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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角度研究和解析设计创作过程中作品生成的规律。方法方法 运用中

国传统美学思想所派生的思维方式诠释图形创作，通过图形创意作品案例分析，论证“万物互融、天人

合一”的美学思想理论，对图形创意在艺术创作思维中的普遍规律加以阐述。结论结论 把传统美学思想

的审美意识融入创意手法的表现并深入到创作性思维中，从而能够充分体现和传达更具有中国民族

文化精神的品质，使其更具科学性和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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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rules of design-work 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s.It demonstrates the "Everything Fusion and Harmony" aesthetics theory by applying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thinking pattern to understand graphics creation and analyze graphics innovative works.Common rules of graphics

innovation in artistic creation thinking will be articulated. Traditional aesthetics theory is combined with creative methods′

expression and dives into creative thinking to better embody and convey 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make it more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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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创意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里，其主要功能是

作为向大众传播信息的载体形式之一，本土的审美倾

向在创意图形的功能和传播上决定着设计师的创新

意识和思维方式。思维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体现，在现

实生活中让先哲们的智慧充分融入当今的艺术与设

计中，从而使中国传统美学的文化思想在艺术设计领

域得到充分发扬，这里对图形创意的研究就从异质同

构的思维方式展开分析。

1 异质同构

1.1 图形创意的创造性思维方式

1.1.1 顺向思维

客观存在的事物在运动变化中都有一个发生、发

展、结果的过程，人们按照事物发生变化的顺序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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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就是顺向思维。它是

从逻辑关系上顺延、深化原有的思维，循着问题的直

接指向去思考，它和逆向思维是相对的。这种思维与

其说是一种创作的思维过程，不如说是一种创意素材

的搜集过程。顺向联想的思维方式特别适用于一些

有目的性的视觉设计。它能使设计师在不脱离最终

目标的基础上展开联想，使无序联想条理化。

顺向思维是一种常用的而且比较稳健的方法。做

顺向思维的训练，即从事物本身所包含的意义对客观

物象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思考，全面获取物象的

各种视觉信息[1]，寻求多种答案或结论。顺向思维训练

的重点在于锻炼思维的广度，沿着问题的指向尽量考

虑到问题的各个方面，保证思考问题的全面性，并为从

中择优提供条件。在几种发散思维的形式中，顺向思

维是运用得最广泛的，可应用的内容也是最多的。

1.1.2 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则是沿着与顺向思维相反的方向，对原

意提出质疑，从相反的角度去审视、反思、调查所要解

决问题的真实性、正确性、可行性、合法性、普遍性，并

剖析其弱点及不利条件，来寻找问题答案的思维活

动。逆向思维可找出所选择方案、设想的各种不同之

处。逆向思维的训练，就是打破思维的原有顺序，反

方向思考问题，不按常理出牌，以寻求与众不同的效

果。它的重点在于克服日常思维的定势，寻求新的思

维领域。通过对问题的逆向思考，可以获得既新颖又

合理的结果。好的设计作品常常是寓于情理之中、出

于意料之外的，富有新颖性和创造性。

此外，处理好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训练的关系也

十分重要。逆向思维由于朝着与人们思维习惯相反的

方向思考问题，因而它容易获得与众不同的、新颖的理

解。正因为如此，在逆向思维方面得到一定的训练，对

于从相反的思维方向上开辟新的思维领域、发现新的

问题、求得新的见解，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并非所有问

题都需要作逆向的思考，也并非所有的逆向思维都可

以得出新颖而合理的答案，如果片面地强调逆向求异，

反而容易被引入歧途。同时，对顺向思维也要有正确

的认识，不能因强调逆向思维而忽视顺向思维的训

练。顺向思维所得到的各种答案，尽管多是已有的经

验，但它为人们在较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新选择和组合

提供了条件，它同样可以使人们获得最佳的结果。

1.1.3 无序性的思维

无序性思维是在创意过程中，特别是思维的初级

阶段，不受定势作用的束缚，破除头脑中的条条框框，

包括那些权威的法则、规律、定理、常识之类的东西，

进行无序思考，发挥充分的想象力，疑常规之所不疑，

想常规之所不想，求常规之所未求，从而求得标新立

异的，具有开拓性、独创性的思维成果，求异、求新是

无序性思维的最高境界和追求。“哥伦布立蛋”的故事

是众所周知的，如何把蛋立在桌面上，哥伦布的方法

是把蛋壳碰破一点，使其立在桌面上，在这之前，好多

人都想不到这一点，原因是有一个强加给自己的无形

的条件——不许击破蛋壳。无序性思维，即在进行创

新思维时，特别是在构想方案初期阶段，应该尽可能

地打破头脑中的所有条条框框，包括法则、规律、定

律、守则、常识，只要破除头脑中的种种束缚，便会有

新的创意产生。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

要中阐明了想象在原始文艺创作中的巨大作用，即任

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

然力，并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2]。

无序性思维是在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下进

行的开放性思维，可使人们获得逻辑思维所得不到的

奇思妙想，但这些奇思妙想还只是创意的初始观念或

方案，它能否成立和实施还要经过一个有序化的过

程，即将那些在无序性思维下产生的观念或方案按照

严格的逻辑来进行可行性论证，以保证头脑中新创意

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1.2 异质同构的联想

思维的顺向性、逆向性和无序性对于图形创意来

说都是创作过程中重要的因素。求同思维就是把感

知的不同视觉对象和视觉信息依据创作的需要聚集

起来，找出共性特征要素，如共同的形、共同的意，再

将图形与创意紧密结合，通过艺术化的再加工，运用

变形、重组、解构与同构等方法，使其彼此相互联系、

相互结合，追求画面形式感的统一和图形之间的相似

性，将图形的思想情感与观者的心灵产生共鸣，这些

都是求同思维的表现[3]。

求异思维是辐射发散式的思维，多方向、多角度

地捕捉创意灵感。简而言之，求异思维就是大家从习

惯的看法中得出不同的见解，其形式不受常规思维定

式的制约，综合创意的主题、内容、对象等多方因素向

外发散，吸收一切可以借鉴的要素，建立独特的风格

与个性，并将其综合在自己的创意中。

上述两种思维是视觉创意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

个方面，求异思维是将搜集的大量素材进行自由联

想，寻求创作灵感，为创作创造多方面的条件，然后用

求同思维对素材进行提炼、概括、归纳、夸张、变形等，

经过反复求证，求同与求异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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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相互转化，两者之间的相互契合正是异质同构

的思维方式的创作思路。

1.3 异质同构创意图形的表现方法

1.3.1 移植

移植是将2个或3个不相关的形象元素用巧妙的

构思有机地结合起来[4]，用超现实的搭配来引起人的

注意，产生惊人的效果。笔者的设计作品《移植手法

——同构》见图1。

1.3.2 颠覆

颠覆就是改变公众熟知的形象，它是一种常用的

异质同构的手法。改动的结果与原图差距越大，视觉

的冲击力就越强。如法国画家马塞尔·杜尚将达芬奇

的经典名作颠覆为《带胡须的蒙娜丽莎》。蒙娜丽莎

是美的象征，把她与丑陋的形象同构在一起，打破了

人们的心理平衡。

1.3.3 幻化空间

幻化空间包括3种手段：（1）空间大小比例的错

乱；（2）空间透视线的错乱；（3）二维平面与三维立体

的结合。这些手段源于西方绘画上的立体主义和超

现实主义。罗德琴科的作品《摄影蒙太奇》[5]见图2。

2 创意图形形态的抽象组合

康德说：“没有抽象的视觉谓之盲，没有视觉形象

的抽象谓之空。”创作中的直觉表达和自我的净化是灵

性涌动的根本[6]。图形形态的抽象组合和构成能力训

练是将自然形态拆开，从自然形态抽离出来并按点、

线、面这些最基本的形态构成元素进行有序组合，经过

合理的画面空间构成，形成对形的绝对再创造，远离自

然形态但不等于对自然的完全放弃，在探究其内部自

身规律的同时使形态的组合从精神上、形式上得到进

一步的解放和自由，使之符合人的心理需求图式画

面。《周易》中对“观物取象”诠释出了“观象”与“取象”

的视觉方式，“象”是对“意”的视觉符号的再现与创造，

从现代设计思维角度来看，“象形”就是一种对形象思

维的拓展，是高度概括的具象形态，并赋予了抽象的想

象空间[7]。抽象有别于纯粹理性的“平面构成”，在感性

的训练中要掌握形式的美感规律及构成规律。在直觉

的基础上，它是相对于具象而言的相对抽象。

世界万物都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既对立又

统一、既依存又排斥。那么衡量设计图形的这些关系是

否成功的依据就是“变化统一”的法则，即形式构成规

律。笔者的设计作品《汽车——抽象组合》，见图3。

当今的艺术设计教育应更接近艺术规律，更接近

艺术的本性和人性的要求，使其更好地挖掘出个人的

创造潜能。运用艺术规律进行剖析、分类、抽取并利

用自然造型中的要素构成法则，会使人们逐步具备独

立思考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并不断加强自己主体精

神的艺术语言的锤炼[8]。

3 创意图形中的“万物互融”

世间万物，相互融合，不单是几类基本物质相结

合，更多的是以人的灵性去感受。这其中隐含的是人

的哲理与情思，如“岁寒三友”好像是对人的称谓，却

又是指松、竹、梅。中国绘画中的“梅兰竹菊”看似是

自然形态，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四君

子”[9]，这些形容人的恰恰是创意图形里要寻求的感

觉。在图形设计运用中更应抓其特点，溯其特有，夸

其特征。那么，在同构的实践中怎样去运用“万物互

融”的道理？首先，在构思前应该是感受性的和联想

性的，还在于它的解析作用，在于它的“变”。可以借

物喻物，指东打西；可以物画景质，景求人感；可以随

心所欲，融万象为一体，一体中又可滋生万千气象

……甚至自然溶于笔底，还可以融入自己的主观情

思，以“意”造“象”，“得意忘象”，从而创造“象外之象”[10]，

达到超出自然物象的美。联想性的思维更可以直接将

（下转第 40 页）

图1 《移植手法——同构》

Fig.1 "Transplantation Ploy：

Isomorphism"

图3 《汽车——抽象组合》

Fig.3 "Car：the Abstract Combination"

图2 《摄影蒙太奇》

Fig.2 "Photographic Mo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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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物体上的形态揉进其他物体的形态，有着更直接的

联想作用。瓦萨里的作品《摔跤者》见图4。

4 结语

异质同构的创意图形还可以相融哲理与情思，合

并东方与西方的趣味，综合中国与外国的设计理念，

互补民俗与高雅图形的样式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艺术设计的可塑性能开发出无限丰富多彩的“新口

味”，但还是必须要摆脱所谓的“纯粹客观”对思维主

体的束缚，充分发挥自由的想象力，找到专属的真切

感受、个性特色、思想结晶、潜力与优势，才能冲破有

形的和无形的思维障碍，获得奇思妙想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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