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 装 工 程 第 38 卷  第 24 期 

296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7 年 12 月 

                            

收稿日期：2017-09-01 

作者简介：陈冉冉（1981—），女，内蒙古人，赤峰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平面设计、水彩。 

现代公益海报设计的创意与表现研究 

陈冉冉 
（赤峰学院，赤峰 024000） 

摘要：目的 探究现代公益海报设计的创意与表现方式。方法 从公益海报的公益性、通俗性、针对性、

长期性等特点入手，探索现代公益海报设计在元素替代、心理干预、国际化演绎 3 个方面的创意与表现，

并以具体事例展开深入论述。结论 在多元化的社会大环境下，创新公益海报的设计理念与方式，能够

更好地凸显主题，提升艺术效果，使公益海报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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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ity and Performance of Modern Poster Design of Public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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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creative and expressive way of modern poster design of public welfare. Starting from 

the public welfare, popularity, pertinence and long-term nature of public welfare posters, it explores the creativity and 

performance of modern poster design in the element substitutio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terpreta-

tion, and makes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concrete examples. In the diversifie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design concept 

and mode of innovative public service posters can better highlight the theme, enhance the artistic effect, so that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poster is grea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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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即有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公益海报

是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并不以盈利为目的，

而是引发大众对某些社会热点、公益事件的关注，通

过视觉信息传递服务于社会[1]。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

展，公益海报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形式也更加多样，

不仅在信息的传达上更加直观和快速，更开始向着国

际化方向发展。为了进一步提高公益海报的设计水

平，广大设计师也开始了更多的尝试，通过多种途径

丰富公益海报设计的创意与表现，提高感染力，扩大

宣传功能，更好地体现了公益海报的社会价值。下面

即对现代公益海报的全新设计理念及方式展开探究。 

1  公益海报的特点 

公益海报主要通过直白的艺术语言，如图形、文

字等形式进行传播和宣传，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

什么，从而增强人们的道德意识，规范行为。总的来

说，公益海报有以下几点突出的特性[2]。首先，公益

性。公益海报 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公益性，但不以盈

利为目的并不等于说从事公益海报是亏本的，从一定

程度上说，公益海报能够吸引人们关注热点话题，引

起共鸣，促使社会沿着良好的势头发展，而这是商业

海报所不具备的[3]。其次，通俗性。公益海报并不是

为某个企业的产品树形象、打知名度而产生的，其主

要目的是为社会大众谋利，为公众切身利益服务，因

此在内容的选取上经常通俗易懂， 大限度地照顾不

同文化层次的群体，使他们能够快速、有效地理解海

报所要表达的主题和创作者设计海报的目的。再次，

针对性。公益海报代表的是 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对

某些社会行为或社会事件的直观展现与思想延伸[4]。

这就使得公益海报的内容与形式必须具备针对性，要

告诫人们以合乎公众利益的准则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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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或倡导某种社会事业或社会风尚。 后，长期性。

公益海报反映的多是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问题，因此是

可以长时间使用的。一则优秀的公益海报，不仅能够

在当下的时间段使用，在以后的某一时期同样可以使

用。基于以上优势，公益海报比商业海报更具备深刻

的文化内涵，价值意义更大。尤其随着海报形式、题

材的丰富，关注领域的扩大，这种优势愈加明显，使

得公益海报不断出现在各大公共场所，成为了人们日

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2  现代公益海报设计的创意与表现 

公益海报是为公益事业而生，其所反映和传播的

主题和思想，是当时社会人们的意识形态，其简洁明

了的图形和极富感染力的色彩，具备强烈的感召力和

震撼力，能使传播内容深入人心，因此所以拥有广泛

的受众群体，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甚至有时不分国

界与语言[5]。为了使公益海报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

更进一步，设计师开始了不断的探索与尝试，将富有

时代精神和创新意味的元素替代、心理干预和国际化

演绎手法融入作品，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2.1  公益海报设计中的元素替代 

元素替代作为一种创意手法，因其新鲜的图像图

形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公益海报设计中经常使

用。具体而言，元素替代就是在保持元素轮廓的基本

特征前提下，将原图形中的全部或一部分用其他相似

的图形替换，创作出焕然一新又富有新鲜意味的新形

象、新图形[6]。这种手法看似荒诞，不合逻辑，实则

能够使公益海报产生意想不到的惊奇效果，在给观者

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还能带来超越思维与想象且富

有哲理的启示。首先，形义替换。形义替换是指用图

形的形和义的联系来替换，用这种手法所设计出来的

作品，只是基于形与义的联系，找寻新的突发点，用

图形的一部分来替换另一个图形，讲究在不影响整体

的情况下与设计作品主题相符。比如，一则宣传和平

的公益海报设计，就用手榴弹替代了鸟巢中的小鸟，

手榴弹和小鸟看上去毫无关联，却在受众的内心形成

了刚硬冰冷与柔软温暖这种对比强烈的感受，深刻的

含义让人印象深刻[7]。其次，空间替换。空间替换是

指在保持基本元素的情况下，改变图形的填充物，进

行不符合常规逻辑的空间变换。这种手法主要通过缩

小或者放大空间关系，营造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比如，

一则反映动车组相撞事故的主题海报，其设计理念是

将人体骨头与动车外形作空间替换，制造出一种强烈

的空间冲突，将伤痛感直接带到受众的骨子里，给人

以强烈的伤痛感。 后，感觉替换。听觉、触觉、视

觉、味觉和嗅觉等感觉同样能够传达视觉目的，在公

益海报设计中，两种或多种感觉的替换能够形象生动

地表达设计主题，传达情感。比如，一则提倡多吃蔬

菜的公益海报，为了凸显“并非没每朵蘑菇云都对身

体有害，请多吃西兰花（蔬菜）”的设计主题，在保

留西兰花的外观形状基础上，跟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蘑

菇云形状进行替换，表现了一种云朵翻腾的感觉，产

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理震撼力，这种将视觉、

味觉、触觉相互融合与替换的手法，更显得西兰花清

脆可口，有效诱发了受众的食欲。 

2.2  公益海报设计中的心理干预 

在公益海报设计中，设计师为了在强化海报主题

的同时，引发受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常常会借用色彩

带来的不同心理情感对受众进行心理干预。这是因为

色彩在心理学角度看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比如，红

色象征热情，令人心情振奋；蓝色代表宽广，让人镇

静。这些色彩能够直观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从潜意识

角度影响他们的情绪，起到心理干预的作用[8]。首先，

利用色彩的象征寓意。不同的色彩能引起人们不同的

心理感受。在公益海报设计中，色彩运用得当，可以

增强主题的表现力，引发受众的心理共鸣。比如，一

则以禁烟为主题的公益海报设计，将红色作为底色，

与白色的香烟变形成的绳节形态形成了强烈的色彩

对比，进一步强调了吸烟的危害，让人不得不冷静下

来进行反思，而这种效果的实现恰恰是发挥色彩暗示

力的结果。其次，配合几何图形。圆形、三角形、方

形等单纯的几何图形一旦与公益海报中的色彩元素

相结合，便会被赋予新的涵义，成为设计师和受众心

理世界互动的桥梁。比如，一则宣传音乐的公益海报，

设计师将许多颜色鲜艳的方形配合红、黄、绿等高纯

度色彩在黑色背景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活泼、明快，将

爵士乐的音高变化赋予色彩感，给受众带来一种想要

自由摇摆、跳动的强烈心理感受，这种视觉暗示的手

法使得公益海报更具引导性和说服力。 

2.3  公益海报中的国际化演绎 

无论是商业海报还是公益海报，优秀的海报作品

总是能够定位准确，从而吸引它所面对的受众群体。

就公益海报而言，其内容根植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所面对的人群是也是普通的社会大众，所以具有

很强的社会性。随着时代的进步，世界各国的交流日

益频繁和密切，公益海报只限于本国民众的情况已经

无法适应全新的社会环境。想要发挥更加广泛的社会

影响力，必须将国际化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满足

本国人民需求的同时，跨越国界和种族的限制，在国

际上形成一定的影响力[9]。首先，选题的国际化。既

然面对的受众群体是世界范围内的人民大众，在公益

海报设计中，设计师就要从选题定位开始，找准切入

点，使海报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应有的影响力。比

如，冈特兰堡的《书籍》系列公益海报设计，就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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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定位成世界范围内的普通大众，借助巧妙的视觉

想象营造了一个有趣的书籍和现实相结合的奇幻场

景，这一场景没有理解的障碍，从而使不同年龄层

次 和 文 化 背 景 的 人 都 能 轻 松 从 中 感 受 到 作 品 的 主

题。其次，创意的国际化。巧妙、新鲜的图形创意，

能够让设计师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作出令

人惊叹的设计作品。正因如此，在对公益海报进行

国际化演绎时，图形创意必不可少。比如，一则在

以“水是生命”为主题的海报设计大赛中的获奖作

品，就将图形创意发挥到极致。在这则公益海报中，

设计师融合了东方篆刻艺术，在“循”字之中包含

鱼、人、水 3 种事物，这种将中国古老的篆刻文化

和图形相结合的方式，很好地表达了水和人之间是

一种平衡和循环的关系，同时也将中国传统文化之

美传递给了世界人民。再次，手法的国际化。从传

统的手绘风格发展至今，海报的表现手法已经有了

极大的丰富，摄影拼贴、数码风格等新形式不断出

现，给海报设计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国际化趋势

更加明显，影响也更加广泛。比如，同样是一则以

“水是生命”为主题的公益海报设计，这则海报的

设计师选用了摄影的方式表达作品的诉求点，配合

摄影的写实魅力，能够跨越国界，给人带来强烈的

震撼，这种真实的视觉体验和强烈的心理冲击是其

他表现手法所无法替代的。另一则名为《共同的水》

的公益海报设计，选用的是插画风格，清新而温情

的现代插画风格本来可以让观者感动，却偏偏被严

肃的水污染问题所破坏[10]。这种跨越国籍和文化的图

形的语言，以童话般的叙述手法传递给受众水污染

的危害性，没有多余的文字解释，却震撼人心。 

3  结语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艺术的交流日益

频繁，各种艺术形式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势

头。公益海报设计作为其中的一个艺术门类，其独特

的构图与表现方式、巧妙的色彩搭配，配合良好的创

作素材，能够带给受众强烈的认同感，迎合人们主观

上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具有极强的社会意义。对于

平面设计师而言，公益海报设计是一种挑战，更是一

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因此，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设

计师应具备创新意识，以全新的视角和手法展开创

意，将元素替代、心理干预以及国际化诠释等手法做

到极致，创作出反映时代文化、先进文化同时具有强

大生命力的公益海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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