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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如何通过设计来实现视觉图像的生态化发展。方法方法 借助当代图像学的研究成果，

结合相关技术和学科，阐述了大众视觉图像的快速发展。结论结论 在多学科推动下，大众图像成为视觉

图像的主流并呈现出过度泛滥的趋势，从而倡导对视觉图像的生态化净化和梳理，以及构建当代多元

化的视觉图像体系。提出了有关视觉图像生态化设计发展的相关建议，包括梳理视觉图像，并从时代

精神、信息技术、社会文化等几个方面实现视觉图像的设计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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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Study how to realize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visual images through design. Methods It

elabora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image with the help of research results of contemporary image study in image

era，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ed technology and discipline. Conclusion The public image has became

mainstream of the visual image and been excessive trend by the influence of so many disciplines，thus advocated the

purification and comb of visual image，and proposed the building of contemporary diversified system of visual image. It put

forward the related suggestions and comments of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visual images，including combing the type

of visual image，as well as realizing design creation of the visual image through the spirit of the age，information

technology，widespread social culture and so f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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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中叶，海德格尔就曾说过：“进入世界图景时

代后，世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变成一系列图景[1]。”

图像时代的来临，加之互联网、多媒体、移动通讯等数

字技术的冲击，人们传统的认知方式已经改变，取而

代之的是被图像包围的世界。当今世界的交流模式

已从以“语言”为中心转向以“图像”为中心[2]，视觉图

像已经成为人们沟通和交流的形象语言和物化手段，

它的发展如火如荼，特别是大众图像正以超乎人们想

象的速度和强度充斥着人们的世界。但随之而来的

大量的恶搞、垃圾、仿制、盗版图像等低劣图像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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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着受众的视线，图像世界需要生态化。

1 大众图像过度泛滥

著名图像学者威廉·米歇尔在《恐怖的克隆·图像

战争》中强调“所谓的图像转向是指图像研究超越了

美术研究的疆界，而进入了摄影、电视等新的大众传

播领域[3]”，也就是说，视觉图像向社会层面过渡的大

众化过程，加上传播学、市场学、运筹学、管理学、经济

学等学科的推动，特别是“注意力经济”、“形象经济”

概念的提出，使得大众图像被抬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高度，它开始被疯狂地编辑、复制、传播。大众图像已

经俨然成为了图像时代的主流语言。

大众图像作为一种认知门槛较低，但认知度和接

受度都极高的视觉图像，是一个国家或区域范围内

“集体无意识”的结果，其传播和发展的速度惊人。然

而，当代高新技术的发展给了一些低劣图像可乘之

机，导致当今视觉图像世界混乱不堪。各种垃圾图像

信息和低俗、媚俗图像充斥着人们的眼球，人们开始

呼吁人类视觉世界的梳理和净化。

大众图像反映和折射的正是其背后承载的文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设计图像要过度迎合大众视觉的需

要。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不可能只有一种文化

——大众文化，而是需要具有多种文化层次和多种视

觉图像，特别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化发

展，大众图像更不能取代所有图像。社会越发展，视

觉文化越盛行，就越需要构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

视觉图像体系。这个视觉图像体系以大众图像的公

众交流为基础，各层次视觉图像均衡发展，鼓励全方

位的视觉文化和图像，并以此确保当代视觉图像世界

的健康发展。社会的发展不只需要物质事业，更需要

文明事业的发展。作为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视觉图

像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文化这个大背景，更离不开设计

文化产业的推动，视觉图像需要设计来梳理。

2 视觉图像的生态化梳理和发展

要梳理好视觉图像，就必须明白视觉图像之间的

不同。从专业性和时效性角度来看，视觉图像可以分

为普通图像、资料图像以及设计图像。

1）普通图像主要是指当代未经专业创作的，并被

广泛用于各种日常交流的图像，包括表情、姿势、符号，

甚至是网络论坛中的各类网络表情、动画等图像。普

通图像可以是公众自娱自乐的交流和传播的手段，它

可以不是专业的设计图像，因此它不是商品，可自由而

随意的使用，不需承载其他的功能意义，还能不断被复

制、转载。普通图像是大众图像的主要来源。

2）资料图像是指历史上流传和继承下来的各种

专业和非专业的传统图像和民间图像。这类图像涉

及宫廷、民间、宗教等各个领域，包括器物、文字、绘

画、音乐、舞蹈、戏剧等众多方面的图像。资料图像是

前人的成果，是历史的结果，为设计图像提供了丰富

的资料和创作经验，对于设计图像而言，有着广泛的

参考价值和方法论意义。资料图像时常成为被恶搞

的大众图像。

3）设计图像主要是指当代由专业人员创作出来

的针对特定群体或特定领域的各种图像，艺术创作图

像、商业创作图像是设计图像的主流。它还包括依据

各学科所需而创作的专业图像（如生理解剖图）等内

容。设计图像常常借鉴普通图像和资料图像的物质

层次内容，但其精神层次是不断创新的，即设计图像

存在一个内在的创作力。

在这3种图像中，只有设计图像是专业设计的结

果，是一种付费的经济行为，是解决时代功能问题、展

现时代精神的图像。只有经过设计的视觉图像才能

帮助人们摆脱大众图像粗制滥造的局面，让其得到净

化，实现由普通图像、资料图像向设计图像的过渡。

3 设计优秀的视觉图像拉动生态化

要想避免大众图像的过度发展，并构建完善的视

觉图像体系，就必须通过专业设计创作来实现，设计

图像的作用不言而喻。只有通过设计构建好层次丰

富的设计图像，才能防止大众图像“独领风骚”的局面

出现。由此，创作好设计图像是确保视觉图像事业和

文化传播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3.1 将普通图像和资料图像纳入设计图像

社会越发达，对精神层面的需求就越大，对丰富

多彩的设计图像的需求也就越大。在设计创作中，应

该重视普通图像和资料图像，并将它们作为设计图像

创作的先期资料，纳入人类文明创造的广泛领域中，

付莎莎等：图像时代下视觉图像的生态化设计道路 99



包 装 工 程 2014年11月

实现普通图像的净化和资料图像的重塑，让它们层次

更为丰富，更具有社会审美意义。人们通过设计创作

出丰富的设计图像，才能实现多元视觉图像体系的构

建，起到丰富社会文化事业的作用。

脸谱魔方设计见图1，在对传统京剧脸谱资料进

行收集时，将京剧各主要角色用符号化的方式重新设

计于现代魔方玩具中，让人们在玩乐的过程中实现寓

教于乐，从而让普通图像、资料图像创意化地实现向

设计图像的过渡。

3.2 将时代精神融入民族文化

法国著名艺术评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到

“必须了解艺术家所属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俗习惯[4]”

的观点，可见时代精神在人类创造行为中的重要性。

当代视觉图像作为人类社会的高级创造行为，彰显的

正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结合。视觉图像的发展

打破了传统民族社会文化背景的限制，向着跨地域、

跨文化的全球泛文化的广泛领域中走去。2008年的

北京奥运会所倡导的“绿色、科技、人文”思想无疑是

现代奥林区克精神与中国传统体育精神的完美契合，

无论是这次奥运会，还是后来的上海世博会以及西安

的园博会，都无疑设计创作出了大量的视觉图像。因

而，跨地域、跨文化的全球泛文化并非是民族特色的

丧失，反而是以一种更高姿态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向世界表达着自己的宣言。这种宣言不是封闭的孤

芳自赏，更不是全盘的西化输出，而是在全球一体化、

普适性的基础上发挥自身文化特色的结果，是一种主

动适合时代变迁和全球发展的文化自律，是民族文化

自身的完善和超越，是民族文化在全球文化背景中的

新生。因此，在大艺术、大设计以及相关学科的影响

下，通过设计创作全新的视觉图像可以展现出人类视

觉文明所创造的魅力。

3.3 用高新技术来促进视觉图像的设计重生

受到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影响，视觉图像无论是

数量还是传播量、点击率都在不断攀升，同时，视觉图

像也开始超越普通大众交流工具的范畴，向着更加丰

富、更加专业的领域延展。因此，它既是大众交流工

具，也是各层次、各专业领域的交流工具，更是让资料

图像成为设计图像的重要途径和方法，3D版的《清明

上河图》见图2，是资料图像在信息技术影响下获得新

时期图像重生的极佳例证。创作团队先是把原绘画

中的人物通过技术手段全部拍摄下来，然后经过设

计、建模、渲染，再经一系列后期制作，实现了从静态

到动态、从二维到多维的转变，呈现出一组动态化、立

体化、虚拟化的全新视觉图像。信息技术催生了新的

创作观念、思维和手段，向人们展示了经过设计创作

出的民族传统图像在新时代焕发的无限生命力。这

种重生可以是物质的，更可以是虚拟化的、非物质的，

正如鲍德里亚所说：“仿像不再是对某个领域、某种指

涉对象或某种实体的模拟，它无需原物或实体，而是

通过模型来生产真实——一种超真实[5]”。

当前，成熟的虚拟化技术正在对人们的生活产生

巨大影响[6]，人的视觉想象力和空间探索范围得到极

大扩展[7]，使得视觉图像已经突破了实体和物质的范

畴，走向虚拟化、数字化的视觉图像给了人类一种前

所未有的全新体验。这种体验打破了单感观、单渠

道、单层次的传统视觉图像表达方式，向着多感观、多

层面、多角度的立体图像表达方式转变。在高科技和

情感、物质和非物质的结合下，人类将不断设计创造

出新图像，实现以视觉为基础的多感观体验，呈现出

图1 脸谱魔方设计

Fig.1 Rubik's cube design

图2 3D版《清明上河图》

Fig.2 3D version of "Riverside Scene at Qingming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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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罗万象的视觉图像世界。

3.4 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再创视觉图像设计

图像学专家欧文·潘诺夫斯基在《图像学研究》中

提到了现代图像学的概念及其层次：前图像志描述、图

像志分析、图像学阐释。前两个层次侧重于图像本身

的描述和解释，而第三个层次则开启了将当代图像学

纳入更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进行研究的先河。后来，

贡布里希、威廉·米歇尔等学者也都试图从综合社会文

化的角度去研究当代视觉图像及其文化涵义，由此引

发了将图像学的研究从艺术研究向社会文化研究的转

变，比如贡布里希就主张把图像学与形式分析、社会

学、心理学以及精神分析等其他艺术史研究方法结合

起来，对作品进行考察[8]。因此，现今图像学的研究促

进了视觉图像与社会文化科学的结合发展。

Q版《红楼梦》人物插画形象设计见图3，设计者

受现代图像学研究启发，将人们脑海中各种红楼梦图

像放到现代文学、社会学、心理学、设计学、计算机图

形学等广泛的学科背景中，从而将传统人物图像融入

到当代社会文娱生活中，通过视觉图像再创的方式赋

予了传统文学新的生命力，实现了“延其意，传其神”[9]，

从而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创作出传统与现代并举的

经典作品[10]。

4 结语

在图像时代，视觉图像应被纳入更加广阔的人类

文化学的研究范畴，并且从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等多学

科相结合的领域思考视觉图像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和意

识形态，而非只停留于其表面的视觉信息。在多学科

影响下的视觉图像带来的不仅是全新的感观体验，更

是对人类文化领域的设计化创造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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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红楼梦》人物插画形象设计

Fig.3 Illustration design of "Dream of Red Ma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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