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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原理摘 要:图形设计作为视觉空间设计中的一种符号现

象，起着沟通人们与文化、信息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对

此进行研究与认识，发掘更多的符号特性，更准确的运用符

号学原理来进行平面图形设计。 关键词:符号.符号学.表形性

思维.视觉化 引言 赛车场地中，设计者将转弯处的墙壁涂成

黑黄相间条纹的图案，借以提醒车手集中注意力，警惕发生

意外。这是因为每当人们看到黑黄相间的条纹时，都会不自

觉的产生畏惧感和警惕性，这种感觉或不仅仅来自于图案色

彩本身具有的视觉特性，可能也与黑黄色条纹使人们产生对

虎或是蜜蜂等可能给人带来危险的动物的联想有关，人们对

这样的图形的畏惧与警惕是人们共同生活经验中对老虎或蜜

蜂的畏惧与警惕的延续；相同的绿色，却常会使人们产生心

旷神怡的愉悦感，仿佛置身于茂密的丛林与清新的空气之中

，而生命在自然的环境下也得以健康的生长。因此，绿色，

被更多的运用于医药，环保等关于生命领域的设计课题中。 

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不胜枚举，在实际的设计中也常会有类

似的应用，这其中的道理何在呢？是什么规律在支配这些现

象呢？原来在平面设计中我们正在广泛运用的许多手法背后

，都隐藏着符号学原理的影子，在图形设计中也存在着这种

现象 。图形本身是视觉空间设计中的一种符号形象，是视觉

传达过程中较直接、教准确的传达媒体，它在沟通人们与文

化、信息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图形设计中，符号



学的运用，影响着图形设计的表形性思维的表诉。也正是由

于它的存在，使平面图形设计的信息传达更加科学准确，表

现手法更加丰富多彩。 1 平面图形设计与符号学的本质联系

1.1 关于符号与符号学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著名思想家

庄子在其著作《庄子外篇》中就已提指出：“言者所以在意

，得意而忘言”即：在语言和事物之间存在着表征物与被表

征物的关系，语言是事物的表征物，事物是语言的被表征物

，语言的任务是事物信息的被传达，语言的角色是传达信息

的媒体。符号正是利用一定的媒体来代表或者指示某一事物

的东西 ①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艾柯提出：将符号定义为任何

这样一种东西，它根据既定的社会习惯，可被看作代表其他

东西的某种东西 ---- 一个记号X代表并不在的Y，成语“雁泥

鸿爪”生动准确地表述了符号的概念，鸿雁在泥沼与雪地上

留下的爪印，使人们得知曾有鸿雁经过这里的事实，并且可

由此推断出鸿雁的大小多寡等信息。爪印，是记号X，而鸿

雁是并不在的Y。符号学，正是研究符号规律的科学。 1.2 符

号从何而来？ 由于人类特有的社会劳动和语言，使人的意识

活动达到了高度发展的水平，人的思维是一个由认识表象开

始，再将表象记录到大脑中形成概念，而后将这些来源于实

际生活经验的概念普遍化加以固定，从而是外部世界乃至自

身思维世界的各种对象和过程均在大脑中产生各自对应的映

像。这些影响是由直接的外在关系中分离出来，独立于思维

中保持并运作的。这些印象以狭义语言为基础，又表现为可

视图形，肢体动作，音乐等广义语言。 1.3 平面图形设计与符

号学原理 A.平面图形设计是一个特殊的思维过程 人类的意识

过程，其实是一个将世界符号化的过程，思维无非是对符号



的一种挑选、组合、转换、再生的操作过程。因此可以说，

人是用符号来思维的，符号是思维的主体。平面图形设计，

是以信息传达为目的的，在二维的空间中对字体的位置、比

例、相互关系的筹划，无疑，这也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但同

时，它又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思维过程。 这是一个开始于

设计者，延续到受众观者心理活动的思维过程，而这种延续

正是依赖于作为思维主体的符号。就像本文开始时提到的例

子，设计者将危险动物老虎或蜜蜂符号化为黄黑相间的条纹

，并依赖于它将危险与警惕的信息传达到车手的意识中。 B.

平面图形设计可以说就是符号 平面图形设计从本质上讲就是

以利用平面媒体传达信息为目的的，这决定了它一定是广义

语言的一部分。因此，平面图形设计本身就是符号的一种表

达方式；同时，它又是以符号的方式，符号的原理为依据与

手 段的。由此可以见，对符号运用的合理与准确，对于达到

信息传达的目的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找到一个符号X，可

以准确的传达Y的信息，成为了一个平面设计作品成败的关键

。 2 更多的发掘符号的特性，更准确的运用符号的语言 平面

图形设计本身是符号的表达方式，设计者借它向受众传达自

身的思维过程与结论，达到指导或是劝说的目的；换言之，

受众也正是通过设计者的作品，与自身经验加以印证，最终

了解设计者所希望表达的思想感情。显而易见，作为中间媒

体的平面图形设计作品，这时就充当着设计者思想感情符号

，而这个符号所需表达的信息是否可以被观者准确的、快速

的、有效的接受与认知，就成了设计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志。

这正是由设计者在设计的思维过程中对图形符号的挑选、组

合、转换、再生把握的准确有效程度所决定的。由此可以说



，符号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这句古训在这里得到了新的诠释。 为了更好的了解和运

用符号这个工具，应该理解三个方面的概念： 2.1 使符号不断

的深化 符号的三个类型和层次 从符号与它指涉对象（即其指

向与涉及的事物或领域）的关联上，目前在符号理论研究领

域普遍认为可以将符号区分出以下三种不同的类型，同时也

是符号的三个层次： ■图像符号（ICON） 图像符号是通过

模拟对象或与对象的相似而构成的。如肖像， 就是某人的图

像符号。人们对它具有直觉的感知，通过形象的相似就可以

辨认出来。 ■指示符号（INDEX） 指示符号与所指涉的对象

之间具有因果或是时空上的关联。如路标，就是道路的指示

符号；而门则是建筑物出口的指示符号。 ■象征符号

（SYMBOL） 象征符号与所指涉的对象间无必然或是内在的

联系，它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它所指涉的对象以及有关意义

的获得，是由长时间多个人的感受所产生的联想集合而来，

即社会习俗。比如红色代表着革命，桃子在中国人的眼中是

长寿的象征。 上述三者，既是符号的三种类型----并存而不

可相互取代，又是符号逐次深化的三个层次，一个由图像符

号至指示符号再至象征符号，其程度不断深化，信息含量更

加广泛的过程。鸽子的形象，出现在产品的包装上时，无疑

它只是包装内商品的符号，向消费者传达的信息是“此包装

内的商品是与鸽子有关”，此时，它是作为图像符号出现； 

由于鸽子是人们在生活中常见到的动物，具有被人们广泛认

可的动物特征，因此，它出现在路牌或是处所的标示中时，

它是作为指示符号出现的，传达的信息为“此处属保护动物

领域”；当这个形象再次出现，却是与枫叶的造型一起，组



成了新的标志，它不再具有上述二者的含义，而是指涉慈善

行业，表示一种和平，援助，并与枫叶一起，表示地域，一

般人们一看到枫叶就很容易想到加拿大的形象，枫叶以成为

加拿大的象征。在这里的鸽子形象，正是以它的象征符号的

身份展示在人们面前了。设计师有意制造枫叶的缺角，表示

失业者，并把枫叶的缺角刻意演变成一个鸽子形，表示慈善

机构，正向你伸出援助之手，精妙至极地表现了“加拿大慈

善事务恢复”的信息意念。此时，它含义的表达的准确有效

无可挑剔，而这正是它由单纯的图像符号经由其内在因果关

系变为指示符号，再由长时间多个人对其的感受联想赋予它

更广泛的含义，飞跃为象征符号的过程的必然结果。由此可

见，为了使思想感情的信息更有效准确的传达，需要一个符

号不断深化的过程。但是，一味地，漫无目标的深化符号的

指涉是不负责任的，是与初衷背道而驰的。 2.2 把握符号的变

量思维，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范畴 作为狭义的个人思维，具

有与生命等长的长时间性和对不同生活空间的探索性；作为

更广义的人类社会的思维活动，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永恒性与

对所有涉及空间的适用性。 作为思维的主体，符号在时间与

空间的变换中也是可变的。 ■不同的时间空间，使某一具体

符号有着不同的指涉物； ■不同的时间空间，不同的符号指

涉同一事物； 在设计中，对于符号的挑选发掘运用，应该把

握住这些变量，才能使信息传达准确而不出现歧义。 A. 不同

的时间空间，使某一具体符号有着不同的指涉物 河南安阳殷

商遗址出土的大量龟甲兽骨上，刻有大量象形文字，称为甲

骨文，这是我国可考的最早文字。这些文字当时是用来记录

占卜结果的，也就是记录事件的符号。随着时间的推移，到



了数千年后的今天，除了在考古工作者的眼中它还保留有记

录事件符号的特性外，在绝大多数的人心目中，这些难于辨

认的文字，已成为几千年前那个时代的象征。 在大量的平面

设计作品中，甲骨文的形象反复出现，它所传达的信息已不

再是古人询问命运的结果，而转变为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追思

，在这里这些文字已经成为数千年中华文明荣耀的提示符。 

“”字符，是古代的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通常被认

为 是火或是太阳的象征，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出现。在

中国等亚洲国家“”是一个佛教符号，在梵文中意为“吉祥

之所集”，认为它是出现在释迦牟尼胸前的瑞相，用作为“

万德吉祥”的标志。武则天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定制读音

为“wan，万音”在佛经中也写作“”。但是，同样的一个字

符，在近代的欧洲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1920年，当时的

德国纳粹党魁希特勒将“”用作了纳粹党的党徽，他认为这

象征着“争取雅利安人的胜利的斗争的使命”，“”遂成为

了法西斯统治，暴力和血腥恐怖的象征。② 同一符号，在不

同的空间中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指涉物，“”是一个典型的例

证。 在中国或是亚洲的设计作品中出现的吉祥含义的“”，

是绝难被西方国家的民众所接受的，他们无法理解这个符号

不同于他们习惯的指涉。 在时间空间相对一致的情况下，社

会因素也是符号指涉发生变化主要因素。避孕套本是极普通

的一种节育工具，但短短几十年内，不论在世界的角落，它

在作为符号的指涉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它的用途，

在早期的设计作品中，它的出现仅仅是影射其行为本身，但

是，当20世纪五六十年代，艾滋病的发现及迅速广泛蔓延，

使避孕套这一形象在设计作品中的出现更为频繁，其指涉对



象也由原来的含义转变为“防止艾滋病的传播”这样的作品

在不同的地区出现，人们对它新的含义的认可程度可见一斑

。网络也有着类似的经历。由于网络以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必

不可少的交流方式，而符号“@”是网络的表示符号，它原

本的象征电脑，网络的含义渐渐被人们淡忘，取而代之的是

它已成为交流的标志。。这也同样反复出现在相关主题的平

面设计作品中。 B. 不同的时间空间，不同的符号指涉同一事

物 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的变化，变化着

的时间和空间赋予事物以新的含义，事物也都在不断的变化

着代表它的符号来适应它新的含义。生活在这样变化的时间

和空间的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也在变化，建立在大脑中的映

像-符号，自然会出现差别。时尚，也许是社会中变化最快的

事物，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会有所不同。代表时尚的符号

，也在随之不断地更新变化。 2002年，流氓兔的造型风靡京

城，它以其精彩的情节与令人瞠目的视觉效果征服了广大的

观众。很多朋友在见面时都会互相问道“看过流氓兔吗”，

无疑，观看这样的一部动画，是时尚的体现，已成为代表“

时尚”的众多符号之一。如今市场上很多商家，受到了这部

动画的启发，创造了一群在形象上类似电影中主人公造型的

形象。目的就是希望借此传达给观众，购买和使用这样的产

品，是一种同观看动画流氓兔一样的时尚行为，是你永远紧

握时尚脉搏的生活方式之一。而目标消费群正是这样的追求

生活时尚的群体。可以想见，在更早些的时候，当这部动画

还未为人所知的情况下，设计者是不会想到使用这些形象的

，这些形象不可能被人们所认可的。因为当时代表时尚的符

号中并没有这样的一部动画或其中的形象。红十字会是一个



有战地救护发展起来的，志愿的、国际性的救护、救济团体

。到现在为止，以由140个左右的国家成立了红十字会。在大

多数的国家，使用白底红十字为标志，并称之为红十字会；

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一些阿拉伯国家使用白底红色的

新月形作为它的标志，并将组织的名称定为“红新月会”；

在伊朗，红十字会叫做“红狮和太阳会”，表示是白底的红

狮与太阳。但是不论什么样的名称与标志，其效果都是一样

的? 圆煌皇歉鞲龉业奈幕⒆诮獭⒒蚴怯牒焓只岬睦吩ㄔ从兴钜

彀樟恕?nbsp. 综上所述，作为思维过程或是符号表达式的平

面设计作品，它所挑选、组合、加以运用的的符号元素应是

具有明确指涉功能的符号。应与其所处的空间，时间，社会

现实的要求或表现相一致，才能恰如其分的发挥应有的效用

。这就要求设计者必须把握住他所应用的符号可能存在的变

量，保证这些符号的当前值正是设计者表达思想感情的所需

值，而不是它们既有的、曾有的、或可能有的其他含义。 “

没有什么问题像与符号有关问题那样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如此

复杂如此基本的了， 符号与人类知识和生活的整个领域有关

，它是人 类世界的一个普遍工具，就像物理自然界中的运动

一样。”③作为人类 表达意识，传达信息的手段与方式之一

的平面设计，也同样是依赖于符号学这一工具的。艾柯甚至

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平面图形设计的目的是人与人的

交流，符号，无疑是必然的工具。作为设计者的我们，学习

运用符号学的工具，会使设计更具有效的功能。设计，作为

传达思想的媒体，本身就是符号，设计又是由符号元素构成

的，设计者成功的挑选、组合、转换、再生这些元素，汇集

成为指涉自己思想的符号，成为自身与受众共同认可的符号



，这是沟通真正形成，信息准确完整的传达，设计这一思维

过程才是完满的。 符号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科学，其博

大精深的原理与方法论在各个应用学科领域中的研究与实践

是相当普遍与深入的，在平面图形设计中也是如此。 注释： 

①符号正是利用...... -《理论符号学导论》，李幼燕著 P2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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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symbol in visual design ,Graphics works as a bridge between

people and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 So, we should stud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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