有人

格化的特点或者是赋予新的涵义[7]。这种图形创作手

段往往用“人”来表现更能吸引观众的注意。

2）运用幽默与夸张的图形。幽默作为一种表现

形式，在传播效果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夸张就是在常

见概念的基础上对度量、能力等进行夸大，造成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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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视觉冲击力，以加深印象[2]。节约用水的

公益广告见图2，正是运用夸张的手法来达到感染观

众的效果。

3 汉字图形在平面设计中的传播优势

在现代平面设计中，汉字的变化已经十分明显，

甚至取代了传统的以图为主的设计理念，汉字的设计

与图形的设计相比较而言，呈现出一种更加简洁的魅

力，同时也能够传递出丰富的信息。在现代图形平面

设计中，汉字承载的是一种视觉传递效果，也是一种

十分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媒介形式[8]。与此同时，汉

字在设计过程中也是一种使用频率最高的元素，在当

前很多平面设计中都有了广泛的应用。现在的汉字

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叙述符号，而是从视觉图形提

升到汉字的感知图形，成为情感依附的载体，能够强

化人为的精神传达，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难以磨灭的

视觉印象和心理印象。汉字图形不仅在平面设计中

颇受设计师的青睐，同时也充分地发挥出了平面设计

作为传播媒介的自身功能优势[4]。

1）信息传播的直观及准确性。由汉字构造的图

形具有双重性，比单纯的图像或者文字更加有说服

力，而且还可以产生图形和文字的凝聚效果，使得平

面设计的内涵更加丰富。可以说这种表现方式更加

精确和符合逻辑，让图像表达更加的生动化[5]。汉字

本身就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本身即具有极丰富

的内涵，在信息传递的功能上具有表达的准确性和直

接性等特点[9]；而图形则是较形象化和通俗易懂性的

表达。汉字图形将这两者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使之充

分发挥这两者的功能，相互阐述、补充、印证，使艺术

表达的感染力更加强烈。

2）独具个性及易于传播的特点。一个成功的设计

作品往往伴随着众人瞩目的光环，当一种司空见惯的

图像换一种表现方式，用别具创意的形式展现在观众

面前时，往往能够刺激人们的感觉、知觉和兴奋度。汉

字图形既打破了以往常规的书写形式，又充分融合了

生动和理性的特点，使得平面设计的效果更加突出。

3）便于有效识别和快速记忆。在现代平面设计

领域中，具象或抽象的表现形式常常被列为设计最重

要的元素，阅读效果虽较为直观，但是针对观众的文

化程度不同，加上“知识沟”的存在，经常出现设计师

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却忽略了一些根本无法理解

他们的创意表达的群体[10]。然而，汉字图形则打破了

这种局限，首先在信息量上就确保了观众能够在最短

的时间获取最大的信息量，同时还确保了信息的表达

无误。信息的传达强调的不是“给予”，而是受众自由

地“获取”，是在图形诱导下的“意合”。那些能够被关

注、被认同的设计，自然能被受众理解和记忆[11]。

4 结语

中国目前平面设计领域存在许多的不足，设计师

应该认清这一点，不断地思考如何使中国的设计在本

民族的本土文化中生根发芽，奔流不息。这是中国设

计走向世界的根本，也是放眼未来立足世界的根本[8]。

设计最大的灵魂是创新，平面设计师要想在设计领域

有所建树，必须在图形、数字中不断地探索出一条能够

容易理解、彰显个性、易于快速记忆的设计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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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其“高尚的可持续性”。

4 结语

设计应该为广大人民服务，而不是只为少数富裕国

家服务；设计不但为健康人服务，同时还必须考虑为残

疾人服务；设计应该为保护地球的有限资源服务[10]。再

次回顾帕帕纳克近半个世纪前的话，比照当下老龄人设

计的匮乏现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设计关怀更显珍贵。

在可持续设计由传统的产品可持续步入服务可持续的

同时，除了推动其继续向社会公正的方向发展，也需要

有科学可用的设计方法给予支撑。基于包容性设计的

三七律，以其科学且又合乎商业实践的流程，引导设计

更加包容。设计中常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在三七律的指

导下，通过分析研究弱势群体的生活现实，提出相关任

务模型和群体数据，最终实现设计对其尊严的维护和追

求美好生活权利的肯定。从这一点来看，三七律毫无疑

问是具有道德正能量意义的可持续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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