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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致力于了解作品受众和他们的期望值，通过研究分析平面设计交互中的艺术通感，将这种

通感融入到设计中去，让设计作品和它的受众之间建立一种有机关系，达到设计本身对受众产生的最理

想的效果。方法 在能指和所指层面对符号学进行分析，并以平面广告为例，研究具体实例中艺术通感

之于设计交互的影响。结论 艺术通感的研究有利于更有效的实现平面设计交互的最理想效果，它是联

接设计师、设计作品、受众的桥梁。艺术通感的研究对于平面设计的影响也必将是未来平面设计方向的

一块重要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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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ic Synesthesia in Graphic Design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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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audience and their expectations, it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artistic synesthesia in graphic 

design interaction, which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design work to create an organ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sign work 

and its audience, to achieve the desired effect of the design on the audience. Using Semiotics in the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level of analysis, and it is studied by means of graphic advertisement illustration. The study of artistic synesthesia is ben-

efit for increasingly achieving the best effect of graphic design interaction, and is also a bridge among designers, designs, 

and audiences. The study of artistic synesthesia in graphic design interaction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interactive devel-

opment of graphic desig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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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交互设计是指人机之间的交互，平面设计

交互是平面设计中设计作品与作品受众之间一种沟

通互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由艺术通感来联接。广义

上来说，任何设计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交互，平面设计

更不例外，一般的交互是借助视觉、听觉或者触觉完

成，“通感”它是人们共有的一种生理、心理现象。通

感在医学研究中显示，人的大脑神经是由大量的神经

元组成，一旦人们的感官受到外界的刺激，则会产生

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对大脑产生一定的刺激，致使

人体产生各种感觉，最终形成通感。当今设计中的交

互与通感的研究逐渐从单纯的信息感受向着整体的

审美与创作领域拓展，从而将复杂、奇特的通感体验

融入到设计与审美中去，使得艺术通感可以广泛的运

用在各种平面设计交互中。设计师利用这种感受，通

过作品对受众的多感官进行刺激，将想象转化为受众

的真实体验，最终达到情感与设计的完美统一，艺术

通感的研究有利于更有效的实现平面设计交互的

最理想效果。 

1  设计中艺术通感的作用 

艺术通感的产生表现在多方面，形状、颜色、空

间、动势等等。面对艺术时，我们忽视了我们原本拥

有的，通过各种感觉去感知事物的天分，概念与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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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了家，思维在抽象概念中迂回不前。在那些一眼就

看得出意义的事物面前，我们反而感到迷糊不解[1]艺

术通感的研究能够唤醒受众对作品的审美感知力，有

效提升受众与作品的情感交流，同时有利于作品及设

计师情感的表达， 

1.1  对于设计创造工作的作用 

在设计过程中，意念是灵魂，形式是躯体。意念

有耐于形式的传达，形式依靠意念赋予生命。设计工

作者就像是在创造有思想的生命 [2],而艺术通感的研

究正是挖掘这种有思想的生命。随着设计种类的不断

丰富与发展，设计中通感的运用越来越多，通感手法

的融入可以有效调动受众的多个感官，实现多感官的

综合互动，同时可以使得其思想、意志与情感的交流

与互通性不断提升。同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

的建立各种感官的综合互动，从而提炼出更多的共通

元素，为艺术作品内容与主题的表达提供必要的作

用。比如，在平面设计中，设计者如果想把一些客观

内容融入设计，则需要深入分析这些复杂的心理变

化，同时通过一定的媒介表现与支持，最终达到一定

的效果，设计中的通感可以为这种分析与构思提供一

种思路，为设计创造提供多种可能性。 

在设计中，可以有效借助艺术的通感，同时充分

利用想象来实现艺术的创造与欣赏，将人与物、物与

物、人与自然等多方面的界限打通。比如，每个人对

不同颜色有统一的认知和不同的理解，统一的认知建

立在同样的文化、社会背景下，而不同的理解可能与

个人不同社会阅历有关，一种自己喜欢的色彩可能会

激发一种对于往事的回忆，从而产生快乐或者悲伤的

记忆，最终带出多种感受的全面迸发，将色彩、声音、

气味和轮廓的感受全部带动起来，构成一种具有创造

性的通感，对作品产生更为全面、完整的感受。通过

这种方式，不仅仅可以更好的发挥设计师的主观能动

性，同时可以对受众的各种感受进行有效的强化与补

充，全面激发设计师设计灵感的同时，将各类思维的

处理条理化，形象化，实现各因素的有机交融，从而

创造出更加典型的视觉形象。 

1.2  对于平面设计交互的作用 

当今的平面设计不再是简单的平面文案与产品

宣传，特别是在同质化严重的今天，一个好的平面设

计作品需要从生理或心理层面打动受众。在通感中，

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

有重量。平面设计对于空间本质的定性有平面性、幻

觉性、暧昧性或矛盾性，而当受众看到不同的类型的

时候也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例如靳与刘设计顾问

公司的商标设计见图 1，作品很好的把中国文化和现

代艺术思想相结合，同时根据设计公司本身的功能性

需求体现理性与稳定感。选择平面性的设计理念，该

设计选择了中国吉祥图案“方胜”作为原型，“方胜”的

图案外形简洁且布局稳定。为了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赢合作理念，设计把主要的两

个菱形方块一部分进行重叠。而在菱形的每个方角处

都安排了一个绿色的小圆，体现了多元化、全方位的

设计理念。同时绿色的圆形与紫色方正的菱形方圆并

济，使的画面更加的和谐。平面性的设计里，我们看

不到相应的厚度与透视，只有平面的简单与稳定感。

这个设计成功的通过平面性设计理念向受众传达出

想要达到的艺术通感[3]。艺术通感的研究可作为设计

师一种有效的设计途径，在平面设计交互中的应用能

够使设计的目的性更加明确，也会使设计效果更加事

半功倍。同时，在平面设计中，设计师可以采用不同

的手法进行艺术通感的优化运用，将作品的审美性进

行升华，从而将设计师的情感更加准确及明晰的表现

出来。另外，在平面设计中利用艺术通感手段，还可

以为受众提供更加丰富的想象及再创造空间，从而让

受众不仅仅在视觉中得到满足，同时可以与情感及多

种感官融合，达到作品与受众高度融合的状态。 

 

图 1  靳与刘设计顾问公司的商标设计 
Fig.1 Trademark design of Jin and Liu design consultants 

2  通感在平面交互中的视觉思维与符号学

分析 

平面设计离不开视觉，视觉不仅仅是一种感知事

物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通感便是

建立在视觉思维基础上的多种思维的融合，因此在平

面设计交互中，研究通感的视觉思维呈现与符号学特

征分析是设计师把握平面设计交互中通感手法运用

的基础。 

2.1  视觉形成过程中的思维及语言分析 

平面广告设计中，可以将一些非视觉元素通过艺

术通感的方式转化为视觉元素，同时借助一些视觉的

特殊思维与语言给受众以更加美好的视觉体验。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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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充分利用这种视觉体验进行受众心理感知的引导，

实现受众与事物之间的视觉传达过程的转移与升华。在

此过程中，平面设计中的视觉语言元素所呈现出来的一

些符号是和受众的情感不谋而合的，这种符号通过形

象、色彩等多种方式进行更加合理化的呈现，比如图形

便是其中一种具有明显代表性的视觉符号[4]。 

视觉符号语言的运用是基于设计师思维的可视

化形态设计，因此这种设计师是需要设计师进行抽象

概念的具象化，转化为一些具有符号性的视觉元素，

同时借助各种媒介传达给受众，最终达到平面广告的

宣传与交互目的，这种目的的实现同样离不开通感手

法的综合运用。例如上海平面设计专业委员会主办的

国际海报展的主体创作《互动》主题海报见图 2，“互

动”是大会邀请的主题。旨在探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笔者通过“互”字与眼睛形状的相似性，提

炼出简单的几何符号，以及与太极图的结合设计出看

似头脑互通的幻觉。意图表现人与人的互动在于思想

的沟通，这是视觉符号语言抽象概念的具象化应用，

给人心理产生的一种感受，因此设计师在设计工作中

需要进行认真的思考，确定自己需要传达的思想，同

时以这种思想为基础选择合适的视觉语言，之后利用

一些符号化的元素进行表现，同时要保证所呈现出来

的元素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与鲜明的个性特征，能够保

证在受众层面的通译性。 

 

图 2  《互动》主题海报 
Fig.2 "Interactive" theme poster 

视觉思维的思考需要建立在形式语言的基础上，

视觉形象深入到思维内部后，会让我们充分感知视觉

形象，以此激发想象力，最终促进思维灵感的产生，

因此，在设计中，大部分的设计师都是采用将视觉思

维与思想感情巧妙的交织在一起的形式来充分地挖

掘自身具有的创造力，在设计中融入更多的鲜活符号

元素，在通感的作用下激发受众与设计、受众与设计

师的良性互动，创造出更多，更经典的设计作品。 

2.2  视觉的形成与转译中的符号学分析 

平面设计首先是建立在视觉元素基础上，是一种

视觉形象的艺术化呈现方式，因此，视觉元素的设计

感尤为重要，受众通过视觉的感受其接受设计信息，

通感的起点与最终呈现也需要视觉方式呈现。平面设

计中，五感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而五感层面的通感

则是建立在设计者对于受众思想的把握，设计元素的

转译，符号化视觉元素的呈现上，因此通感的实现需

要借助符号化视觉元素的强有力支撑，同时需要设计

师对符号化元素的形成与转译的良好把握。设计师在

平面设计中不仅仅是一个构思者，同时也是翻译者，

执行者，其不仅需要把握设计元素，同时也需要把握

作品与受众的互动，借助符号化语言的提炼与视觉元

素的呈现，将设计理念进行系统、全面的传达。 

3  平面设计交互中艺术通感的运用表现 

艺术通感的研究，运用于平面广告中。以广告为

载体，以宣传品为核心，围绕宣传品的特点寻找与受

众的契合点，采用多种方式建立两者的桥梁，是平面

设计交互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艺术通感手法运用的

主要土壤。艺术通感是一根纽带，有效的搭接设计师、

设计作品、受众之间的互动桥梁。 

3.1  平面广告素材的艺术通感表现 

人们通过五感来感受外界信息，以眼睛、耳朵、

鼻子、舌头、皮肤等为媒介，同时人们也依靠五感搜

集各种素材，因此广告设计中素材的收集也是依靠五

感实现，这些元素被分为五种不同的符号（视觉、听

觉、味觉、嗅觉、触觉符号），平面广告设计便是将

这些元素烹饪为符号大餐，通过五感的认知与汇总，

把各种环境信息转化为创意素材信息[5]，融入自己的

设计思想，最终将这些素材在融汇中通感。平面广告

素材中视觉与五光十色，听觉有宫、商、角、徵、羽，

味觉有甜、酸、苦、辣、咸，嗅觉与触觉同样有着丰

富的感受与认知，这些各具特色的素材便是平面广告

的艺术宝库，从一种感觉出发，串联多种感觉，最终

实现多角度，多感觉的认知。比如，音乐是一种听觉

体验，人们会在动听的音乐中将这些元素在脑海中形

成一幅幅视觉画面，这种感官的升华并非切实可见，

而是大脑对于多种元素的二次加工，是大量元素的大

脑意向融合。艺术通感不仅仅给我们一个创意施展的

空间，同时各种感官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相互融合，相

互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可以相互关联，融会贯通，

最终为平面广告的创意与设计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3.2  平面广告思维的艺术通感表现 

人们认识与表达世界并不是单纯的依靠感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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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需要在感官的配合下，进行思想、情感与意志的沟

通，作为一种创造性思维，广告创意思维的内涵与外

延可以无限大[6]。其不仅仅可以提供新颖且有价值的

思维成果，帮助人们认知未知的领域，同时可以不断

的推动科学研究与艺术活动，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源

泉。平面广告思维的艺术通感表现可以从符号学的能

指与所知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3.3  符号学能指层面的艺术通感 

符号学能指一般是物象本身，是显露在表面的现

象，可以通过视觉直接认识。符号学中的表象是人们

对于事物感知后形成的形象思维记忆，在平面广告设

计中，当遇到一个抽象的事物或者概念的时候，我们

并不会首先通过抽象的概念去解释，而会在脑海中对

抽象事物具象化，不自觉的在脑海中呈现出与这个抽

象事物所匹配的具象视觉形象。比如，我们通过品尝

糖、蜂蜜等体味出甜的味道，当再次接触到甜这个词

语的时候，脑海中会呈现出糖或者蜂蜜的物象[7]，我

们对于谦卑有着卑躬屈膝的人物形象认知等等，这便

是一种符号学的能指的体现，也是格式塔心理学中经

常提到的思维填充，同样是当今广告创意中赖以生存

的通感切入点之一。 

采用符号学能指层面的艺术通感表现平面设计

作品是一种极为常用的手段，比如方便面的外包装一

般会直接印刷泡好的方便面形象，这种方式看起来非

常直观，即使上面不出现任何文字，人们也很明确的

知道内装物品是什么，只是这种方式产生的艺术通感

更加直接，且设计感相对较弱，但是其传达准确性与

通感的直接性是其他手法无法比拟的，因此在平面广

告设计中占据着主体地位，而设计师需要做的便是在

保持这种能指的直接性基础上尽量优化设计。 

3.4  符号学所指层面的艺术通感 

所指是建立在能指之上的一种意象化指代，意象

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其思维的创造性极

强，意象与表象的区别便是符号学中所指与能指的区

别。人们通过主观意识去阐述世界，这也是广告设计

中思维的物质化呈现，我们不难看出，在很多艺术形

式中都包含着能指与所指两部分，所指所带给人们的

不仅仅是物质本身，同样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美好

心理体验的呈现。设计中想要达到所指的目的，就要

对受众进行心理分析预估，并将这种心理因素转化为

相应的符号或视觉形象。表达符号学中的所指其实是

思维与感觉的桥梁，任何事物都有其意象性特征，而

且从产生到结束都是视觉对客观事物的意象性解读，

解读的过程是一个抽象化、概括性的过程。在消费社

会中，广告所承担的角色便是在产品与人之间进行转

换，将一种结构转换为另一种结构，或者进行转码，

从客观事物转化为意象符号，让人们将产品与自己的

需求或者某种美好的生活场景关联，激发购买欲望。

广告一般从视觉形象入手，借助其符号性的能指与所

指部分的搭配，激发受众的联想、审美、理解等，从

而带动全面感觉的迸发，视觉引导其他四种感觉中的

一种或者多种，最终达到艺术通感的效果，同时激发

整体知觉的兴奋感与感受的升华。 

日本设计大师原研哉在自己的著作《设计中的设

计》中提出了设计的本质：“以五感为设计的方向，

把沟通设计的理念引入平面设计。”平面设计不仅仅

是一种视觉设计，而需要通过视觉引导其他感觉，最

终达到信息的完整呈现，激发受众的认知欲望。日本

2005 年爱知世界博览会以“自然的睿智”强调人与自

然的关系，原研哉为此做了一系列设计，以动、植物

为主题，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通过不同容

器的限制，突出因人的发展大量挤压动植物的生存空

间，甚至导致很多动植物濒临灭绝。其能指为动植物

本身与挤压的条框，所指则引发思考，是谁将他们挤

压在这么小的空间内，如果将我们挤压在这种空间

内，我们的感受会如何。 

3.5  平面设计方法的艺术通感表现 

平面设计虽然局限在基础的设计层面，但是其表

达方式是多感觉的综合实现，设计师利用丰富的图

片、文字、色彩、道具等，同时充分结合现代设计方

法刺激人们的视觉感官，最终达到视觉传达的效果。

平面广告从符号学角度分析便是一种图形符号化的

过程，从信息学角度看则是一种信息编码的过程。平

面广告不是一种简单的单向沟通，而是一种相对比较

复杂的双向互动，这种互动包含了设计师的编码与受

众的解码两个过程。设计师的编码则需要依靠广告创

意的方法实现，设计师根据其需要表达的或者传播的

效果为寄出，确定哪些意义及形式通过那种符号方式

呈现，这就是设计的编码过程，也是平面广告创意方

法的构思过程；编码过程的影响因素很多，比如受众

的需要求和心理状态、媒体的投放方式、产品的定位

等等。编码完成后，则需要受众对其进行转码与解码

过程，这个过程中艺术通感开始发挥极大的作用，是

平面广告创意实现的桥梁和催化剂，设计不仅仅是为

了视觉的加工，而是一种信息的综合加工，整个过程

不仅仅需要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同时需要信息的重组

与升华，最终达到形式化的视觉表现[8]。平面设计的

创意方法很多，但是方法仅仅是一种手段，平面广告

的最终目的是传达，通过不同手段，结合不同情景与

产品需求，最终达到不同的传达效果，这才是广告设

计的核心所在，当然这个过程中艺术通感的把握显得

格外重要。 

例如李锦记辣酱的广告设计，其充分利用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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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感的手法进行平面广告创意设计，图片中以典型历

史人物包拯和张飞为形象，首先是黑脸的包拯被辣成

了红脸，其次以红脸的张飞形象传达辣酱的效果，搭

配人们吃到辣之后的统一表情，从而体现出其产品的

典型特征——辣，这便是通过视觉手段表现味觉的典

型代表之一。设计中，笔者采用了视觉、味觉和心觉

元素，让广告素材更大限度的形象化，简单化，形成

了明显的可视、可闻、可感的视觉元素符号，同时搭

配必要的广告词与表情动作，在表现方法上运用味觉

视觉化、抽象直观化，最终达到其广告宣传的效果。 

3.6  平面设计效果的艺术通感表现 

以平面设计中的广告设计为例，平面广告设计效

果便是达到广而告之的目的，让受众记住广告，接受

产品与服务，从而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广告设计的

目的是宣传，宣传的实现途径则需要受众的共鸣，让

公众强烈的感受到这个广告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实现

这个目的的基础是受众首先熟悉广告，了解广告，认

可广告[9]，这就有赖于受众的解码分析，影响解码的

因素也很多，但是主要是受众的个性化特征与区域性

文化特征的影响，针对不同的受众，我们应该有提前

的预知判断，因为不同的受众由与教育背景、成长环

境、性格特征等因素的影响，面对同一设计作品所产

生的心理感知是不同的，那设计本身所产生的效果也

是不同的。 

平面广告设计的效果的预估是设计师设计工作

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设计

师应当对效果的呈现有一个明确的预估，通过预估调

整其设计的构思及创意，这种预估应当建立在明确的

受众定位、产品定位及宣传效果定位上。这种效果的

预估准确性需要设计师充分了解受众的心理状态，生

活环境和社会阅历等，能够预测到广告呈现状态下的

受众通感的效果等，从而把握设计的方向。 

4  结语 

艺术通感来源于生活素材的归纳总结，当与艺术作

品不期而遇时，情形会是什么样的呢？各种色彩传递的

情绪是怎么的呢？在对单个要素做出评判之前要先体

验画面向我们传达的整体感受。我们要能够感知作品传

达出来的艺术通感，它是人的生理与心理的一种艺术共

通的感知。而这种感知需要设计师通过符号性，心理分

析等多种手段加以提炼。在设计中运用艺术通感的手段

主要是为了调动受众的感官体验，在交互方式上实现受

众认知场景的联想呈现，同时充分把握设计的情感化功

能。只有通过艺术通感的合理提炼才能归纳出不同的人

对于平面设计效果的需求进行合理设计[10]。平面设计交

互的艺术通感把心理感受转化为情感体验，拉近设计

师、设计作品、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让设计发挥更具

感染力的效果，增强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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