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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消隐理念在米字形中的应用和表达。方法 将消隐这一理念引入到图形传统语义的

解读和当代图形语义的再解读之中，分析图形的几何化消隐、语义化消隐、维度化消隐等诸多方面。

结论 图形的消隐有利于开拓设计发展的新方向、延伸新形式、促进新观念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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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shaped Graphic Interpretation and Bl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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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and expression of blanking concept in rice-shaped figures.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blanking into the meaning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igures, the geometrized blanking, se-

mantic blanking as well as dimensional blanking of figures are analyzed. The blanking in figures help open up new direc-

tion of design development, extend new form and generate new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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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视觉与信息共同构造了图形世界。现如今，

人们的设计定位与解读都与图形有着内在关联，图形

是当代艺术设计的无声代言人。消隐的诞生打破了传

统视角下对图形外在形态和内在语义的界限。当代日

本建筑师提出了建筑空间中的等级的消隐、体量的消

隐、维度的消隐与界面的消隐理念，这一理念深刻影

响着平面领域内图形的再认知，仅仅依靠单纯的感性

认知未必会带来深入的图形语义延伸，消隐理念的引

入颠覆和创新了图形解构语义[1]。 

1  日本的消隐理念 

日本建筑师畏研吾在《负建筑》中提出“让建筑

消失”，这种消失不是真的消失，而是把建筑和周围

的空间相互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即消隐[2]。建筑

设计中的消隐并不只是指形体在空间消失，而是强

调通过某种独特的设计，使得建筑与环境形成一种

无法截然二分的结合体，使人对空间的体验占主导

位置，弱化对建筑的体量感，从而达到消隐的目的。

新锐建筑师石上纯又将消隐理念进行了进一步地

拓展，他认为建筑就如同环境中的变化，如果人们

把它看为一个遮蔽物，那么它就会成为将人与环境

分离的障碍，但若是将它看成一个新环境，就是建

筑、人与环境相处的新方式。他的设计作品在空间

组织、形态构成、尺度把控与内外界面 4 个层次上

都做到了消隐。 

对消隐理念产生影响的还有日本当代艺术家

村上隆，村上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以扁平为主要特

征，他的设计突破了空间的界限，在平面中蕴藏了

遮蔽的空间，这一设计理念对不同艺术形式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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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极短的时间里延伸扩展至

绘画、平面、时装和建筑设计等各个领域[3]。 

平面设计大师尼古拉斯·卓斯乐的爵士乐招贴

设计见图 1，他的设计也体现了消隐理念，这种消

隐不是完全隐去，而是通过设计将直观的视觉符号

变得抽象化和几何化，作品由点、线、面合理安排

组织而成，通过对图形的再设计，使作品中隐含的

英文、数字、图形元素构成完整可读的视觉设计信

息，设计表达的视觉效果如同演奏中的爵士乐般飘

逸轻松自然，作品点的布置安排与线相统一，这种

统一不是随机的统一，而是给设计元素安排合理位

置后的高度一致性，点和线的文字化构成与菱形设

计为数字的产生和识别奠定了基础。作者通过图形

文字和数字的隐喻表达，巧妙地将设计主题与设计

形式相结合，合理相融到设计作品之中，不需要直

面告白也可使作品的视觉传达具有某种趣味性和

隐喻性，也更容易引起观者的视觉兴趣。 

 

图 1  爵士乐招贴设计 

Fig.1 Jazz poster design 

消隐指的究竟是什么？它是日本艺术家和设计

师对日本文化中的禅文化与日本的自然生态提出的

一种环境与人类和谐共生的设计理念，是视觉语言

的弱化。它使设计呈现出某种概念的暧昧与模糊性，

使设计作品在空间、形态、结构层次上都做到了消

隐，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如今，消隐与

环境和空间形态融为一体，是设计界的重要走向[4]。     

2  消隐的表达 

在我国的传统艺术中，汉画像砖的几何形是重

要表现形式之一，汉画像砖见图 2，可见米字形存在

明显的几何化形式，同时又存在语义的消隐[5]。如果

仅以直观感受来看，那只是单纯的普通几何纹样，

这种认知只能看到简单的几何形态留存。当换 

个角度去观察时，会发现视觉感超越了图形平面化

的二维构建，看到的将是图形无深度的平面化语义。 

 

图 2  汉画像砖 

Fig.2 Han dynasty brick 

从符号化视角介入对图形给予解构和新语义

的解读，使一个看似简单的米字形蕴藏了超乎想像

且多变的视觉元素聚合体，对米字形的新解读可通

过以下 3 个方面看[6]。 

2.1  图形的几何化消隐 

图形的几何化结构决定了图形的构成法则。当

米字形的图形边界被模糊、抽象之后，图形自身的

几何化存在的语义便逐渐消隐了，同时新的语义和

内涵则得以生成，或者可以理解为图形被消解了。 

从视知觉角度看图形与文字的关系，图形往往

比文字更容易识别与记忆，这是人类心理的自然选

择。图形的表达所指的绝不仅是简单的形式存在，

更多的是对图形边界与内涵的消隐，如果将图形简

单地理解为形状或轮廓，其构成的语义部分就会被

忽视甚至遗弃，因此，注重图形的二维度时，不可

忽略图形存在的深层次内涵。由笔者设计的《字界》

招贴设计见图 3，其中的米字形被色彩和线条解构

与重构之后，图形的完整性被打破，几何形变化随

之增加，这就是对完整米字形内涵的消解。 

消隐理念给米字形带来的解读可分为两个部 

 

图 3  《字界》招贴设计 

Fig.3 "The Word Boundary" poste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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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一是伴随主体图形消解，图形分解为不同部分

的几何图形，另一个是不同的图形间有着内在相互

关联，图形边界被相互消隐。图形的构成包含平面

化的点、线、面和隐藏空间的体，这恰恰正是空间

部分的消解，呈现了视觉的均质化，平面散布形态

具有无差别性，不仔细推敲审视难以辨别出哪个是

被横向消隐、哪个是被纵向消隐、哪个是被斜向消

隐的。 

从几何消隐视角看米字形，图形的几何形态自

由存在，不单单是对画像砖的简单装饰。从图形构

成解构发现米字形隐含着三角形、方形、风车形等，

这样的图形存在隐藏于米字形构成的内部之中。在

人们的认知中，容易被显而易见的米字形吸引，却

忽视内部被消解而消隐的几何形，然而图形的消隐

显然也同等重要，只有全面地观察图形化内部的变

化、充分地认知图形中几何形态的消隐，才能深入

地解读图形和创造图形。 

2.2  文字的语义消隐 

图形与文字的发展前后有序、相辅相成，对图

形的再分析有助于更好地诠释文字与图形的关系。

冈特兰堡的招贴设计见图 4，图形与文字存在某种

形式的消隐关系，嘴巴形态直观且突出，而牙齿的

构成则采用借代的隐喻。可以发现替代牙齿出现的

文字与真实牙齿之间的关系，可以演变为有趣的文

字与图形的关系，二者通过牙齿的消隐和文字的替

代实现了语义的转化，这种转化使得设计更加形

象，传达的设计意味更为深远。 

 

图 4  招贴设计 

Fig.4 Poster design 

笔者的《字界》招贴设计见图 5，由“由”、“目”、 

“皿 ”字 展 开 设 计 ， 文 字 的 边 界 使 用 红 色 ， 呈 现 

   

 
图 5  《字界》招贴设计  

Fig.5 " Byte" poster design 

出另一个出乎意料的文字，这个莫名出现的文字就

是米字形中汉字的消隐。通过对米字形认真细致地

观察与解构，发现基于米字形内涵存在至少两种图

形边界，一种是米字图自身格式隐含的暗喻几何

形，另一种是模件化的米字图图形。模件化可以理

解为米字形是总集，构成米字形的线条为元素，图

形所组成的部分为模件，这对研究米字形的内涵消

隐有重要的分析引导作用。 

米字形体现的是人对图形的自我认知：对称的

图形布局，45°的对角线构图，对称又稳定的结构，

黄金分割的图形比例。在看似简单的米字图中，文

化性和语义性的文字单元被不断忽视，这种忽视就

是眼睛被图形的视觉化均质遮蔽而造成的，这使人 

们不再关注语义部分的存在，仅仅看到线与几何形

的关系。这些掩盖下的模件及其元素可以从多个角

度解析。如同画像砖中米字形的存在一样，图形中

横平竖直的线性排列和对角线搭配将平面化的线

性存在展示到了极致。 

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只有当那些将要被分离

出来的单位本身的形状具有简化性时，分离才能成

功[7]。从这个结论看，可理解为对米字形丰富语义

的诠释。《字界》招贴设计通过对米字形的分离与

解构，使其隐于图形内在的文字符号跃然纸上，米

字形解构的顺序就是对线拆分或者重组的过程，也

恰恰是这样的打散重构的过程诞生了新的几何元

素、模件和文字单元，这样的分解演绎是对米字形

打散、解构、再构的过程。当图形逐渐消隐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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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则慢慢显现，图形和文字的转化自然而然且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文字与图形有界亦无界。 

可见，米字形中的文字隐意不是空虚无存的事

物，恰恰相反，这是真实存在的消隐。图形看不见

文字，却又与文字息息相关，脱离图形看文字和脱

离文字看图形，都是孤立和片面的，只有从多维度、

全视角、多方位阅读米字形才能了解其遮蔽的内涵。 

米字形与英文字母、中文、阿拉伯数字之间也

具有奇妙的关联性。当现代艺术设计理论和实践的

大潮铺天盖地而来之时，就为图形语义的解构重组

提供了新的释义空间[8]。米字形和英文字母、数字

之间似乎并无一目了然的关联，但是当一些艺术家

的艺术观念冲击艺术设计领域时，恰恰为再解读提

供了难得的借鉴，开创了一个新视角。 

如何在米字图与英文字母、数字之间找到关

联，可从冈特兰堡的招贴设计见图 6 中看到。英文

经过旋转和流动构成了数字 8，这个形态与米字形

的构成形态非常一致，对角 45°的版式安排使画面

既均衡又有动感，彰显了设计师的设计立意，同时

也将数字与英文之间做到了自然连接，这样的相关

性设计，恰恰也是对英文和数字关系之间消隐的直

观表达。笔者设计的米字图中的英文字母和阿拉伯

数字见图 7，它也存在这样的消隐，通过线位移和

轮廓线加粗，深入地塑造了一个清晰的文字形态，

其消隐愈发自然难辨，如果发现之后能轻易地辨析

出文字存在的具体形象。 

 

图 6  招贴设计  

Fig.6 Poster design 

设计师往往通过米字图的结构经过位移与线

的处理来塑造另一个真实的存在，同时又消隐于图

形的内部，由再现到表现、由写实到符号化，这正

是由内容到形式的沉淀过程，这不是简单的图形拼 

 

图 7  米字图中的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 

Fig.7 English letters and Arabic number in rice-shaped figure 
 

凑和删减，而是建立在对图形深入解读的基础上的

对图形的新挖掘和新发现。不同的视角带来的是不

同的解读方式，人们无法以偏概全地理解这样的外

表与内容。 

2.2  维度化消隐 

若将米字形看成一个界面，那么这个界面是不

具备三维空间信息的载体，而是有着不同语义平面

的载体，这里的图形界面没有大小尺度、可视与不

可视、实体与虚体之分，它是二维平面的观念存在，

表现为语义的空间延展。米字形界面一方面限定边

界，另一方面又是联系边界内外的媒介与空间。建

筑中界面的消隐具体表现在外部透明表皮与镜面

反射表皮的运用和内部隔墙的取消上，不难理解这

里的图形维度消隐，既有表现的抽象又有思想的观

念、既有变化又有关联、既有存在又有消隐。 

老子的《道德经》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

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它以一种辩证的关系去阐述“有”与

“无”的关系，老子认为“有”和“无”是相互依存的、

相互为用的。无形的东西能产生很大的作用，只是

不容易被察觉。图形解读中的语义增值，既有天然

存在又有人为诠释。图形呈现在观者面前时，不仅

要看到图形自身，而且要看到消隐后的“虚无”。 

    米字形作为一种图形化的几何符号，具有极稳

定的构造和对称简约的形态特。它一方面是语义的

载体和精神外化的呈现，另一方面它又能被感知。 

日本著名设计师黑川雅之认为日本的房屋可

以直接写成汉字的“间”[9]。完成“间”的工具是移门

和屏风，它们能够将大房间划分为不同的空间，

“间”的作用就是分割。黑川的论断强调的也是消

隐。只有理解了实体，才能更好地去解读虚体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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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间的呼应关系[10]。无论单独看虚体，还是强调实

体都显得不那么完整，这就要用消隐理念来理解、

诠释对和解读了。随着对米字形解读的深入，必然

带来对图形认识的不同，它赋予图形新内涵，从其

自身看，突破了传统的图形自身历史和寓意限制，

在消隐理念影响下逐渐实现了内容的增值。在米字

形下被语义化、图形化、符号性的文字、数字和图

形等新语义，拓展了设计思维的宽度。 

3  结语 

米字形中的消隐是一种发展的隐喻。这不仅是

图形自身的消隐也是图形内涵与外延的消隐。图形

中的“消隐”理念，无疑对我们今后不断探索与认识

图形内涵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消隐”理念中被有意

或无意遮掩的部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图形中的维

度消隐、语义消隐、图形自身消隐多带来更多的可

能性的研究[11]。图形的透明、超透与隐喻的符号化

已逐步构成图形消隐设计发展的新方向，成为当代

设计师们关注的新形式、新观念与新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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