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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符号修辞学的平面设计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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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研究平面设计的符号修辞手法及其内部结构的运作，同时基于符号修辞学的研究分析

及当代效率文化影响，得出能够有效提升信息传达效率的平面设计方法。方法 基于符号学及语言学理

论基础，研究并分析在平面设计中普遍使用的明喻、暗喻、转喻、隐喻以及讽喻等符号修辞手法的修辞

格运作方式，探究不同修辞手法在平面设计过程中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而提出有利于传达更有效语义的

平面设计方法。结论 符号学对于设计而言是一个极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思路。在当

下，平面设计赖以生存的不仅在于对审美层面的满足，其更多在于视觉实践中的语义传达效果，因此，

从符号修辞学理论角度着手研究平面设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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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Graphic Design Method Based on Semiotic Rhetoric 

ZHI Yu, WANG Bing-ying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0, China) 

ABSTRACT: Analyze and study the semiotic rhetoric techniques of graphic design and the operation of its internal 

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semiotic rhetoric and the influence of contemporary ef-

ficiency culture, a graphic design method tha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s ob-

tained.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 research and analyze the rhetoric operation modes 

of simile, metaphor, metonymy, metaphor and allegory commonly used in graphic design, and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

ferent rhetoric used in the process of graphic design, and then propose a graphic design method which is conducive to 

conveying more effective semantics. Semiotics is a very practical and operable analysis method and research thinking for 

design. In the current signifier society, what graphic design depends on is not only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aesthetic level, 

but also the semantic transmission effect in the visual practices, and this has also led to the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graphic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meiotic rhetoric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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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学于东西方学界而言皆为一门经典学问。伴

随着 20 世纪“语言学转向”的到来，修辞学再次得

到学界重视并在此中寻找到了新方向，从其传统语言

学范畴弹性介入至符号学范畴。语言学早期研究对象

主要为语言表现，作为人类基本的交往渠道，语言表

现具有其他符号体系所不具备的高度明晰性。同样具

有高度概括性和系统性的修辞学在语言学体系中占

有重要地位，修辞学作为研究思路之一，能够有效分

析与整理语言文本的修辞格运作机制及原理，实现修

辞语言的体系化建构。由于结构主义思潮取代存在主

义思潮，符号学研究在学术界的兴起为传统修辞学注

入了新兴力量，符号修辞学成为了新修辞学的主要发

【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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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因此使得传统修辞学中的修辞格能够在不同

符号体系中的变体得到有效分析。 

修辞学在经历“语言学转向”后，继而与“图像

转向”发生碰撞。得益于经济水平与科技水平的相继

发展，传播媒介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在丰盛的图像生

产之下，“图像时代”已经到来。曾经依赖于印刷技

术进行意义传达的平面设计在科技水平迅猛发展的

时代背景下，已稳步迈进数字化平面设计阶段，时代

的进步与发展导致平面设计的传播媒介不断发生改

变，同时也使其涵盖的范畴发生了扩张性生长，但平

面设计的普遍设计方法及原则依然可以基于符号修

辞学进行分析研究。符号修辞学的发展壮大为传统修

辞学注入了新兴生命力，并发展为设计、广告、电影、

文化创意等当代艺术设计研究的重点研究方向；与此

同时，也使人们意识到非语言符号修辞学的研究意义。 

1  视觉符号修辞学研究重点   

学者王受之曾在其书中将平面设计概括为：平面
设计师把平面上的几个基本元素，包括图形、字体、
文字、插图、色彩、标志等等以符号传达的方式组合
起来，使之成为批量生产的印刷品，使之具有准确的
视觉传达功能，同时给观众以设计需要达到的视觉心
理满足的作品[1]，视觉符号文本是平面设计中 基础
的构成单元，由不同视觉符号元素所构成的平面作
品，其主要目的在于意义的有效传达，假使意义传达
的准确度不够高，就非常容易为观者带来歧义与不
解。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王受之老师对平面设计
的定义中存在着“符号”这一关键词。“符号”是一
个难以定义的概念，萦绕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赵毅衡老师曾在其著作中冒着将其概念简单化的
风险把“符号”定义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
知”[2]。在“符号满溢”的时代，视觉符号作为平面
设计中的基础单元符号，携带着设计师的意图被得以
建构。平面设计的发展与壮大与时代的进步息息相
关，其设计方法及研究方向也同样随之改变。 

修辞学曾被亚里士多德定义为一门有关说服技

巧的学问，伴随着符号学研究在学术界的活跃，符号

修辞学便以全新的方式对传统修辞学进行了重写，但

无论是传统修辞学还是新修辞学，从本质上看，其

终目的都是要探究各种 有效的交流方式。无论是语

言、文字还是视觉，都构建了社群的整合性与一致性，

因此，社群成员可以进行相对统一的行动[3]。受到当

代工业文明影响之下形成的效率文化，如何在短时间

内实现高效率意义传达成为了设计门类重中之重的

命题。以传达效率为目的的平面设计长期致力于探究

视觉符号与观者的有效交流模式，从而说服观者实施

与所指意义相对统一的实质性行动，而符号修辞运作

策略的战略性使用则是符号编码过程中的关键手段，

由此看来从基于符号修辞学的平面设计方法来进行

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如果说传统修辞关注的是文本的

意义机制与劝服原理，那么视觉修辞则尝试在视觉意

义上编织特定的修辞话语实践[4]。平面设计作品作为

非语言性符号的具体表征实物，其 终目的在于说服

观者接受并认知其所指，其视觉意义传达的过程主要

包括编码与解码。编码的过程指设计师利用图形创意

及符号修辞格的变换搭配以实现平面设计作品的呈

现，而解码过程则指观者对平面设计作品中的符号进

行接收并解读其传达意义的过程。基于符号修辞学的

平面设计方法研究试图提出在编码过程中如何高效

运用符号修辞策略的方法与原则，进而提高视觉意义

传达效率，使观者的解码过程更为顺畅与高效。虽然

形式与内容皆为任一设计门类的两大要点所在，但是

由于修辞学作为形式论的一部分而存在[5]，因此针对

视觉符号修辞学的重点实际上还只立足于形式分析

层面。将符号修辞学作为研究方向的出发点，以视觉

符号为基础元素的平面设计方法研究的意义并非立

足于对内容层面的审美意义提升，而是从其形式层面

作为切入点来探究如何善用符号修辞手法， 终实现

平面设计作品中视觉符号传达效率的提升。在剥离内

容层面后，视觉符号的编码过程主要围绕形式论基础

的符义学范畴研究，针对符号如何被观者感知、接收

及解释的过程。 

2  符号修辞手法及其内部结构运作研究  

比喻作为修辞学研究中 常见的修辞格，在符号

修辞学中也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基于符号修辞

学对平面设计进行研究分析时，对比喻的提出与进一

步分析研究是必要的。比喻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

其通常被视为语言的 本质特征，在比喻手法的基础

上，通过修辞格内部结构的不同组合运作模式，能演

变出不同的比喻修辞变体，如明喻、暗喻、转喻、隐

喻以及讽喻等，以上由比喻修辞的内部结构演绎出的

修辞变体被普遍应用于平面设计作品中。虽然视觉符

号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它们的基本特征总体来说还是

与语言修辞的特征相同[6]。比喻顾名思义，“比”意

味着两造的比较，即为本体和喻体的二者比较；“喻”

则表明上述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根据不同的

相关性及语言修辞格的变体，可以得到明喻、暗喻、

转喻、隐喻以及讽喻等常见的修辞手法，由于视觉符

号与语言符号的基本表现特征总体相同，传统语言修

辞学中的修辞结构分析因此也适应于视觉符号修辞

的研究之中。修辞结构意味着一个符码汇编系统，视

觉符号的含蓄意指恰恰以某种伪装的编码形式存在

于特定的修辞结构之中 [7]。本文通过符号修辞演绎

法，对平面设计中常用的五种符号修辞手法进行修辞

结构运作原理的演绎，从而深入了解其符号意义传播

的内在运作规律。 



228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3 月 

2.1  明喻修辞应用研究 

明喻之所以为广告视觉中的必用符号修辞手法，

是因为明喻的本体和喻体抑或是与之相对应的另一

对概念喻体与喻旨的强制性连接就如系辞“像”一样

明确[8]，能够精准地传达意义，决不容许任何其他解

读方式出现。明喻的两造本体与喻体，抑或是喻体所

对应的喻旨，连接两造的喻词以及两造在认知或个人

及社群体验层面存在相应关联的喻底皆为外显且明

示的，直接并强迫地解释两造的相似关系，从而达到

不言而喻的视觉符号意义传达效果，明喻的内部结构

运作分析见图 1。比如雀巢咖啡广告见图 2，该广告

中以一杯冒着热气的雀巢咖啡作为本体或喻体与作

为对应喻体或喻旨的闹钟形成强迫性的比喻关系，不

言而喻地让观者感知到雀巢咖啡就像闹钟，具有提神

醒脑和唤醒头脑的作用与效果，尤其结合位于海报右

下角的雀巢咖啡品牌标志来看，进一步增强了明喻的

强制性传达效果。 

2.2  暗喻修辞应用研究 

暗喻与明喻皆为比喻修辞手法的变体形态，两者

的主要区别在于对比喻关系的表达方式不同，在该修

辞格的内部结构中主要体现于喻底的差异。暗喻通常

是指通过含沙射影的表达方式对两个不同的事物进

行比喻性说明，且本体与喻体两者之间为相同关系。

以语言学例子为例，“时间就是金钱”是暗喻的经典

例句，其喻底通常对观者的知识水平与审美经验有一

定要求，无法直接从字面意义推断其内涵意义，暗喻

的内部结构运作分析见图 3。《时间就是金钱》平面

设计作品见图 4，海报中的时钟为作品的本体/喻体，

金钱则为其喻体/喻旨，喻词则体现于推动两者合并

的拟动态过程，以上三者都是外显的，而喻底的推定

实际上是一个认知过程，只有意识到两者的关联性和

相同性，才能完成其意义的传达与接收。 

2.3  转喻修辞应用研究 

转喻同时又被学术界称为换喻，用以表示一个事

物与另一个事物的邻近关系，其中包含因果关系、部

分与整体的关系以及两者可同时出现的关系等。该修

辞格通常在非语言符号中被广泛使用。从转喻的内部

结构运作看，其本体/喻体及喻词从不外显，但其喻

体/喻旨则对外明示，两造的喻底往往不对外明示，

通常需要观者推定，明喻的内部结构运作分析见图 5。

端午节海报见图 6，端午节作为其本体/喻体，并未以

任何视觉符号的方式进行显现，但粽叶、粽子、咸蛋

等作为其喻体/喻旨在该作品中显现，两造之间的关

系隶属于可同时出现的关系，粽叶、粽子以及咸蛋等

皆为端午节的标志性事物，因此以上视觉符号能够作

为端午节的替代品出现。 
 

 
 

图 1  明喻的内部结构运作分析 
Fig.1  Analysis of Simile's Internal Structure Operation 

 

 
 

图 2  雀巢咖啡广告 
Fig.2  Nescafe Coffee Ad 

 

 
 

图 3  暗喻的内部结构运作分析 
Fig.3  Analysis of Metaphor's Internal Structure Operation 

 

 
 

图 4  《时间就是金钱》 
Fig.4  “Time Is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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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明喻的内部结构运作分析 
Fig.5  Analysis of Metonymy’s Internal Structure Operation 

 

 
 

图 6  端午节海报 
Fig.6  Dragon Boat Festival Poster 

 

2.4  隐喻修辞应用研究 

隐喻是通过两个符号形式（能指）上或者意义（所

指）上的类似性产生联系[9]。事实上，隐喻的两造两

者属于不同范畴的事物，另外两者之间所存在的类似

性关系更多是指认知层面的认同性。从符号学的角度

而言，认同性可分为能指层面与所指层面，能指层面

的认同性主要在于形似，而所指层面则立足于神似。

隐喻与暗喻不同，其内部结构的运作更为复杂，隐喻

的本体/喻体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喻体/喻旨既可出现又

可隐含，甚至会形成隐含复合体，也就是本体/喻体

与喻体/喻旨互为参照的变体，隐喻的内部结构运作

分析见图 7。德国著名平面设计大师霍尔戈·马蒂斯

设计的《庄园主》招贴海报见图 8，其喻体/喻旨并未

以视觉符号的表征方式出现，但图中被绳子紧紧勒住

的香蕉作为该隐喻修辞格结构中的本体/喻体进行了

视觉符号呈现，此时两造互为参照，建构了被紧勒的

香蕉与被隐喻的对象的形似认同，以达到高效的意义

传播效果，近乎完美地贴合了戏剧《庄园主》的剧情

设定和中心思想。 

 
 

图 7  隐喻的内部结构运作分析 
Fig.7  Analysis of Metaphor’s Internal Structure Operation 

 

 
 

图 8  《庄园主》招贴海报 
Fig.8  The Poster of “Manor” 

 

2.5  讽喻修辞应用研究 

讽喻从古至今就作为常见的修辞格而存在，其传

统功能在于通过委婉的说明来阐明道理或进行教育，

但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到来，其传统功能发生了极大的

转变。讽喻文本的构建成了娱乐大众特别是新生代的

重要工具之一[10]。讽喻的两造通常具有双重性，两者

看似相同，但却存在较大差异，并且讽喻的传播效果

与两造的差异性张力通常呈正比关系，讽喻的内部结

构运作分析见图 9。比如食品安全公益广告见图 10，

通过红色梯形盒可以根据认知经验推断出其喻体/喻

旨为炸薯条，但在该视觉表征中以子弹作为相应的本

体/喻体盛满于其中，以寓意过量使用炸薯条将引发

子弹触发的死亡结果，通过如此夸张且充满张力与戏

谑性的讽喻修辞，达到刺激观众感官的效果。 

3  平面设计的修辞策略研究综述   

消费文化浪潮所及之处无不充盈着平面设计作

品，图像霸权时代的到来也直接导致了平面设计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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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讽喻的内部结构运作分析 
Fig.9  Analysis of Allegory’s Internal Structure Operation 

 

 
 

图 10  食品安全公益广告 
Fig.10  Food Safety Public Service AD 

 
的产生，以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难以离开平面设计

而存在。我国经济水平得到迅猛提升的同时，科技水

平也得到了迅猛提升，数字媒体技术成为了当代平面

设计中 普遍的媒介。数字媒介的交互性不仅带给平

面设计新的信息传达方式，而且更加注重受众在信息

交流中的参与性，因此，从根本上导致了设计思维的

转变[11]。在传统平面设计中，意义传播者占据了决定

性地位，而在数字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影响之下，意

义传播者与意义接收者对于信息交流的交互性与参

与性成为了关键，简言之为平面设计的语义传达效

率，进而在更短时间内实现知识可视化；而符号修辞

学的目的在于有效说服观看者，平面设计说服受众的

过程实质上就是改变受众对意义解读的过程 [12]，因

此，从平面设计的目的出发，基于符号修辞学提出提

高平面设计视觉实践效率的方法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平面设计作为重要的视觉实践，其总体目标在于向观

者传达有效的语。平面设计范畴及适用范围因时代发

展而不断得到拓宽，面向不同方向的平面设计因此得

到细分，可根据平面设计的作用面向具体分为营销

性、公益性、政治性、文艺性、学术性。 

赵毅衡老师提出：修辞学的古老目标说服有了新

的迫切性。劝人购买货品，购买服务，成为消费社会

的第一要务。在景观化进程中，由此可推断出在平面

设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即由消费文化催生的营

销目的，例如广告、商标、杂志封面、广告牌等企图

说服人们进行消费活动的平面设计作品。以作为营销

性平面设计作品之一的广告为例，广告顾名思义具有

“广而告之”之意，“广”意味着以营销目的为面向

的广告受众必须为广大群众，在信息爆炸的消费社

会，许多商品或品牌在进行广告设计时反其道而行

之，摒弃了繁复的装饰与修辞，选择直截了当地告诉

观者他们的观点与诉求[13]，因此，在设计策略层面必

然需要选择言简意赅且直击要害的修辞手法，这也是

在广告中使用明喻进行修辞的原因。广告作为视觉传

达的自身属性，其目的是广告意义表达的清晰性[14]。

当使用明喻修辞时，视觉符号整体的内部结构运作必

然处于明示状态，其视觉平面中的商标和文字符号与

视觉表征相得益彰，对广大群众进行强迫式推销与说

服。因广告本身是产品的媒介化表征，其视觉符号修

辞方式也得以拓宽，受众对于视觉符号的期待也渐渐

得到转变，隐喻修辞也能够以更具趣味性和神秘性的

委婉推销方式进行说服；而转喻修辞格通常能为品牌

形象与产品之间建立强大的关联性；讽喻修辞格则能

为产品本身带来全新的求异视觉冲击效果，实现对观

者实施欲情故纵的说服效果；但暗喻修辞格因对受众

的教育水平有一定要求，若要全面实现大众认知的语

义传达则较为困难，通常难以为产品创造切实的收

益。除了具有营销目的的平面作品之外，面向公益性

的平面设计作品也同样常见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例

如国家机器或社会对于意识形态的推广性、安全警示

性、呼吁公众实施捐助的平面作品等。在此类面向公

众的作品中，明喻能强迫性地将观者带入到单一的解

读方式之中，通过明示的视觉符号修辞直接点明主

旨；而讽喻所具有的独特讽刺性通常能使安全警示性

作品的立意表达更具张力，更能为观众形成对话关

系；隐喻与转喻则通常能为公益性作品的解读带来一

定空间，在滋生解读趣味的同时也能进行高效地传

播；而暗喻由于对大众的普遍认知存在一定要求，因

此并不能产生较好的语义传达效果。面向政治性主题

的平面设计作品通常具有对公众进行国家意识形态

传播与政治宣传等功能，一般多使用直接明了的明喻

及转喻修辞，而讽喻因缺乏严肃性、隐喻与暗喻修辞

格两者因本体与喻体属于不同知识域而导致语义传

达效率较低，因此在此类作品中较少使用。关于面向

文艺性的平面设计作品，例如电影宣传海报、艺术节

或电影节海报、书籍封面、文化创意海报、图形创意

类海报等，由于以上作品对受众的选择存在多样性，

且对视觉符号表征的艺术性层面有着一定要求，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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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的五种常见的修辞格都可作为提高意义传达的

设计维度进行实践参考，进而呼应后现代文化之下文

艺作品的解构性和去中心化思想。我国对学术教育的

重视不断加强，学术成果的数量也与日俱增，面向学

术性的平面设计作品也日渐增多，例如高校校徽、学

术期刊及书籍封面等。由于此类平面设计作品具有一

定的严谨性与严肃性，因此，通常不选择使用具有戏

谑性与娱乐性的讽喻修辞，而 适当的修辞格则为能

够使视觉符号传达具有不言而喻效果的明喻修辞格。

除了明喻之外的隐喻、暗喻以及转喻修辞格都可在学

术类平面设计作品中进行使用，可根据语义的建构需

要进行选择。 

4  结语   

平面设计作为一门独立的二维设计学科，因科

技、经济的迅猛提升而得到发展，成功从依赖印刷完

成的传统平面设计转向基于数字化技术实现的当代

平面设计，更重要的是，图像霸权时代的到来直接导

致了平面设计的进一步壮大。当代平面设计不仅在于

满足受众对审美层面的满足，在当代效率文化的兴盛

之下，平面设计作品的语义传达效果显得更为重要。

符号修辞学作为提高符号意义传达效率的方法之一，

能够指导视觉符号在二维平面中的语义建构实现高

效的意义传达效果，使平面设计方法研究无法脱离符

号修辞学提供的方法论支持。从符号修辞学角度出发

来探究平面设计原则，是一条能够为平面设计形式层

面带来更高效平面设计方法的道路，能够在语义交流

层面上进一步提高平面设计的传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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