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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从设计方法论的视角研究数字图像叙事设计的模式。方法方法 运用经验逻辑、案例分析与

归纳法对数字图像叙事设计的基本模式进行分类与阐述。结论结论 作为一种数字化的视觉媒介，数字图

像在改变叙事设计方式的同时，也使得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叙事设计成为一个真正的、由

人的感官直接适时体验的事件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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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study the digital image narrative pattern from the angle of design methodology.Using empirical
logic，case analysis and induction，the basic model of digital image narrative design is expounded.As a kind of digital visual
media，digital image at the same time，it changes the way of narrative design and also makes the profound changes taken
pla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object，the narrative design into a real，timely experience directly by the person
senses event ven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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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不仅是表情达意的工具，也是传统的叙事媒

介。叙事是当下设计界关注的重要命题之一。图像

作为视觉文本，一方面叙述、摹写着人类存在的轨迹，

同时也规划、构建着人们的认知与表达，因此图像既

是叙事的方式与媒介，又是视觉设计与表达的形式。

数字图像是图像谱系中的新生成员，它是图像技术与

媒介技术共同发展所催生的视觉呈现方式。数字图

像的叙事与设计有其特定的语法结构和经验逻辑。

1 数字图像的概念、特征

在计算机技术与应用领域，数字图像是指一个被

采样和量化后的二位函数，采用等距离矩形网格采

样，对幅度进行等间隔量化，即一副数字图像是被量

化的采样数值的二维矩阵[1]，又称数码图像或数位图

像。数字图像可以由不同输入设备与视觉技术生成。

在人文学科中关于数字图像似乎并没有形成较

为严格的界定，更多指图像的类型划分与图像的介质

形式。有研究者从传播学视角将图像划分为手绘图

像、摄影图像、数字图像以及网络图像4个层次[2]，认为

数字图像是视觉艺术传播的第二次跨越。如果将图

像进行二元划分，即图像包括数字图像与非数字图

像，凡以数字化存在的图像皆为数字图像。非数字图

像包括手绘图像、印刷图像等。数字图像依存于数字

显示媒体，有若干类型格式，经过技术处理和借助图

像输出设备可以转化为印刷图像。反之，传统图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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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数码记录机器可以存储为数字化图像，但就图像本

体生成而言，两者存在着质的区别。

数字图像的最基本特征是非物质性，即图像始终

是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它必须借助于数字显示媒

介。数字图像的非物质性还表现在图像生成的维

度。就广义图像而言，图像反映客观存在（包括物质

存在与人的观念存在），数字图像是某个客观存在的

数字表示，它是人们对一个二维矩阵施加系列操作的

结果。数字图像没有体积、没有重量却又无处不在，

是一种典型的“比特化”存在。

数字图像作为设计表现的媒介，是随着计算机技

术在设计领域的广泛运用而逐步发展的。数字图像

与一般意义上的计算机图形、图像有着较明显的区

分。一般计算机图形、图像是科技与媒体技术的直接

产物。设计艺术领域的数字图像不仅是计算机、数码

技术发展的结果，更是设计师艺术创造的结果，它是

一个基于数字技术与视觉经验的专用名词。信息技

术催生了新的创作手段，向人们展示了经过设计创作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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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叙事设计

叙事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有现实意义的事件

的基本方式。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材料都

适宜叙事。20世纪60年代，随着叙事学研究的兴起，

叙事在设计领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但就叙事设计或

设计叙事而言，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设计理论体系。

从叙事文本的维度去认识设计，叙事设计可以理

解为一个关于产品的视觉事件，包括产品的历史、文

化创意、设计和消费，不过设计叙事所描述的并不是

一个客观发生的真事件，而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并富

有创意的虚拟性事件[4]。设计的对象与结果转变为

“事件”，从而获得相应的生活经验与情感经验。设计

是一种文本的书写，设计的若干内容是文本的材料。

从设计方法的角度出发，有研究者将叙事设计定

义为将设计的对象、目的、限制等诸多因素，以叙事的

方式重新整合，包括重新规定因素间的联系和位置，从

而产生设计作品的一种设计方法[5]。通常认为，设计是

一个解题的过程，无论是产品功能的实现，还是视觉信

息的传递。叙事作为解题的路径，一方面诉诸于设计

对象的物质性，另一方面也诉诸于设计师与消费者的

精神性需求。作为一种新的设计方法，叙事设计凸显

了问题意识，事件（设计）本身就是求解的叙述过程。

无论从文本角度还是从方法角度去界定叙事设

计，“说故事”始终是叙事设计的主线索。相比一般设

计的功能与效果展示，叙事设计更擅长于用作品的语

意去沟通和交流，注重设计语言的文本与文脉。叙事

设计不只追求形式美感，也追求造型的意义。面设计

作品见图1（图片摘自Creativebloq网），作品名为“平面

设计VS现实主义”，左侧的人物造型采用了扁面化的

手法，右侧则采用了明暗造型手法，两者之间的表现

方式构成对比的语素，通过设计元素讲述两者之间的

异同，与作品的题目相呼应。

3 数字图像叙事设计模式

模式是指从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中，经过抽象和

升华提炼出来的核心知识体系。模式就是解决某一

类问题的方法论。在艺术设计出现的100多年里，主

流的艺术设计模式主要有3种：模仿性设计、表现性设

计和经验性设计。这些模式不仅与当时的艺术设计

风格息息相关，而且在艺术设计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

着各自的作用[6]。数字图像叙事设计模式是叙事设计

与图像叙事两者之间的交接地域，具体有以下一些设

计模式。

3.1 非物质模式

非物质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设计理论命

题。非物质设计是相对于物质设计而言的。数字图像

作为设计媒介天然地切合了非物质设计的技术要求，

但数字图像叙事设计的非物质模式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数字图像叙事设计作为一种设计模式体现

在非物质的消费叙事环节。物质设计始终围绕着产

品的功能性，产品功能的实现是设计的终极目标。数

字图像叙事设计的非物质模式是通过数字图像构建

产品的“物质”功能，通过对产品的多方位叙述使消费

者最终完成消费体验。其次，数字图像的非物质存在

决定了设计语言的非物质性。在一般设计实践中，设

计师往往通过印刷效果图、模型制作等物质材料表达

图1 面设计作品

Fig.1 The plane design works

42



第37卷 第4期

设计思想，数字图像以数字化语言替代了物质材料，

将设计师的设计观念、设计效果全方位地进行视觉呈

现。数字图像叙事设计的非物质模式见图2（图片摘

自火星网），就是环境设计中两个分镜头的截图。最

后，从叙事设计的本质上来说，故事本身就是对设计

对象的构想，是一种“伪事件”，是设计产品在没有完

成实体化之前的叙述，故事具有不确定性。每一个视

觉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

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

的开放网络[7]。

数字图像叙事设计的非物质模式表面上是设计

语言的数字化，但核心是叙事活动的非物质过程，包

括叙事文本、叙事方式和叙事消费等环节，这点与非

物质设计还是有所区分的。

3.2 视觉语素设计模式

数字图像的造型元素包括形象、色彩、空间等构

形元素，通过视觉元素之间的组合设计与局部造型设

计，进一步形成视觉语素的整体设计。视觉语素设计

始终围绕着一定的主题、子题与题素讲述设计的故

事。构建符号、利用符号语言来传递信息，是数字图

形设计的主要任务，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人类最普遍的

信息传递方式[8]。

视觉语素设计模式始终围绕着图像塑造与故事

表达而展开。第一，数字图像的形象、色彩、空间等造

型元素设计需要切合叙事的基本要求，而不仅仅是视

觉模拟。以产品设计为例，产品的功能、审美的表达，

必须依托形象塑造、色彩搭配以及空间营造等要素，

同时这些视觉语素能够把叙事作为设计的基本语法，

使符号与造型的语意和产品叙事策略相结合。运用

叙事学理论的前提，就是视觉语素必须是“叙事性”话

语。第二，视觉语素设计模式通过构建各种造型符

号，达成目的性的吸引力。叙事设计通过设计作品说

故事，故事中的“角色”特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叙事的

开展。视觉语素设计模式强化了故事中的“角色”特

征，尽可能地抓住观众的视觉兴奋点。通过叙述故事

来感染、说服消费者，使之成为该设计产品的欣赏者与使

用者[9]。数字图像由于其技术优势更擅长于这些视觉

语素的塑造，因此可以赋予造型语素丰富的角色与表

情，使叙事更加充实、饱满。第三，视觉语素设计模式

注重造型元素与局部造型设计，但其目的是通过视觉

语素完成叙事过程。一般的设计也强调造型设计，但

它从属于模拟性设计或表现性设计。数字图像的视

觉语素不仅仅是模拟与表现，更重要的是阐释。

3.3 情景虚拟模式

数字化的图像表达有两个特色功能，即虚拟现实

功能与增强现实功能。虚拟现实是人们利用计算机

对复杂数据进行可视化操作的一种全新的方式。目

前，人们依据一定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使数字图像

“真实”化。增强现实技术的出现及其在多领域的应

用，为信息的传递和呈现方式带来了新的可能，它把

一切信息通过计算机技术的现实化与视觉化，让虚拟

与现实互补、叠加[10]。无论是虚拟现实还是增强现实，

都可以实现对特定情景虚拟的作用，数字图像是实现

这种作用的主要媒介。

情景虚拟模式指通过数字图像的叙事与设计，完

成对情景的虚拟与再现。情景是指具有一定情感或

审美特质的情形、情况或环境。在叙事设计中，情景

主要指环境与商品信息传达的视觉背景。在环境叙

事设计中，设计师为了描述特定场景的设计氛围，借

助虚拟现实技术或增强现实技术，并通过数字图像来

展现设计意图。一般环境设计也存在场景的模拟与

再现，但情景虚拟模式着重于人与环境的共生，不只

是将环境作为被设计的对象而孤立存在。数字图像

虚拟了人们理想中的栖居地，实践了为环境叙事的设

计理念。正如马克·第尼亚所指出的，叙事设计它要

求设计师能够创造出“种种能引起诗意反应的物

品”。境叙事设计中的情景虚拟见图3（图片摘自我图

网），采用数字图像的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功能，叙述

了人与环境相融合的故事。

图2 字数图像叙事设计的非物质模式

Fig.2 Non-material mode of digital image narrative design

图3 境叙事设计中的情景虚拟

Fig.3 A virtual environment in the design of narrative 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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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剧情演绎模式

叙事设计是通过设计作品讲故事，故事通常有情

节的展现。数字图像通过场景设计来实现剧情的演

绎。数字图像的剧情演绎模式可分为单一场景叙述

和纲要式叙述，前者着力表现“最富于孕育性的顷

刻”，而后者特点在于时间的“并置”。

在叙事设计实践中，单一场景的剧情演绎突出展

现设计对象的关键形象与核心功能，是功能、审美与

消费的综合体现，是叙事高潮的瞬间捕获。如在环境

设计中为了充分展现空间设计的魅力，选择恰当的视

角与镜头将空间的主要功能区域凸显出来。在商品

广告中“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总是与消费相联系，通

过商品消费体验烘托商品品质。

纲要式叙述是指将剧情（场景）的若干节点并置展

现。在叙事设计活动中为了充分说明设计对象，选取

设计作品的数个环节将其合理布局在一个图像中，人

们通过视线浏览和阅读设计作品。单一场景式剧情演

绎与纲要式剧情演译见图4（图片摘自昵图网），图4a是

单一场景式剧情演绎，图4b则是纲要式剧情演绎。单

一场景侧重于设计对象的视觉兴奋点，纲要式侧重于

设计作品剧情演绎的完整性。无论是单一场景叙述，

还是纲要式叙述，数字图像都是故事表达的视觉载体，

承载着剧情演绎的媒介功能。设计师运用数字图像表

现了设计作品，设计作品演绎了关于消费的故事，同时

通过剧情演绎，描述产品的身份、历史、环境、文化等要

素，实现产品消费之前的经验展示。

4 数字图像叙事设计模式的实施

笔者就数字图像叙事设计的可能模式进行了分

类。尽管有若干叙事设计模式的存在，但是目前只是

一种隐性显现，甚至是被解读出来的，欲使其上升为

设计方法论层面，必须在设计实践过程中有其具体的

实现途径。

首先，要明确设计对象、主题，是否适宜或在何种

程度上采用图像化的叙事设计模式。数字图像叙事

设计模式是将设计对象的表现方式转换为图像的故

事，这就要求设计的对象或主题具有“故事”的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对象被演绎为故事的主要角色，去

叙述关于产品、视觉信息、环境、空间等主题的“情

节”，只有当“情节”有了一定丰富性才能引起阅读者

的阅读兴趣，叙事设计的实践价值才得以体现。叙事

设计运用各种视觉语素积极参与“故事”与“情节”的

构建。在此，数字图像是故事的媒介。

其次，叙事设计作为一种设计方法，它有若干模

式，而模式的选择必须依据“故事情节”（设计）的需

要，甚至可能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穿插两种或两种

以上的叙事模式。这就好比在文学叙事中为了使情

节更加生动，往往采用多种叙事语法。只有准确把握

设计对象的主题、图像语言特征，才能有效地选择何

种叙事模式。

最后，数字图像叙事设计的“阅读”不完全等同于

一般设计作品的理念传达，它是叙事作品的接受。一

般的设计中设计声音是唯一的，即设计师，而叙事设

计中设计师只是“导演”，图像中的角色才是真正的

“叙述者”。这就要求叙事设计过程中设计师既要始

终准确把握“剧情”，又要适度超越“剧情”，保持一种

有效距离的审视，才能将“故事”（设计）完美呈现。

5 结语

数字图像叙事设计模式研究不仅是设计的方法

论研究，也是作为设计媒介的数字图像语言的叙事策

略研究。数字图像在改变叙事设计方式的同时，使得

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叙事设计成为了一

个真正的、由人的感官直接适时体验的事件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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