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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现代平面设计中孟菲斯风格的视觉语言、创作手法与情感特征。方法 以近年来孟菲斯

风格在建筑设计、产品设计和服装设计领域的复兴为启示，以 20 世纪兴起及发展的装饰艺术、波普艺

术、后现代主义等艺术风格为基础，从符号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结合当下典型的孟菲斯风格

平面设计作品，从图形、色彩、构图等方面对孟菲斯风格的视觉语言进行深入研究，分析这些风格性的

视觉元素在设计作品中的象征意义，并归纳出孟菲斯风格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具体创作手法。结论 现

代平面设计中的孟菲斯风格将艺术与生活、批判与创新完美融合，与人们追求个体独立性的心理十分契

合，其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复兴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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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emphis Style in Modern Graphic Design 

WANG Xin-yu, CHENG Ya-peng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visual language, creative techniques and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emphis 

style in modern graphic design. Inspired on the revival of Memphis style in the fields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product de-

sign and fashion design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artistic styles of decoration art, pop art, and post-modernism that 

emerged and developed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aesthetics and psychology,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typical Memphis-style graphic design works, this paper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visual language of 

Memphis style from the aspects of graphics, color, composition, etc., analyzes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se stylistic 

visual elements in design works, and summarizes the specific creation methods of Memphis style in modern graphic de-

sign. The Memphis style in modern graphic design perfectly integrates art and life, criticism and innovation, and fits well 

with people's psychology of pursuing individual independence, and its revival in modern graphic design is the general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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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80 年代，孟菲斯设计小组在意大利激

进主义浪潮中诞生。孟菲斯派的设计师认为产品的功

能、形式、材料可以独立存在，形式不仅是为功能服

务，还可以隐喻地表现特定的文化内涵[1]。受装饰主

义大众化趋势的影响，孟菲斯派注重装饰要素的历史

传承性、地方性与人情味的表现，这种从人文角度出

发的设计思想表达了设计师对工业化设计的不满。同

时，孟菲斯派追求作品形式与象征含义的关联，企图

让人们从感觉和直觉的角度理解作品的意义[1]，这种

对当时新美学准则的迎合是对理性主义的一次强烈

冲击，这使孟菲斯派成为西方“反设计”运动中的典

型代表。虽然孟菲斯派因其过激的思想而逐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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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设计观念早已深深地刻在了设计师与消费者的

心中。经过后现代思潮的洗礼，平面设计进入了一个

多学科融合的时代[2]，设计的评判标准不再单一和僵

化，从社会整体看，人们的审美趣味向多元且开放的

状态发展。同时，人们愈加关注文化的发展和自身情

感的表达，具有极强装饰性的作品在视觉和心理上满

足了消费者对新奇设计的需求。受开放的设计思想、

流行文化渗透等因素的影响，设计师对传统设计思维

进行了重新定义，希望在设计的形式和功能之间寻求

平衡点，在设计作品中注入自己的情感与个性，使设

计从精神上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21 世纪以来，

众多新兴的设计风格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如蒸汽波

风格、赛博朋克风格、故障艺术风格、像素艺术风格

等。在设计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孟菲斯风格逐渐出

现在建筑设计、服装设计、平面设计等领域，相关

的海报、包装、插画等设计作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

日常生活中。孟菲斯风格在平面设计领域的复兴，

既迎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又拓宽了设计师的灵感

来源。 

1  孟菲斯风格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视觉语言 

在平面设计中，设计师通过图形、色彩、文字等

视觉元素传达作品的基本信息，受众能否成功高效地

获取信息直接取决于视觉元素的表现力如何。孟菲斯 
 

风格根植于历史与文化，从波普艺术、装饰艺术和古

代艺术等风格中获取灵感，作品以丰富的纹样、艳俗

的色彩、自由的布局打破了传统设计的沉闷，视觉元

素具有抽象、隐喻的特征。孟菲斯风格的视觉语言表

现出对当代抽象美学的迎合姿态，体现了风格本身具

有的超越价值。 

1.1  几何化的图形元素 

图形符号是应用于平面设计的重要元素，它带来

的视觉冲击是强烈并且持久的[3]。20 世纪兴起的装饰

艺术风格多以简洁的几何形状作为主要图形，辅以重

复连续的曲线元素作为装饰[4]，孟菲斯风格从中汲取

灵感。除了波点、三角形、圆环等基础图形外，作品

中还包含拱形、锯齿形折线、波浪线、十字等外轮廓

稍复杂的图形。几何化的孢子和细菌、水磨石斑点、

方格等图案成为常用的平铺纹理，还有其他作品引入

抽象人物、动物等图案。这些符号化的图形成为设计

师的思维载体，既有几何化的艺术美感，又有代表个

性和人性意味的符号语义，能让受众快速建立起心理

认知，实现情感传递的有效性。例如由米兰平面设计

事 务 所 officemilano.studio 创 立 的 文 具 品 牌 Write 

Sketch，其中 Super 系列笔记本的表面布满了由水花、

彩带、条纹等元素转化的装饰纹理，这些几何趣味图

形表现力极强，能激发使用者学习和工作时的创意灵

感，展示了不受拘束的创意美学，见图 1。 

 
 

图 1  officemilano.studio 设计的《Super》系列笔记本 
Fig.1 "Super" series of notebooks designed by officemilano. studio 

 

1.2  装饰化的色彩应用 

色彩是能引起人们共同的审美愉悦的、 为敏感

的形式要素[5]。不同色相、彩度和明度的颜色能给人

带来不同的心理联想和象征意义，它与历史、文化和

人的审美观念息息相关。在 20 世纪，受波普艺术的

影响，孟菲斯派的设计师选取具有强烈对比度和高彩

度的色彩来对抗冷漠的国际主义风格。现代平面设计

中的孟菲斯风格沿袭了之前的色彩特征，常以鲜亮夸

张的色彩装饰作品，如粉红、粉绿等。设计师故意打

破配色规律，突破形象的固有色，大胆使用互补色以

形成撞色效果。孟菲斯风格具有的色彩反差性给作品

带来了很强的情绪感染力，一方面能从情感上刺激消

费者的购买欲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设计师对当代生

活的主观感受。例如百事可乐与上海时装周合作打造

的限量版包装及周边产品，瓶身配色由高彩度的粉

色、亮黄色和蓝色组成，艳丽的色彩与几何元素相结

合，具有极强的装饰性，限量版与众不同的外观更能

引起消费者的购买冲动，见图 2。 

1.3  图形化的文字设计 

文字图形化是以文字作为基本元素再设计的过

程，即将文字与图形进行同构，将文字设计成具有叙

事性的视觉形态。孟菲斯风格的文字从粗体无衬线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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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百事可乐与上海时装周合作的限量版设计 
Fig.2 Limited edition design of Pepsi Cola  

and Shanghai fashion week 
 

体的基础上演变而来，设计师擅长将文字的局部或整

体夸张变形处理，在可识别的前提下，以简约图形或

与文字含义有共鸣的图形进行局部替换，配以明快鲜

艳的色彩，使文字具有装饰性和观赏性的特点。文字

图形化的设计运用让传统文字具备了形象性、大众化

的新面貌，减轻了设计作品受地域、语言、文化差异

的阻碍，能够准确传达作品的主题[6]。同时，文字图

形化既能使受众感受到趣味的图形语义，又能使设计

师的个性情感得以释放。例如英国插画师 Peter Jud-

son 为书籍《Postmodern Design Complete》设计的封

面，图形化的英文配以鲜亮的色彩，以基础的点、线、

面甚至是建筑图形进行装饰，与书籍主要内容“后现

代设计”的内涵十分契合，见图 3。 
 

 
 

图 3  Peter Judson 设计的 

《Postmodern Design Complete》书籍封面 
Fig.3 "Postmodern Design Complete" book  

cover designed by Peter Judson 
 

1.4  自由无序的版式布局 

版式设计是将图形、色彩、文字等视觉元素进行

合理安排，使画面具有高效传达信息功能的形式美。

孟菲斯风格的设计版面由点线面随机组合，图形与色

彩不受栅格限制，作品整体具有随意性、流动性、不

对称性等特点。从格式塔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看

似混乱的版式能吸引观者更长时间的视觉停留，并能

引发参观者强烈的好奇心，使其主动地探索作品的意

义[7]。孟菲斯风格的设计师从设计学和心理学的角度

共同出发，合理安排图形和文字的布局，掌握作品的

视觉基调和受众的浏览节奏，使信息传达更加准确、

高效。因此，无序化的版式布局可以当作是对现代平

面 设 计 的 进 一 步 补 充 。 例 如 德 国 平 面 设 计 杂 志

《Novum》其中一期的封面设计，画面以扁平化插画

的形式呈现，4 个不同表情和动作的卡通人物散乱分

布，孟菲斯风格的元素随意地点 在四周，由众多点

排列组成的圆形背景对整体布局起到协调统一的作

用，画面显得饱满丰富，充满了张力，见图 4。 
 

 
 

图 4  德国平面设计杂志《Novum》封面 
Fig.4 Cover of German graphic design magazine "Novum" 

 

2  孟菲斯风格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创作手法 

在平面设计传达信息的形式上，点线面的结合十

分关键，这是受众获得图形、色彩和文字的重要途径。

但在某些情况下，传统的二维空间不能有效地将信息

传达给参观者，这时就需要将设计画面拓展为三维空

间，从而更好地发挥视觉元素的引导功能。在现代平

面设计中，孟菲斯风格在视觉上打破了传统的平面装

饰手法，创造出三维空间形态的表现形式，包括叠压、

分割、拼接、穿插等手法。新颖多样的创作手法是将

设计师的创新性思维具体化的过程，将作品在视觉上

从静态转化为动态结构，能增强设计的装饰感与随意

性，充满了后现代解构之意，其 终目的是引导受众

以新颖的形式去探寻视觉元素所要传达的信息。 

2.1  重复排列 

重复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将视觉元素按照一

定的规律排列组合， 终达到一种有秩序的美的效

果。重复手法一般选取简单的视觉元素，既可以是形

状，也可以是色彩，元素以不同的数量、间距和方向

重复出现，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能够有效地吸引

参观者注意并传达信息。重复的波点、三角、方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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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排列是常用的表现形式。阶梯形状是孟菲斯风格在

平面设计中常用的造型，即由平直流畅的细线条重复

排列组成，这种造型在 20 世纪的装饰艺术风格中运

用得很普遍。重复的多样化运用，不仅使形象原有特

质得以保存，更使画面增强了节奏感，变化莫测又和

谐统一[8]。例如由斯堪的纳维亚壁纸品牌 FEATHR 和

AANDACHT 工作室合作为荷兰时尚杂志 LINDA. 

wonen 拍摄的孟菲斯风格时尚摄影作品《"MEMPHIS 

MAD" EDITORIAL》，作品中的墙纸上布满了秩序排

列的伪立体图形，色彩随图形不断重复，画面具有强

烈的节奏感，见图 5。 

 

 
 

图 5  壁纸品牌 FEATHR 和 AANDACHT 工作室 

合作的摄影作品 
Fig.5 Wallpaper brand FEATHR and AANDACHT  

studio collaboration photography works 
 

2.2  分解重构 

在 20 世纪 60 年代，解构主义的发展使西方社会

出现一股反理性、反主流的思想，这种思想逐渐从哲

学蔓延到其他学科，孟菲斯风格受到了解构主义思想

的影响并延续至今[9]。设计师擅长将图形分割后，巧

妙地改变图形原有的结构，如改变图形的比例、色彩、

方向等，利用平移、倾斜、倒转等手法进行错位重构，

使元素间产生碰撞，力求避免规则、完整、对称的结

构。此外，设计师常用伪立体图形分割画面，即利用

观者视点的转换使图形处于二维与三维之间的形态，

不同维度图形的重新组合给人空间混乱的感觉。矛盾

空间的视错觉手法能够在平面设计效果中实现变幻

不定的层次感、虚实不定的空间感[10]。例如由 MVM 

design label 工作室设计的 2018 年草莓音乐节海报，

设计师将圆形、方形等元素切割，改变图形的大小和

颜色后进行错位拼接，多个不规则图案的重新组合使

画面不再单一，颠覆了原有海报的视觉形象，满足了

当代年轻人宣泄情绪的欲望，见图 6。 

2.3  前后叠压 

叠压是指将一个图形覆盖在另一个图形之上的

状态，观者在视觉上能感受到一定的空间关系，主要

表现在线与面、面与面之间。线与面的组合包含两种 

 
 

图 6  MVM design label 工作室设计的 2018 年 

草莓音乐节海报 
Fig.6 2018 Strawberry music festival poster  

designed by MVM design label 
 

情况，一种是线与面的无规则穿插，另一种是色块与

轮廓线产生错位关系，造成视觉偏差感知。穿插交叠

产生的视觉效果并不在于叠压面积的大小，面与面、

线与面或微小边缘的叠压都能造成视觉上的层次感。

这种层叠繁复的结构能使元素之间产生一定的关联

性，使自由排布的元素更加紧凑，进而增强画面的整

体性。例如瑞士 Raffinerie 工作室设计的第 52 届索洛

图恩电影节海报，设计师改变了以往电影海报的僵化

形式，将“S”（瑞士，索洛图恩州）和“O”（胶片）

在仍可识别的基础上进行有趣地更改，电影镜头与变

形的字母图形层层叠压，不规则的图形边缘使海报在

视觉上保持运动和变化见图 7。 
 

 
 

图 7  Raffinerie 工作室设计的第 52 届索洛图恩电影节海报 
Fig.7 Poster for the 52nd Solothurn film festival  

designed by raffinerie studio 
 

2.4  新旧冲突 

受蒸汽波艺术、故障艺术等新兴艺术风格的影

响，孟菲斯风格的创作手法也在不断更新，真实的图

像逐渐融入画面。设计师大胆创新，秉承着冲突之美

的设计理念，在画面中加入复古元素。复古元素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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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是它在情感诉求上容易打动人[11]，复古与怀旧

的画面传递着富有个性的文化内涵，增强了画面的真

实性，给观者营造了一种睿智、典雅的画面氛围。在

孟菲斯风格中，古典元素与几何图形的结合表现出过

去与现代场景的对比，打破了作品的完全平面化，新

与旧的语言充满了矛盾与统一的哲学意味。外观崭新

的画面引起观看者强烈的感官刺激，可以在短时间内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乌克兰基辅媒体艺术学院

的海报设计，具有明快色彩的几何图形与无彩度的古

典雕像结合，几何图形的不规则边缘与古典雕塑圆润

的轮廓相互碰撞，画面充斥着超现实主义的荒诞和自

由的联想，见图 8。 
 

 
 

图 8  乌克兰基辅媒体艺术学院的海报设计 
Fig.8 Poster design of the kyiv institute of media arts, Ukraine 

 

3  孟菲斯风格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情感特征 

在 20 世纪，孟菲斯派的设计师把作品当作与大

众交流感情的媒介。在当下，爆炸式的视觉信息反复

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只有当设计师将内在情感与作

品的外在形式有机结合，使观者感受到设计作品的生

命力，作品的存在价值才得以显现。孟菲斯风格的设

计师对原有的设计理念加以继承和创新，汲取当下流

行文化的情感语言，结合自身对现实生活的感悟，赋

予作品视觉元素与创作手法的双重语义，一方面向观

者传达具体信息，另一方面向观者传达自身创作的情

感，进而让观者对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产生感悟。 

3.1  开放性 

在繁荣的信息化时代，类似、重复的视觉信息使

人们感到审美疲劳，传统的、程式化的设计作品已经

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受解构

主义的影响，孟菲斯风格的视觉语言与创作手法突破

了传统的设计秩序，对固有的传统设计思维进行了重

新定义。在孟菲斯派看来，不断更新和多元化的后工

业社会，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动事件，而是一个不

断变化运动着的多变事件[12]。现代孟菲斯风格表现出

打破陈规的开放理念，其极具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的

设 计 形 式 十 分 契 合 当 代 年 轻 人 的 审 美 需 求 与 价 值

观。平面设计师不受拘束，将设计与符号学、心理学、

哲学等多种学科建立联系，在设计中注重人文关怀。

变化多端的设计思路和设计手法体现了设计师敢于

创新、热情乐观的生活态度，他们自由而热烈的情感

在作品中生动呈现。 

3.2  趣味性 

在物质文化丰富的时代里，人们开始推崇高品质

的生活。从现代消费特征来看，人们的需求已经逐渐

从以物质为中心转换为以情感为中心，其主要特征表

现为对审美享受的重视[13]。在 20 世纪，孟菲斯派的

设计师通过汲取大众文化元素，打破理性设计的单

调、冷漠与乏味[14]，设计作品即呈现出童真怪诞的情

感意境。当代的平面设计师以 20 世纪孟菲斯风格的

表现形式为基础，开阔思维，融合当代趣味元素，如

矛盾空间的运用、抽象且极具概括性的流行图案、充

满稚气的描边轮廓等，各种形式赋予了画面崭新的装

饰语言，其中的趣味因子与人们的情感欲求不谋而

合，能唤起观者的童心。多种趣味化的表现形式引起

观看者强烈的好奇心，人们主动探索画面信息，像是

畅游在五彩斑斓的海洋世界，并在此过程中释放自身

情绪。同时，设计师也享受到了自由创作的乐趣。 

3.3  象征性 

在符号学流行的时代，产品所具备的符号功能成

为了使用者身份的标志，大众消费越来越呈现出一种

符号消费的形式，符号化消费带来了人们对消费品象

征意义的认同感[15]。大众对孟菲斯风格的认同即说明

孟菲斯风格逐渐成为了一种审美符号。孟菲斯风格作

品中夸张变形的图形元素、扭曲蜿蜒的纹理、冲突碰

撞的配色、创意拼接的手法同时吸引着大众的目光，

这些夸张的视觉语言在他们眼中变成了个性生活的

象征。孟菲斯风格以抽象的形式隐喻其意义，但并不

是固定的某个含义，而是受到观者审美观念、生活阅

历、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观者通过想象、联想与

回忆，以自己的审美经验感受作品的象征意义，结果

是模糊多变的，设计的意义也有了多种解释。孟菲斯

风格的作品成为了表达设计师和大众情感的隐喻符

号，这是其存在的意义。 

4  结语 

孟菲斯风格设计将大众对生活的态度实物化，用

点、线、面和色彩创造抽象的图形样式，以绚丽夸张

的视觉特征和开放自由的情感特征满足了人们对个

体独立性与个性生活的追求，迎合了大众不同层次的

审美趣味，得到了市场的接纳与消费者的认可。但到

目前为止，孟菲斯风格在平面设计领域尚未形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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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依然处于发展阶段。虽然多

样化的表现形式展现了视觉元素间的相互碰撞，但也

要避免繁复的画面造成视觉疲劳、配色呈现廉价感、

信息传达层次错乱等问题。如今，社会发展越来越快，

大众对设计的需求和评判标准也处于变化之中，设计

师应秉持开放的态度，将孟菲斯风格与其他风格有机

融合，使其处于持续成长的状态，这样孟菲斯风格体

系才能逐渐完善。同样，人们也应该以开放的姿态迎

接中国设计的未来。设计师要始终保持敏锐的洞察力

去关注人们当下的视觉需求，勇于批判和创新，引导

大众适应设计风格的发展与变化，让消费者对设计作

品形成情感认同。设计师除了要满足人们对设计的要

求，还要让设计作品给大众日常生活带来创造性的启

示。当设计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中国的当代设

计就会朝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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