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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拼贴手法对当下动态图形设计的启发。方法 从多角度分析动态图形设计的先行者们在

设计实践所使用的拼贴手法，总结其对传统拼贴手法的继承与发展，结合个人的实践经验，总结动态图

形中的拼贴手法是如何将毕加索的拼贴手法中“亲近生活”、“提升思考性”的特征引入到当下的动态图

形设计中的，提升其表达效果和可能性的方式方法。结论 通过“拼贴”对动态图形设计的有机介入，

给动态图形设计带来了提升。一方面既可摆脱计算机复制带来的触感、隐喻等传统拼贴特征缺失等问题

的困扰，带来生活触感的提升；另一方面，又能打开思路，结合当下新的技术手段提升创作空间广度，

获取更便捷的设计实践手段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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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Collage" to Motion Graphic Design Expressions 

LI Shu-jie 
(Hexiangning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Guangzhou 510225,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inspiration of collage techniques in motion graphic design. By analyzing the 
experience about collage techniques which the pioneer of motion graphic design had used from many aspects, the author 
summarized their contribution in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collage arts. And the author combined his own experience to 
discuss how to introdu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echniques works, which Picasso called in collage art, "being close to 
life" and "thinking advancing" into motion graphic design, and improve its expression effect and diversification. The or-
ganic intervening into dynamic graphic design through "collage"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dynamic graphic design. On the 
one hand, it can get rid of th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touch and other traditional collage features such as metaphor 
brought by computer duplicate, and bringing abou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ense of life;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open up 
the ideas and combine the new technical means, enhance the breadth of the creative space, and obtain more convenient 
design practices and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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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贴手法是 20 世纪艺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原指

把不同时空属性的材料加入到另一种材料载体上的

技巧，如镶嵌、裱纸等[1]。自 20 世纪现代艺术诞生

后，拼贴开始成为更有意义的表达方式[2]。现代艺术

和拼贴就是一个不可分离的统一体[3]。拼贴的手法从

此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性名词，它的应用反映了艺术家

的思考，影响了现代艺术的画面构成，同时也因时代

进步而不断拓展了艺术语汇。 

动态图形是基于平面设计的设计原则基础上使

用动画技术制作的一种视觉表现艺术，20 世纪 50 年

代由“平面-电影”跨界的设计师们开创。它既具有

传统拼贴风格上辨识度和语境，又有和技术、生活发

展紧密相连的特点，可以看作是在动态条件下对拼贴

手法的一种延伸。相对于广义的拼贴，它指的是平面

二维屏幕中呈现的画面效果；相对于狭义的拼贴，它

又包含静态画面之外的动态成分，在时间维度上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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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平面设计表达更多的可能性。动态图形凭借信息氛

围渲染力和信息传递的时效性等特点，在越来越多商

业应用领域中受到重视，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

方式[4] 

1  当下动态图形设计中拼贴语境的思考 

当下是信息迅猛增长的时代。技术进步带来信息

的爆炸式增长和信息交流方式的改变，第五次信息革

命后，以手机和 ipad 等移动终端的大量使用为标志，

后传播时代已经打开了序幕，5W（who、when、where、

which、what）的模式终成现实，任何人在无论何时

何地都可以通过任何渠道获得自己关注的任何信息[5]。

在信息大量、快速的传播要求下，动态图形设计受其

影响愈发依赖制作技术的模式化和易修改、易传播的

特点。 

1.1  触感的缺失 

这里说的触感缺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指物

理材质的介入，动态图形设计的表达和生活的距离被

拉大；二是动态图形设计本身受到展示方式的限制而

缺乏了触感体验。早在勃拉克意识到艺术脱离物理世

界 的 危 机 并 发 明 贴 纸 法 的 时 候 ， 立 体 派 评 论 家 保

罗·赫维迪就提出了“可触及”和“观念性”对画家

同样重要，直觉和智慧使人们迅速、无拘束地抓住了

现实中 强悍及 卑微的东西。可见，在艺术表达中，

视觉信息的可读性和创作者想要传达的观念的重要

性是对等的，没有易于观众认同的视觉呈现，再好的

观念也难以被观众所获取。“可触及”不但指信息的

可读，还指信息的“实感”，物理材料在视觉上引起

“触”的通感，有助于拉近艺术与生活的距离。 
当下动态图形设计比较依赖与技术产生的视觉

冲击，比如桑德斯·凡·提工作室作品展示见图 1，

突出制作技术的科技感的同时也拉大了和生活的距

离，因此只能达到视觉效果上某种模糊的情感和情绪

表达。与生活的联系弱导致观众难以凭借其画面获取

有效信息，致使动态图形设计的形式难以成为艺术创

作清晰准确传达观念的工具。 
 

 
 

图 1  桑德斯·凡·提工作室作品展示 
Fig.1  Sander Van Dijk showreel 

传统拼贴手法中用材料模拟触感的功能又恰好

补充了动态图形设计缺乏触感体验这个缺陷，原研哉

在《设计中的设计》中更是把这种视觉上使用材料发

挥五种感官的功能而形成的色彩、气味、声音、味道、

触感[6]的模拟方法延伸为视觉对“五感”的联通[7]。 
来自英国 Blind 团队设计的儿童早餐广告密保诺

的三文治保鲜解决方案见图 2，将日常可见的食材直

接安排到画面，引起了观众对食物触觉、味觉和嗅觉

的感觉。在黑板的衬托下食材一步步组合起来，这里

提供了一系列信息：黑板、粉笔画对应学校；食材组

成的气球符号对应儿童；食材的组合方式对应三文

治；用酱料写成的“3”对应了广告语“save 3 dollars 
everyday”，全部联系起来刚好就是广告的核心信息—

—使用密保诺保鲜袋携带三文治早餐每天能节省 3
美元，短短 8 秒的广告让观众有了充分的“可触及”

的体会，在传递信息时增强了观众认同。由此可见，

拼贴手法的物理材料的回归对动态图形设计的表达

效果有重要意义。 
 

 
 

图 2  密保诺的三文治保鲜解决方案 
Fig.2  Ziploc Sandwich Endtag 

 

1.2  隐喻的缺失 

单纯追求信息传递的高效和物理材料介入的缺

失使动态的图形又回到了一一对应的模式，导致拼贴

隐喻的艺术特性随着动态图形设计对技术的依赖渐

渐消减。动态图形转向技术主导的发展方向之后，由

于与商业领域的紧密联系，所以快捷的符号表达成为

了 主 流 手 段 ， 如 著 名 设 计 师 施 德 明 为 葡 萄 牙 电 力

（EDP）设计的新的可变形品牌标识，在其动态图形

短片中使用了大量的视觉符号，但是没有任何材质或

者符号的置换，视觉符号只对应本身所指代的意义，

只强调了信息的简单和高效性。 
相比起数字化的物理材料，计算机生成的矢量图

形具有高度可变形性、易于修改的特点，在视觉 ziploc
符号产生形态变化的情况下，还不会存在失真的问

题。一些艺术设计师的作品，尤其是在一些以数据展

示为主的作品中，都被作为主要元素使用，如设计师

田中健一介绍日本风情的作品《奇怪的日本》见图 3，

由于在餐饮、科技、水资源等方面的介绍，涉及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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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奇怪的日本》 
Fig.3  "Japan-The Strange Country" 

 
量数据对比和图形形变的制作，因此采用了全矢量图

形制作的方式。虽然这些的整洁画面保持了信息的简

明可读，但是这些作品重点都在信息传达的通俗性

上，显得直白；而模式化的造型就显得雷同。 
原本拼贴手法中，物理材料肌理的偶然性能缓解

造型雷同的问题。英国 Wyldstallyons 设计工作室为

市场研究集团凯度做的形象宣传短片凯度蒙太奇见

图 4，为解决数字和数据图表带来的冰冷感，作品采 
 

 
 

 
 

图 4  凯度蒙太奇 
Fig.4  Kantar Montage 

用了手绘肌理和数字、图表、网格等符号结合的方式，

其中饼状图和数据分析走向图同时又可以是太阳和

山脉，这样既反映了业务特征，又不失生动和趣味。 

1.3  介入物、创作工具的数字化带来的机遇 

数字化时代为动态图形中的拼贴手法应用提供

了介入物和创作手段上的革新。尤其是以介入物的数

字化为显著特征，这一方面指技术发展为物理材料的

介入提供了新渠道：通过拍照、扫描等手段，现实世

界的材料进入到电脑屏幕的“赛博空间”中，另一方

面电脑生成的图形可以高度还原物理材料的肌理色

彩等真实感。作为数字化创作工具，各类型的应用软

件使得动态图形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技术难

度，从而节省了人力、时间和资金，并大大降低了制

作成本。尤其是 After Effect 等具有渲染能力、可以

轻松模拟更简洁易用的创作工具，为人们带来了重构

世界的手段。特别是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源和材料转化

手段大大增强了拼贴手法在动态图形设计中的应用

可行性。 
加州艺术学院的学生杰森·卡尔为本校平面设 

计专业设计的动态图形推广短片——加利福尼亚艺

术学院的图形设计见图 5，3 个部分分别来自于对 3
位参与了 graphic design program 的学生的访谈，设计

师通过将动态图设计和访谈语音联合的的方式来完

成短片。设计师采用了拼贴手法，将受访者 Helen 为

学院设计的作品元素进行拆解，拼贴到画面中。来自

受访者在设计中用到的布料、网格纸等材料，通过数

字化处理进入画面，和照片以及直接数字生成的文

字、色块等联合起来，构造出一个新奇有趣的视觉世

界。画面因应用受访者作品元素而与其所述内容产生

强烈的联系，同时把介入材料处理成彩虹、房屋和阶

梯，具有很强的隐喻特征，提升了表达效果的艺术性。 
 

 
 

图 5  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的图形设计 
Fig.5  Graphic design of 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 

 

2  动态图形中的拼贴手法表现 

2.1  索尔·巴斯的拼贴方法对隐喻的继承 

索尔·巴斯被誉为 20 世纪 伟大的平面设计家

之一，同时是现代动态图形设计的开山鼻祖[8]。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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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拼贴手法是将平面设计的图形作为介入物转

化为简练的象征符号，拼贴到时间轴线上的画面中，

原本静态的平面设计动了起来，既开创了动态图形设

计的形式，又是对拼贴手法的一种延伸。 
索尔·巴斯通过提炼拼贴“撕剪感”的视觉特  

性，巴斯将其和平面设计融合起来，并应用到片头设

计的实验中，达到了强调图底关系的同时不失效果的

生动[9]。虽然巴斯并非是将拼贴的“撕剪感”的带入

画面的第一人，但是在他眼中“撕纸”的边缘处理不

仅是画面风格或形式的追求和对国际主义风格的反

抗，而是“有意味的形式”，是能为主题表达服务的

形式。 
在《金臂人》（见图 6）和《桃色血案》（见图 7）

的片头和海报设计中，黑白色块边缘看似随意的处理

实则有意为之，通过这种不规则的边缘揭示了人物内

心和情节的特征。《金臂人》片头充斥着白色粉质的

线条，他们的运动看似并无章法可言实则有意为之，

通过这种不规则的边缘揭示了人物内心和情节的特

征。片头充斥着白色粉质的线条，他们的运动看似并

无章法可言，但都透露出电影本身的阴暗背景：毒品

对人的摧残以及主人公的内心挣扎。 后屏幕上出现

的扭曲的似乎是瘾君子的手臂，这更是点睛之笔，观

众很容易把此前出现的白色线条和瘾君子瘦骨如柴

的印象联系起来。 
 

 
 

图 6 《金臂人》 
Fig.6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Arm" 

 

 
 

图 7 《桃色血案》 
Fig.7  "Anatomy of a Murder" 

在《桃色血案》中，“Anatomy”本身就是“解

剖、分解”的意思，画面中撕剪感的介入和碎裂的人

偶剪影就是为这个主题的表达服务的。为了强调支离

破碎感，巴斯让手臂的剪影单独活动，在和文字信息

互动中被切开，给观众带来更强烈的心理冲击。这正

如毕加索谈到对拼贴的隐喻手法的见解一样：如果报

纸碎片可以变成瓶子，这就得到一样可供思考的东

西，它既是报纸，又和瓶子有关。业已被更替的物体

来到宇宙间，却非因宇宙而生，因此存有某种程度的

新奇感。人们就是要让人思考这种新奇感，认识到世

界正在变得离奇，正在变得把握不住[10]。 

2.2  动画技术对拼贴方法的补充 

莫里斯·拜徳对动态图形设计中的拼贴手法作 
出了补充。如果说巴斯早期的动态图形设计是在平面

设计基础上加入动态效果，那么拜徳的动态图形设计

则更强调电影技术的运用。受到波普艺术的影响，拜

德先是在第一部 007 影片《诺博士》和《迷中迷》中

大量使用了重复的鲜明彩色和块状元素，而谍战题材

《亿万头脑》片头见图 8，拜德将这种手法进行了扩

充，吸收了德国实验动画和法国纯电影的创作手法特

点，把原来冷抽象的色块变为用色彩分隔的方式，在

画面上建立类似于平面设计排版的框架，然后将几何

图形、符号、文字、视频片段等多种视觉元素作为拼

贴介入物安排到画面中。画面中大量使用了经过后期

处理的视频和照片素材，其中展示了记录信息用的纸

片、磁带、录音机按钮等，通过这些与侦探、间谍、

情报等词眼相关的画面代替直接的描述，隐喻电影主

题和诡异、压抑的气氛。可见无论是静态或者动态的

介入物，在这里都不是为再现客观事实，而是为整体

的表达服务。 
 

 
 

图 8 《亿万头脑》片头 
Fig.8  Title of "Billion Dollar Brain" 

 
在这个意义上，拜德的拼贴手法实则是对动态图

形设计中图形的范畴进行了扩充：它包括了原本平面

设计中静态的视觉元素（图形、图像、文字等），还

有动态的视觉元素（视频），在写实与抽象之间有了

更大的自由度。 

3  结语 

通过拼贴对动态图形设计的有机介入，给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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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设计注入了新的角度和方法。一是提升了动态图形

设计亲近生活的实感，使信息传达得以紧密联系艺术

与生活，减少过度强调科技感或纯粹几何形体动态变

化所带来的冰冷感，给体验添加亲和力，让受众易于

接受甚至能主动接受所传递的信息；二是提升了介入

材料的隐喻艺术特性，优化了动态图形信息传达的效

果，给予了受众更多的想象空间，既是亲切可读的，

又是艺术抽象的，这就造就了新奇的视觉效果，同时

能引导人主动思考，启发其对生活的重新审视和细致

观察，为艺术创作累积了视觉经验和素材。 
在技术条件下，动态图形设计中的拼贴手法体现

出了极高的包容性。一是科技持续发展，创作手段不

断丰富，新型的信息传递方式不断涌现且为大众所接

受，二是大众视觉经验得益于当下网络传播和便携式

电子设备的影响而快速成长，这一切都可以成为“拼

贴”的素材基底，又可以成为实现手段，给未来动态

图形设计中的拼贴手法带来了介入材料、形式、技术

手段等多方面的可能性，因此，动态图形设计中的拼

贴手法有很强的多元化特征和生命力，值得人们继续

关注和研究，能够促进动态图形设计的发展和繁荣。 
综上所述，动态图形设计还可以通过“拼贴”与

其他形式的艺术结合创造出更多艺术形式的作品。央

视《相信品牌的力量》让人们见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

符号、书画艺术形式与动态图形结合的魅力。巴西设

计师 Nado Costa 在 2010 年为 F.O.T.B 研讨会设计的

宣传片中，借用磁力物理现象（磁铁、磁粉和磁化墨

水）来制作动态图形，这种倾向于借助自然力量的方

法和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非

常相近。另外，中国的绘画艺术较之西方绘画注重展

示效果的特性更注重过程体验，这个特点又和动态图

形动态化描述的体验方式相吻合。这说明我国传统艺

术与拼贴手法下的动态图形有较高的契合度。 
而如何能通过动态图形中的拼贴手法去表现迎

合现代审美的中国传统艺术价值呢[11]，这又是一个值

得人们持续关注和思考的课题和细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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