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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探讨招贴成为大众传播的主要媒介后其设计美学风格的演变过程。方法方法 分析现代招贴

设计的历史演变过程和文化语境转变。 结论结论 当代招贴设计的“重写现代性”是历史使命并将成为新

时代主题，这并不是对现代性的全面否定，而是对现代性进行的补充与过渡，提出了现代招贴创意“重

写现代性”的具体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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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discuss poster has becom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design aesthetic style after mass communica⁃

tion main media.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and cultural context change is analyzed. The "rewriting of the modernity"

will be the theme of the new era，which does not mean that it is a complete negation of modernity，but a complement to mo⁃

dernity. Based on this viewpoint，it puts forward specific innovative ideas for the modern poster creative "Rewriting the mo⁃

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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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后，印刷材料和制作成本大

幅度降低，尤其是消费经济的兴起使招贴开始了现代

意义上的大规模发展。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上美学表

现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 现代招贴的概念

按照字面解释，“招”就是招引注意，“贴”就是张

贴，“招贴”即为为招引注意而进行的张贴。“招贴”的

英文翻译是"poster"，其基本含义为张贴在街头或公共

场所的文字、图画和招贴画，在牛津英语词典里指展

示于公共场所的告示[1]。现代招贴是户外广告的主要

形式，也是最广泛、便捷、经济的传播手段之一。

2 现代招贴的内涵

现代招贴的内涵是建立在大工业批量生产基础之

上的，是为传播大众文化在整体创意思想的指导下运

用美学手段准确表现主题的创作行为招贴。招贴的核

心在于其独特新颖的创意和设计主题。是否能够吸引

观众注意、引起心灵共鸣，从而达到准确地、迅速地传

达信息的目的，这是评判现代招贴的主要标准。

现代美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想和后现代主义理论

都直接影响并启迪着现代招贴设计的创新思路，改变

着现代招贴的美学风格，使现代招贴具有现代性、后

现代性以及“重写现代性”的美学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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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代主义的影响

西方现代艺术和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现

代。现代与古典相对，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就努力追求

的一种社会生活和文化状况[2]。在现代主义美学思想

的影响下，新美术运动、现代艺术运动等都对招贴设

计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3.1 新美术运动的介入

19世纪以来，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动印刷，使效率大

大提高，招贴也成为了主要的传播媒介之一。需求的

急剧升温使大批美术家开始创作招贴。英国的比亚兹

莱以其精美细巧的线性装饰插图为代表；美国的雷亚

德的作品受维多利亚风格、工艺美术运动和抽象风格

的影响很大；德国的平面设计越来越趋向于简朴的功

能主义风格；比利时的里夫蒙特采用简单而具有装饰

味道的线描来描绘优雅的女性；奥地利以维也纳分离

派为代表，其风格具有装饰绘画和立体派的特征；法国

的谢雷特创作了许多极有影响力的招贴广告，这些招

贴广告在当时都被看作是一流的美术作品。

3.2 现代艺术运动的推波助澜

20世纪初，艺术领域相继掀起了一系列的革命

浪潮，不但革新了传统绘画，而且对招贴设计也具有

深远影响。

在现代艺术运动的浪潮中，立体派、分割派、构成

派、未来派等对招贴的影响极深，招贴设计的美学风

格都带上了这些美术派别的色彩。例如，立体派提供

了一种形式基础，其推崇的重新构造和综合处理使具

体对象的特征得到了深入发展，继而引发了平面结构

的分解和组合，并将其规律化和体系化，同时强调了

理性规律的作用；未来派认为文字不但可以用来传达

内容，而且可以变成视觉元素或一种图形材料，任由

艺术家在画纸上进行布局。这为设计提供了自由编

排的参考，使招贴不再像以往那样呆板、模式化，表现

出了一种活泼、现代的气息，使人们能感受到时代的

节奏、工业的变革和思想的解放。

在意识形态上，设计师把个人感受、生活体验与

创作过程相联系，这使得每位设计师的设计风格都不

同。设计师的独特视觉经验、现代技术对生活方式的

冲击、机械化生产、急剧膨胀的都市、不断出现的思

想、层出不穷的意识形态以及质文明等因素，都是引

发现代艺术运动的关键。

3.3 国际主义风格的蔓延

进入现代主义后，机械化工业生产力得到了大幅

提高，也带来了形制相似、千篇一律的工业设计，国际

主义风格风靡一时[3]。国际主义风格是20世纪最具代

表性的风格之一，其简洁明确的美学追求和信息功能

使其很快在全世界得到传播，成为了影响深远且国际

流行的设计风格之一。

国际主义设计美学的特点是利用方格网为设计基

础，采用简单纵横的排版结构和无饰线体，呈现出统

一性和标准化的视觉效果。这一时期的招贴注重画

面信息的传播效果和商业功能。包豪斯的招贴设计

是国际主义风格的代表，受风格派和构成主义的影响

极大，崇尚功能主义和构成主义，其利用纵横线来构

图，以标点符号、线条、方格等来划分画面空间。这一

时期的美国经济发展较快，设计处于领先地位。招贴

重视视觉信息的传达，其表现手法既有写实的自然主

义，又有抽象的象征主义。

3.4 现代主义的美学表征

现代文化主要是一种以科学技术和商业为衡量

标准的文化。人本身就被这种标准所衡量并估价。

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不仅改变了艺术的主体内容，而且

涉及到了艺术的主流价值观、服务的对象和目的等，

同时还彻底改变了表现形式[4]。现代主义从新美术运

动发展到国际主义风格，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蜕

变，其美学特点可以归纳为崇尚功能、注重技术、科学

理性、追求永恒、标准规范、简洁抽象等。这种美学追

求对招贴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简洁抽象、科学理性、整

体和谐的艺术精髓经久不衰。2014年的大学生广告

艺术节学院奖命题入围奖《客观篇》见图1，作品的整体

风格简洁纯粹，图像与文字纵横排列，表现出了强烈

的理性美和技术美，视觉载体准确阐释了腾讯新闻

“无限追求客观，让新闻回归事实本质”的报导理念。

图1 《客观篇》

Fig.1 "Objective article"

2



第37卷 第6期

4 文化语境的转折

20世纪70年代，西方思想界提出了“后现代”和

“后现代主义”，其主要描述了现代之后的艺术特征和

社会文化现象，使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的文化语境产

生了重大转折。后现代文化逻辑主要表现为文化的

扩展。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化；纯文化、高雅文化

与俗文化的界限模糊；商品化逐渐进入文化领域，商

品化逻辑进入人们的思维领域，弥漫到文化的逻辑

中；艺术作品可以成为商品，文化理论和艺术美学理

论也可以成为商品[5]。在这个大背景下，大众可以主

动参与设计，影响创作，审美主体也有所转变。招贴

创意只有指向社会大众，以大众的情感和潜意识为研

究对象，才能被大众所接受。审美创造也必须由自我

指向性转为他人指向性。

在“后现代主义”中，视觉思维、感性的图像中心

意识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受到重视并成为哲学思考的

前沿问题[6]。视觉图像成为审美和消费的趋向，以其

雅俗共赏、浅显易懂的风格受到人们的欢迎。招贴也

越来越重视图像创作，图像与广告相结合代替了大篇

幅的文案创作。

5 后现代主义的设计表达

“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针对“现代

主义”的思想而提出的，其主要构建了现代之后的审

美、艺术表征和社会文化现象等。

当现代主义设计尤其是国际主义风格最终形成统

一的形式主义和高度理性化的设计后，后现代艺术思

潮就发展起来了。后现代艺术思潮提倡以多元性发展

和文化的多样性来替代科学逻辑的单一性和统一性，

因此，后现代主义的美学趋向于非理性主义，注重人本

主义，保持文脉主义，崇尚装饰主义，复兴历史主义，重

新复归传统，追求短暂的大众意识、大众口味、异质标

准、隐喻主义；其形式美风格更加表现出非和谐、多样

化、个性化、多元共生、非同一性、混杂折衷等特征。在

当代全球化背景中，文化的多元性和审美的多样性已

被人们普遍认同[7]，招贴也深受此影响。图形符号的组

合拼贴、历史经典的运用、蒙太奇手法的时空转换、大

众化图形语言的运用等都使作品充满想象力，有时甚

至显得诞离奇。2014年的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命

题入围奖《源自东方》见图2，其将耳熟能详的雷锋作为

表达符号和意境的视觉载体，把雷锋作为时代的特殊

符号与碧生源“传承·东方”的广告主题相契合。“传承

恒久远，一品永流传”的广告文案将碧生源产品“汉方

草本，自然健康”的品牌内涵完整流畅地呈现出来。作

品巧妙地运用了大众化图形语言来表达抽象的产品概

念，体现了设计师丰富的想象力。

当代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念正在逐渐改

变着消费行为。消费实现了物品的使用价值和功能，

是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和审美愉悦的一种体现[8]。在

后现代话语中，招贴的表达更注重多元化的表现形

式，体现人文关怀，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大众文化。

设计文化与其他各种文化共同构建了多元共生的文

化语境。

6 “重写现代性”的历史使命

哲学家利奥塔曾说：后现代并非是完全破旧立新

的，它是对现代性某些特点的重写，是对以科学为基

础，解放全人类为计划的合法性的重写[9]。这意味着现

代之中包含着后现代，后现代是现代的补充和继续。

后现代主义在否定对现代主义的一系列批判之

后，暴露出了其主体思想难以确立的问题。这些观点

只是分散的碎片，关于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根基问

题，后现代理论家哈贝马斯曾说过：现代性并非完美，

但可以纠正其弊端，重新调整其不合理之处，逐渐完

善理论根基。哈贝马斯认为，当代理论的使命不是彻

底毁灭现代性的全部思想，而是应该重新改写现代

性，“重写现代性”应该成为现代设计的一种反思。

现代主义建立在大工业批量生产的经济背景中，

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文化根源。虽然存在弊端，但

是可以纠正其表现出的机械性与单一性，注重人本主

义，尊重文化的多元性。“重写现代性”是对现代主义

的补充和改进，其保留了现代性科学理性、注重功能

的合理思想，并在现代性的基础上进行了多元化的改

良、完善和发展。

随着高科技对艺术各个层面的渗透，现代信息数

图2 《源自东方》

Fig.2 "From th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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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技术和图像处理软件等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阅读和

视觉认知方式[10]。在未来，制作技术的新成果将被广

泛应用于招贴中。震撼的视觉美、理性美、智慧美和

技术美成为了创作的新追求。设计师将加强科学与

艺术的结合，创造新肌理，采用新材料，探索新视觉效

果，运用大众化语言来追求非标准化与个性化。2014

年的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命题优秀奖系列作品

《迷茫篇》见图3，《豁然篇》见图4，其运用电脑软件制

作的文字背景充分展现了青春的激昂澎湃，构图中饱

满的波普风格也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给消费者带来

了一种健康热情的品牌形象，诠释了一批有生活态

度、有抱负、有活力的消费群体的形象。

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新锐、另类、非主流的思维

方式受到欢迎，崇尚个性、真我、情感成为新的美学趋

向。为了迎接挑战，需要设计师不断探索全新的创意

思维来征服新新人类，关注消费群体并深入研究其心

理感受，创作出更贴近心灵、符合市场需求的招贴作

品。2015年的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命题金奖作

品《我的青春我做主》见图5，作品使用了负波普元素，

结合夸张敢做的表情，表现出了现在年轻人不做主不

青春、特立独行、有主张、有思想的特点。在近几年的

大赛作品中，招贴创意越来越科技化、艺术化、个性化

和人性化。

7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写现代性”逐渐成为新时代

主题。“重写现代性”尝试用一种综合的美学思想来探

究多元文化并置中的生活方式和美学表达。“重写现

代性”为招贴设计开辟了新的创意思路。招贴设计的

不断实践也为美学的理论发展积累了研究资料。无

论今后的美学理论如何发展，设计实践的脚步都不会

停止，人们期待下一个设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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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北京工商大学陈晓环作品见封二）

图3 《迷茫篇》

Fig.3 "Confused article"

图4 《豁然篇》

Fig.4 "Suddenly article"

图5 《我的青春我做主》

Fig.5 "My youth I call the sh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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