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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现代招贴广告在工业经济时代视觉表达的内在嬗变进行研究。方法方法 以消费政治经济

学、消费行为学、媒介理论、设计艺术学为理论基础，探讨现代招贴广告视觉表达的内在嬗变与工业经

济时代过剩产品消费的内在关联。结论结论 得出了现代招贴广告的视觉表达历经了图像的挑衅性运用，

物象的拼贴式再现以及平面化设计体系的构建3次嬗变，最终通过艺术家、设计师、科学家及工程师

的合作，建立起了一套全新的视觉认知体系，为消费政治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理性的视觉表达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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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study the inherent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economy visual expression in the modern poster. Based
on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sumption，consumer behavior，media theory，art design theory，it explores the inherent evolution
of modern poster visual expression of the industrial economy and stimulates internal consumption associated with excess
product.It obtains modern visual expression through a poster advertising the use of provocative images，collage-style images
of reproduction and flat design system construct three transmutations.Ultimately through cooperation artists，designers，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a new set of visual cognition new system is established and provides a rational way of visual
expression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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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随着工业经济的逐渐形成，物质产品由

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开始走向过剩的现代社会，商品

之间的消费竞争逐渐加剧。囿于当时其他新兴广告

媒介尚未出现的事实，为了实现消费竞争的胜利，招

贴广告作为最古老的媒介，仍然担负着信息传播的核

心重任。作为以文字信息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传统招

贴广告，在工业经济时代面对着激烈的竞争而转向了

以图像信息为主，这便诞生了现代招贴广告。对于图

像的处理，现代招贴广告历经了挑衅性表达，拼贴式

再现以及平面化设计3次内在嬗变，最终理性构建出

了适合工业经济时代的视觉表达方式。

1 现代招贴广告视觉表达的图像挑衅性运用

分析

从起源上讲，“招贴”本为西方用语，在牛津英语

词典里指展示于公共场所的告示。依照汉语字义

“招”是指引起注意，“贴”是张贴，即“为招引注意而进

行张贴”[1]。从英、汉语的字义上分析，无论是“展示于

公共场所的告示”还是“为招引注意而进行张贴”，传

统的招贴广告其核心价值在于可理解的、清楚的、完

整的文本信息通知，这与生产力低下、物质产品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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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耕经济时代是内在统一的。

随着工业革命完成，人类社会开始在经济、社会、

文化、生活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机器生产逐渐替代

了手工生产，工业经济逐渐替代了农业经济，物质消

费逐渐替代了勤俭节约等，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逐渐

形成。现代社会由于机器生产和劳动分工，极大地推

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新事物不断涌现，物质产品由

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开始走向过剩的现代社会。于

是人们之前奉行的勤俭、节约和自我约束的传统文化

价值观念遭到抛弃，一个消费商品、追求享乐的新时

代悄然而至。农耕经济时代所遵行的生产政治经济

学，开始转向了工业经济时代的消费政治经济学。

消费经济其核心在于商品间的自由竞争，由于19

世纪其他新兴媒介尚未出现，招贴广告仍然是工业经

济时代最为核心的信息传播媒介，但面对消费竞争的

加剧，传统招贴广告作为文本信息告知的媒介，已经

变得苍白无力，此时不得不寻求视觉表达的新方向。

招贴研究专家苏珊·桑塔格指出：19世纪的招贴

广告即产生于一种为了销售过剩的产品……而进行

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的努力……从社会学角度看，反

映了一种工业经济的发展，其目标是不断增加大规模

的消费[2]。依照招贴广告与消费经济学之间的逻辑，

招贴广告存在的形式，必然基于有许多招贴广告存在

这一事实，而出现在其他各种招贴广告的情境中，它

们自身之间还要相互竞争。基于此，招贴的目的必须

要引起注意，视觉图像元素提供了最初的吸引，它必

须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并且能够胜过其他招贴的反向

的吸引[3]。至此，传统招贴广告由文本信息为主的视

觉表达，开始向以图像为主的现代招贴广告转变。

又据19世纪AIDMA消费行为学经典理论分析[4]，

其中第一个A即是"Attention"（引起关注），是实现消

费的第一步。招贴广告作为当时“引起关注”的核心

媒介，此时一张招贴广告如何率先被关注，则成为了

招贴设计师的首要任务。基于此，苏珊·桑塔格进一

步说道：一张招贴要求被关注，则必须在一定距离内

被看见[5]。事实上，要在一定距离内被看见，图像比文

字更具有优越性。而另一个事实也表明，19世纪的招

贴在同一时空中自身还要相互竞争，因此此时招贴广

告若只是在一定距离内被看见，也根本无法实现“增

加大规模消费”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它一定在视

觉上具有挑衅性[2]。

不难看出，19世纪基于工业经济、产品过剩、刺激

消费的客观现实，招贴广告的视觉表达由文本转向图

像，图像走向挑衅性处理，是“引起关注”进而促成消

费行为完成的关键，这种视觉表达也正是现代招贴自

身使命和目标的初步落实。

工业经济时代初期，作为媒介的招贴正处在由传

统文本信息表达向现代图像信息表达转型的起步阶

段，如何实现产品与图像信息表达的理性处理仍在摸

索阶段，但是商业竞争已经来势汹汹，于是此时招贴

广告中图像表达不得不依托于艺术家来完成，而根据

艺术家对图像的处理经验，此时招贴广告中对图像的

挑衅性表达几乎落实为性感与摩登，甚至色情化的女

性形象。卢兹·劳特累克、比亚兹来和穆卡这些艺术

家就通过女性形象，创作了大量的具有挑衅性的现代

招贴广告作品，并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JOB香

烟招贴见图1（图1-2均摘自百度）。

2 现代招贴广告视觉表达的物像拼贴式构建

分析

从穆卡等人的作品可知，早期工业经济时代的招

贴广告，其视觉图像的处理，更多属于艺术的范畴，且

在当时也获得了艺术的身份。究其原因，是因为一些

杰出的艺术家参与其中的缘故。尽管如此，招贴艺术

从来没有获得过主流艺术形式的地位，招贴艺术的创

作经常被贴上一种“实用”艺术的标签[2]，这是因为主

流艺术本质上是反实用、反功利的，尽管招贴与艺术

在工业经济时代的结合，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但实

际上充满了各种矛盾，甚至从事招贴艺术创作的艺术

家也往往被同行所鄙视。

反溯艺术史可知，在前现代的世界中艺术表达

基于个性满足（目的），选择高雅的题材（内容），通过

高超手艺（技术），实现自我精神超脱与升华（意义），

而此时的招贴艺术与现代物质文明的繁荣同步出

现，其目的是使一种产品或一种观念的价值被更多

的人接受，本质上是刺激消费并影响生产的实用艺

术，而不再是被定义为自由表达艺术家的个性事

物。基于19世纪招贴与艺术结合的矛盾和尴尬，现

图1 JOB香烟招贴

Fig.1 JOB Cigarette p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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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招贴艺术必然会去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的视觉表达

方式。

由于19世纪招贴艺术的诞生，其目的在于刺激

过剩产品的消费，因此招贴艺术与前现代艺术相

比，必然全方位发生反转。于是招贴艺术引导大众

消费成为其最后的意义，在此意义的驱使下，日常

生活用品必然成为其表现的内容，这就意味着此时

招贴广告中的视觉图像，必然会落实为具体商品的

物像来作为视觉表达的核心和重心，因为内容的商

品化，所以机器复制则成为图像制作必须依赖的技

术手段。

20世纪初，现代招贴广告、摄影术、电影艺术相互

借鉴与相互影响，使招贴广告完成自身的意义变成了

可能。与此同时，也让艺术家摆脱了依附于招贴的尴

尬。摄影技术使现代招贴广告对大量日用物品图像

要素的快速表达变成了现实，电影艺术将现代招贴广

告要求在一定距离内被关注轻松实现，这便是蒙太

奇。本质上讲，“蒙太奇”之法就是把不连贯和非连

续的镜头接合在一起，以此来强调冲突和张力[6]，而

镜头中的内容正是现实世界的各种物品（商品）与图

像复制后的拼贴组合。良友画报《上海的影戏院》招

贴见图2。至此，现代招贴广告图像的商品化处理与

其自身作为刺激商品消费的目的，在视觉表达的理性

构建上开始达成了初步的统一。

现代招贴广告的诞生源于商业的需求，目的在于

刺激消费。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消费环境不断变

化，现代招贴广告中蒙太奇式的拼贴手法，更像万花

筒般的视觉艺术的大杂烩，只适用于工业经济时代下

大量的新产品刚刚生产出来的特定历史时期。随着

消费主义、消费文化乃至消费社会的出现，商品竞争

逐渐由新产品的消费进入品牌消费的新时期，这必然

要求现代招贴广告在视觉表达上继续寻求更加理性

和科学的表达方式。

3 现代招贴广告视觉表达平面化设计体系的

建立

现代招贴广告作为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在视觉

表达上理应像机器一样凸显出多面的平面化构成设

计的逻辑特点。事实上，19世纪招贴广告通过照相术

提取素材，再在二维平面上蒙太奇式的拼贴，呈现的

仍是反映日常生活的真实的立体客观世界。然而，呈

现最逼真的立体客观世界，一直是古典艺术家孜孜以

求的目标[7]。基于“反映真实的立体客观世界”而论，

招贴蒙太奇式的拼贴与古典艺术在视觉形式上的追

求却是一致的，这即是说，19世纪现代招贴广告蒙太

奇式的拼贴在技术上是现代的，但在视觉形式上仍是

传统的，仍然不属于其本体所要求的视觉表达方式。

20世纪初，随着欧洲现代艺术变革的完成，新造

型主义及风格派的形式语汇，逐渐成为了现代视觉艺

术的主流。新造型主义和风格派艺术，抛弃具体的物

象，放弃文艺复兴以来用透视和光影塑造形体的方

法，以几何化、平面化的极简构图和用原色来呈现最

纯粹的存在[8]。使用点线面、红黄蓝/黑白灰，按黄金比

例精确分割，然后巧妙组合排放，在二维的平面上架

构起层次的空间，使观众建立起新的视觉感受和认知

体验。于是，杜森伯格将“平面性”作为前卫艺术的基

本特征，是因为平面性（几何形）绘画不仅是对古典艺

术的批判，同时也是现代工业社会带来的新的视觉关

系在艺术上的直接体现[9]。另一个事实也表明，只有

最容易消化、最简洁的视觉呈现方式，才能把消费者

迅速招致麾下，这是因为大胆的简化，一幅画才会给

人以强烈的印象[7]，这就为现代招贴广告在视觉表达

上实现自身的目的，寻找到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新造型主义及风格派这种装饰性强、元素化、易

于复制、便于社会化流通的艺术手法，又迅速得到当

时大众文化的认同，摇身一变，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

形式载体。大众文化即平民大众的生活方式，与习

惯、实用、日常消费紧密关联。进入20世纪，大众文化

则呈现出完全的商品化。大众文化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通过娱乐的方式把所有人都变成商品的消费者，

沦为商人获取利润的对象，因此，大众文化被广泛用

于广告招贴画、商业性杂志封面、插图、连环画等大众

媒体中，成为迅速培养消费者的有力武器[10]，这意味着

现代招贴广告视觉表达的平面化设计处理与其增加

大规模消费的内在要求在此完全统一了起来。

新造型主义与风格派成为大众文化的视觉表达

图2 《上海的影戏院》招贴

Fig.2 "Shanghai Cinema" p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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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然而大众文化又与刺激消费的目的是一致的，

至此，新造型主义与风格派对视觉要素的平面化处

理，为现代招贴广告作为刺激消费而诞生的使命寻找

到了最佳途径。随着工业经济的深入发展，营销环境

开始进入以品牌竞争为主的新时代，此时，对于目标

消费群体的认知成为刺激消费的头等大事，现代招贴

广告的内容必须围绕着这个“目标群体”，将产品的品

牌、功能、技术、特性、形式、色彩、材料、质感、工艺、情

感投射等平面化后，巧妙组合，合理排列，在不平衡中

实现整体和谐与平衡，动态地、不间断地、理性地刺激

着目标消费群体，直至最终完成商品消费的崭新的视

觉表达正式出现，这便是现代主义设计的雏形。朱斯

特·施密特的《魏玛艺术与技术展览》招贴见图3。

阿什利·哈维登在《视觉表达》中写道：通过设计师

与科学家以及工程师的合作，一个新世界将会在人们

的身边逐渐形成[2]。从20世纪开始，伴随着艺术的平面

化、社会阶层的大众化与机器产品多面的平面化，新造

型主义—平面化—机器复制—大众文化—刺激消费，

几乎成为了“五位一体”的最佳搭档，在全世界的消费

政治经济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4 结语

19世纪欧美国家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社会开始

转入消费政治经济学的新时代，此时刺激工业生产过

剩产品的消费是实现社会繁荣、国家稳定的重要大

事。由于当时诸如电视、电影、广播等新型广告媒介尚

未出现，因此招贴广告几乎成为了刺激过剩产品消费

核心的视觉媒介。然而，在繁荣的工业经济浪潮中，任

何一张招贴广告都要面临着大量招贴广告同时存在并

竞争的事实，要最终获得竞争的胜利，招贴广告在现代

转型后，基于视觉表达的理性构建经历了图像的挑衅

化处理、物像的拼贴式再现以及平面化设计3个阶段的

内在嬗变，这一嬗变恰好又与 AIDMA消费行为模式是

内在统一的。这意味着19世纪现代招贴广告视觉表达

的内在嬗变，是工业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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