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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陌生化理论在扁平风格插画中的弹性表现及应用。方法 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以陌生化

理论为基础补充插画设计的内在逻辑，提出从意象、构图与色块三个维度探究扁平化风格插画设计的弹

性表现路径。通过《太空灯塔》扁平风格插画的设计过程展示，对扁平风格插画的弹性设计研究进行验

证，以此证实插画设计的弹性输出路径具备有效性，为未来插画设计提供一种新的思路。结论 插画设

计的弹性输出路径，即画面表现的形式与理念所保留的可变化空间，能够通过加、减、变形等方式重新

根据变化规律组合画面来弹性地适应变化需求。弹性的变化规律为插画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在提

升插画设计深度与内涵的同时也为创作设计的形式表现提供了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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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elastic performance and application of defamiliarization aesthetic theory in 

flat style illustration. With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he internal logic of illustration design is supplemented by 

defamiliarization theory, and it is proposed to explore the elastic performance path of flat style illustration design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imagery, composition and color block. By demonstrating the design process of the flat style illustra-

tion of "Space Lighthouse", the research on the elastic design of flat style illustration was verified to confirm the validity 

of the elastic expression path of illustration design and to provide a new thought for future illustration design. The elastic 

expression path of illustration design, that is, the changeable space reserved for the form and concept of picture expres-

sion, can be flexibly adapted to the changing needs by reassembling the picture according to the changing laws through 

addition, subtraction and deformation. The elastic law of change provides a new insight into illustration design, and new 

approach to the formal expression of creative design while enhancing the depth and connotation of illustr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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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设计是将需要传达的信息进行图像化处理

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随着计算机制图技术的革新与

全民审美的提升，扁平风格插画的表现力与影响力已

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可。陌生化理论源自俄国形式主

义著作[1]，其虽诞生于文学批评与创作中，却适配于

整个艺术领域，是可以概括复杂感受与表现现象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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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陈勤学提出运用观念、视觉、功能与情境陌

生化的思维逻辑来指导乡土食品的包装设计[2]；周盛

等将陌生化理论应用于插画包装的设计领域中[3]，但

行文脉络均以指导包装设计为重点。本文尝试以陌生

化作为插画设计的创作逻辑，拟解决在扁平风格插画

设计中对存疑元素的归纳与思考，将其总结为弹性表

现路径，即“弹性输出”。 

1  陌生化与扁平风格插画理论构建 

1.1  陌生化理论综述 

陌生化是通过反常规的艺术设计方法将熟知的

事物变得陌生，激发人们对新事物的兴趣与对旧事物

的感受力。熟悉的视觉空间会使人们在未察觉的状态

下默认进入无意识领域，陌生化理论正是打破这样的

惯性思维，重塑在生活中获取的信息使旧事物重新被

感知，由此建立新的视觉艺术形态[4]。陌生化理论发

展至今，相关研究成果多数集中在文学领域，但以该

理论作为艺术领域研究基点的研究虽然尚需完善和

充实，但依然可以从其他学者的前期研究成果中抽析

出与视觉传达相关的研究要素。例如，林磊等在研究

设计资源的间离和陌生化方法时认为陌生化的实质

是“还原本事”、设计“加工细节”，并且提出“打乱、

戏拟、假定”的设计手法[5]。而吴训信指出图案设计

的本质是从熟悉到陌生再到熟悉的循环过程，并提出

加—减—变形—几何—巧合—综合等图案设计法，从

而提升图案的价值[6]，为图案设计的陌生化理论提出

了较为清晰的思路。图案陌生化的进一步应用也体现

在包装设计上，周盛等从绘画内容、画面视角、作画

材质与表现形式四个维度提出插画包装设计的陌生

化策略，为包装设计提供了更多可能性[3]。 

1.2  扁平风格插画综述 

扁平风格是互联网技术发展与插画设计融合的

产物，矢量图形有占用内存小、加载速度快且应用载

体不受限制等优势，适配任何印刷方式以及电子屏

显。但扁平风格并不是空穴来风，它将极简的思想融

入艺术设计之中，并受包豪斯风格（Bauhaus Style）、

荷兰派风格（De Stijl）、瑞士平面设计风格（Swiss 

Graphic Design Style）[7]不同深度的影响，并遵循密

斯·凡·德罗所提出的“少即是多（Less is More）”[8]

的哲学设计理念。 

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刊物的表现形式不再拘于一

格，插画的引用可让读物信息更加清晰，使读者留下

深刻印象[9]。扁平风格插画具有趣味化、易读化、创

造化的艺术特性，这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个性化的

表达技巧通过不断发展变革演变出的插画风格满足

了读者的审美需求，完善了插画价值配比。2020 年

清华大学使用扁平风格插画作为新版录取通知书（见

图 1）的内页，其中采用二维方式表现三维空间的手

法为录取通知书设计增加陌生化元素：色彩的块面

化为建筑增加体量感；空间划分为整体画面注入平

衡力；相似的构成形式为设计主题导入故事性与整

体性。 

1.3  陌生化理论下扁平风格插画内涵明晰 

陌生化理论指导设计可被简化释义为对已有事

物的重塑。在平面设计领域也有类似的艺术表达——

平面构成的规律，也可将其作为陌生化的一种应用方

法，如通过密集、特异、发射、重复、渐变、相似等构

成规律所构建而成的画面，既有美的视觉效果，也包含

夸张、变形等视觉障碍。在田中一光的海报作品“Nihon 

Buyo”[10]（见图 2）中，作者通过重复、特异与相似 

 

 
 

图 1  2020 年新版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风格分析 
Fig.1 Analysis on the style of admission notic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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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Nihon Buyo”海报分析 
Fig.2 Analysis of "Nihon Buyo" poster 

 
等构成规律将几何元素以平面化的形式表现而来，打

破了在观众脑海里对日本舞者的固态认知，令人耳目

一新的画面表现更易达到广而告之的传播效果。 
可以看出其他类似上述“Nihon Buyo”这样的作

品，由于在创作时采用陌生化设计手法进行平面化输
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极强的二维扁平特征。
扁平风格插画的发展也契合了这种创作思路，如果说
陌生化是插画设计的创作逻辑，那么扁平化则可以理
解为插画设计的输出形式要素。下文将顺着这个思
路，运用编码归纳的方法梳理出基于陌生化视角的扁
平风格插画的创作范式，这对于高速发展的人工智
能、视觉经济时代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2  陌生化视角下扁平风格插画的弹性要素

提取 

2.1  发散式思维扩充——思考变化方式 

在插画设计的视域下，物质信息往往和插画所体

现的精神意志相关，而物质信息的广度直接影响画面

的深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设计者的艺术素养与

精神内涵。思维扩充遵循持续比较的理念，对信息进 
 

行丰富、归纳与修正。下文整理了关于插画设计创作

逻辑依据的相关书籍与“核心期刊”以上级别的期刊

论文（用“Q+序号”标注）。为了有助于概念要素的

提取，第一步，通过凝练语言，浓缩关键词的词频，

去除了重复的信息，得出 36 条输出形式要素（用“a+

序号”标注），详见表 1；第二步，将 36 条输出形式

要素，根据如色彩、构图、叙事、材质等艺术学和美

学的相关学科概念进行分类，归纳总结出 9 个对应范

畴（用“A+序号”标注），详见表 2。 

2.2  归纳式明晰类别——汇总弹性路径 

“弹性”是指一个变量相对于另一个变量发生的

一定比例改变的属性，这个概念适用于具有因果关系

变量的事件中[47]。弹性思维应用于设计领域就是在设

计前期准备阶段要把未来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归纳

在思考范围内，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设计需要[48-49]。而

意象、构图、色块是影响陌生化视角下扁平风格插画

的三个具有不确定性的重要弹性要素。据此，可以对

初始概念进行如下范畴归纳（见表 3），结合弹性理

念，本研究提出 3 个主要范畴，即意象的弹性输出、

构图的弹性输出与色块的弹性输出。 

表 1  原始资料至概念的形成过程 
Tab.1 The formation process from original data to concept 

创作逻辑 输出形式要素 

自然界中具有生命力的仿生色彩提取[11]（Q1） a1 仿生色彩 

从中国绘画、神话、民俗、民族中提取的中国传统色彩[12]（Q2） a2 中国传统色彩 

通过人格化的生动形象去传递善良、博爱、勇敢等正向价值观[13]（Q3） a3 情感价值观 

从民族绘画作品中提取主要元素进行应用与创作[14]（Q4） a4 民族元素 

微观自然形态下使人产生共鸣的、具有意象特征的事物[15]（Q5） a5 自然意象 

将中国传统绘画形式与插画设计相结合[16]（Q6） a6 中式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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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创作逻辑 输出形式要素 

拼贴效果可应用于插画设计[17]（Q7） a7 拼贴元素 

平静生动或深远饱满的视觉感受[18]（Q8） a8 发射构图 

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中提取元素[19]（Q9） a9 文学作品 

利用想象、拟人、夸张的手法对插画主体造型进行完善[20]（Q10） a10 开放式构图 

从西方艺术大师的模仿中逐渐生成插画风格[21]（Q11） a11 大师作品 

在写实的插画中融入装饰性趣味[22]（Q12） a12 装饰元素 

夸张性的构图设计可作为视觉传达的重要组成元素[23]（Q13） a13 对比构图 

为迎合插画的应用主题去思考其中的艺术性表达[24]（Q14） a14 艺术意象 

地方特色与观念重构[25]（Q15） a15 思维意象 

将“蒙太奇”艺术手法植入插画设计表达深刻含义[26]（Q16） a16 影视技法 

结合现代审美与色彩流行趋势[27]（Q17） a17 流行色彩 

画面逻辑上具有一定的秩序感[28]（Q18） a18 秩序构图 

“少即是多”的设计理念[29]（Q19） a19 国际主义风格 

拟人、对比、比喻等视觉修辞手法[30]（Q20） a20 视觉修辞手法 

以诗歌转化为视觉艺术[31]（Q21） a21 诗歌元素 

视觉构成要素提取与应用[32]（Q22） a22 视觉构成 

故事情节性融入[33]（Q23） a23 叙事性 

不协调的反常规的画面形式[34]（Q24） a24 特异构图 

在形、神、意、境等方面的创构[35]（Q25） a25 审美意象 

中国画的构图风格[36]（Q26） a26 国画构图 

从中众多作品中总结插画设计的描绘技巧[37]（Q27） a27 构图技巧 

不同的绘画工具与色彩材质对画面的影响[38]（Q28） a28 材质应用 

插画主题的深入性理解[39]（Q29） a29 意象研究 

不同的肌理对画面产生的作用[40]（Q30） a30 肌理构图 

多媒介影响下的超质感塑造[41]（Q31） a31 质感塑造 

意象塑造对插画的影响性以及意象插画的表现方式[42]（Q32） a32 意象插画 

色彩搭配对插画的情感性塑造[43]（Q33） a33 色彩原理 

空间化设计的跳脱性[44]（Q34） a34 空间化构图 

从插画简史的发展角度思考对插画设计的预见性[45]（Q35） a35 意象原理 

色彩对心理情感的影响与传递[46]（Q36） a36 色彩心理学 

 
表 2  初始范畴形成过程 

Tab.2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initial category 

编码 对应范畴 初始概念 

A1 色彩体系 a1 仿生色彩；a2 中国传统色彩；a17 流行色彩 

A2 精神意象 a3 情感价值观；a9 文学作品；a14 艺术意象；a15 思维意象；a21 诗歌元素；a23 叙事性；a25 审美意象；

A3 色彩理论 a33 色彩原理；a36 色彩心理学； 

A4 构图风格 a6 中式构图；a7 拼贴元素；a18 秩序构图；a26 国画构图； 

A5 物质意象 a4 民族元素；a5 自然意象；a12 装饰元素；a32 意象插画；a11 大师作品；a28 材质应用；a31 质感塑造；

A6 平面构成 a8 发射构图；a13 对比构图；a24 特异构图；a30 肌理构图； 

A7 影视构图 a10 开放式构图；a16 影视技法；a34 空间化构图； 

A8 构图理论 a19 国际主义风格；a22 视觉构成；a27 构图技巧； 

A9 意象理论 a29 意象研究；a35 意象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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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范畴的形成及其内涵 
Tab.3 The form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main categories 

主要范畴 对应范畴 范畴内涵 

B1 意象的 

弹性输出 

A2 精神意象；A5 物质意象；A9 意象

理论； 

“意”为内在抽象的心意，“象”为外在的具象事物，意象中不

仅包含作者主观的情感色彩，还包含对外界事物的理性判断。

B2 构图的 

弹性输出 

A4 构图风格；A6 平面构成；A7 影视

构图；A8 构图理论； 

构图是造型艺术术语，是组织画面的骨架，以此构成完整且协

调的画面。 

B3 色块的 

弹性输出 
A1 色彩体系；A3 色彩理论； 色块可影响人的情感变化，是最具表现力的画面要素。 

 

3  陌生化视角下扁平风格插画的弹性输出

路径 

通过上文对主要范畴和对应范畴的分析，再结合

陌生化视角下扁平插画特征，经过反复的对比与思

考，最终得出故事线：在扁平风格插画的弹性输出框

架中，使画面表现的形式与理念保留一些可变化的空

间，能够通过改变意象、构图和色块的画面组成部分

来弹性地适应需求，而弹性演变的过程，即陌生化过

程。根据故事线特性，将扁平风格插画的弹性输出作

为核心范畴，建立主要范畴与对应范畴之间的联系。

本研究给出了图像化弹性演变规律，见图 3。 

3.1  意象的弹性输出 

意象是在共性数据中提取个性特征并通过平面

设计手法将整合的素材表现在画面上的艺术形象，使

读者根据该图像读取有效的传达信息。在扁平风格插

画中，意象图形蕴藏着生命力与张力，它们由点、线、

面总结形体特征[48]，在表达视觉含义的同时带给读者

更开放的想象空间。以图 4 为例，图中的主题元素为

时尚女性，插图主题聚焦于女性、时尚和独立，通过

本研究意象的弹性输出使插图展现出不同风格的女

性魅力。 

据此，意象的弹性输出方法可以总结为：在构图

和色块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主体物的造型、配饰

等物质意象元素，拓宽插画设计思路，在遵循平面设

计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几何图形和线条表达多样化元

素。因此，在主题元素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重塑

意象主体获得两种以上新画面，适用于修饰意象主体

类型的主题创作。 

3.2  构图的弹性输出 

构图是平面中空间的概念，这种纯粹平面化的空

间表现与三维空间不同，它的呈现范围是指二维图形

的长度与宽度交错在同一维度空间里。在扁平风格插

画中，构图不仅是画面中的“骨骼”体现，同时也是 

 

 
 

图 3  图像弹性演变规律 
Fig.3 Evolution law of image elasticity 



第 43 卷  第 18 期 张钰雪，等：陌生化视角下扁平风格插画设计的弹性输出路径研究 189 

 

视觉效果舒适与否的关键。九宫格、几何构架、黄金

分割等都是常用的“骨骼”路径[50]。以图 5 为例，插

图主题保持不变，不同构图输出表达的主体形象不

同，抑或独立，抑或柔情。 

据此，构图的弹性输出方法可以总结为：当主题
元素嵌入指定大小的画面中时，可以根据插画的主题
特征预设图片的视觉中心。黄金分割构图可以将主题
元素置于画面中最和谐的位置，突出主体形象；九宫
格构图可以表现画面的平衡感，以突出主体形象的情
绪；三角构图可以放大主体独特性，增加画面的稳定
性，表达主题。因此，主题元素不变，通过改变构图
方式可以获得两种以上新画面，适用于突出视觉形态
类型的主题创作。 

3.3  色块的弹性输出 

色块可根据调整画面的色彩曲线与色相整合来
塑造不同的画面性格，相异的色彩构成给读者以不尽
相同的心理感受，微妙的色彩变化可塑造不同的情感
信息。在扁平风格插画中，通过主调—变化、调和—
对比、节奏—韵律[51-53]等色块设计路径对画面情感进 

 

行把控，通常会使用一种主色调或是八种以内限制性
色彩控制画面基调。以图 6 为例，插图主题保持不变，
“明亮”被选为自然色系；“稳定”定义为大地色系；
“清爽”选择为海洋色系；“冷艳”设置为灰色系。 

据此，色块的弹性输出方法可以总结为：在确定

插图主题和主题元素后，可以预设多种表达情感，然

后选择合适的色彩体系，根据光影关系和事物规律进

行色彩覆盖。在画面中，预设的情感色调设置了不同

的色彩体系。因此，在主题元素不变的情况下，通过

更换色块构成获得两种以上新画面，适用于偏好情感

表达类型的主题创作。 

3.4  弹性输出计算方法 

为使弹性输出结果更具科学性、多样性和丰富性，

利用 python3.8 软件在其中运行 random 函数，利用

random.choice()等命令，生成多种组合方式的代码。在

众多输出组合方式中随机选取一类进行具体的代码示

意，通过引入函数运算和代码程序的方式，为陌生化

视角下扁平风格插画设计的弹性输出提供智能化应用

路径（见图 7）。 

 
 

图 4  意象的弹性输出分析 
Fig.4 The analysis of elastic output of image 

 

 
 

图 5  构图的弹性输出分析 
Fig.5 Elastic output analysis of composition 

 

 
 

图 6  色块的弹性输出方式 
Fig.6 Elastic output analysis of color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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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运行 random 函数生成多种组合方式的代码示意 
Fig.7 Run random function to generate code diagram of multiple combinations 

 

4  陌生化视角下扁平风格插画的弹性输出

路径应用实例 

根据上文所述，三种不同的插画弹性输出过程差

异在于变化的基点不同，在素材定量下，变化构图、

意象、色块均可得到不同样式的新插图，若将弹性设

计理念继续融入新插图中即可得到成倍输出的新插

画，以达到拓展设计思维的目的。《太空灯塔》是利

用上述陌生化逻辑创作的扁平风格插画，其主题围绕

北斗导航系统展开思维探索，搜集相关可利用的设计

元素，进而生成初始图像并嵌套在弹性输出路径中，

最后输出最优头像，具体设计流程如图 8 所示。 

4.1 《太空灯塔》设计背景简述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是目前最成熟
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54]，该技术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前
沿发展，民用版为百姓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军用版
为军方武器装备精确制导。这样至关重要的技术若从
他国进口，必将受制他国，因此，我国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了相关科研工作。从“灯塔计划”到北斗三号，
我国卫星导航系统逐步形成了“先有源、后无源，先区
域、后全球”[55]的发展道路，为世界卫星导航发展贡献
了中国方案[56]。中国北斗凝聚着中国智慧，作者尝试通
过视觉传达手段来展现这份中国创意，基于此以北斗主
题创作的《太空灯塔》扁平风格插画应运而生。 

 

 
 

图 8 《太空灯塔》设计流程 
Fig.8 Design flow chart of space Light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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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太空灯塔》设计流程分析 

笔者以图像演变规律为设计方法，绘制了一幅具
有航天文化的创意插画。北斗导航对我国政治、军事、
经济有重要意义，是国家先进科技的显性标志，虽然
先驱“灯塔计划”被终止，但该计划恰如其名为我国
后续卫星导航系统研发指引了方向。因此，笔者选取
“太空灯塔”作为设计元素。 

根据上述扁平风格插画弹性设计程序，《太空灯
塔》插画的设计过程主要由以下步骤组成： 

第一步，梳理主题信息。查阅灯塔计划、北斗导
航等关键词，收集导航系统的相关科研背景、研究现
状，了解航天文化与航天历史，对星际元素、导航元
素及意象情感进行列表梳理（见表 4）。 

第二步，提取设计元素。根据《太空灯塔》素材
预览表内容提取三维实景（或图形）通过加、减、变
形等设计方法，进行二维化演变，在演化过程中，元
素细节进行块面化处理，仅保留显性特征，由此生成
相似三维形式的扁平风格插图素材（见图 9）。 

第三步，生成初始插画。将已有元素通过遮挡、

排序、氛围营造等方式进行组合，在该步骤中一定会

出现拼合插画逻辑不合理、画面感粗糙与比例失调这

类现象，通过嵌套弹性输出路径生成更多组合方式，

可达到完善插画的效果。 

第四步，嵌套设计路径。嵌套弹性设计路径进行 
 

头脑风暴，输出意象、构图、色块三个层级下的多种

表达效果，由此构建多样化的《太空灯塔》呈现方式

（见图 10）。 

第五步，输出最优插画（见图 11）。 
 

表 4 《太空灯塔》素材预览表 
Tab.4 Material preview of space Lighthouse 

科技 空间站、航道、导航、卫星、太空探测器、北斗全

球系统、航天飞机 

太空 月球、星球、星团、星云、星系、星空、时空隧道、

磁场 

文化 “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科技工业发展历程、北斗

星、航天文化 

情感 海、灯塔、爱国主义情怀、创新责任精神、航天梦、

强国梦、大国重器 

 

 
 

图 9 《太空灯塔》提取设计元素 
Fig.9 Space lighthouse extracts design elements 

 
 

图 10 《太空灯塔》弹性输出分析 
Fig.10 elastic output analysis of space Lighthouse 

 

 
 

图 11 《太空灯塔》插画定稿 
Fig.11  Final illustration of space Light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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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通过《太空灯塔》实例研究证明了陌生化视角下

扁平风格插画设计弹性输出路径的有效性：第一，意

象弹性输出，在意象题材上属于社会性题材，更为注

重大国重器、爱国主义情感，因此在弹性输出阶段需

以精神意象作为切入点，收集情感、航天与太空意象

表达来指导插画设计；第二，构图弹性输出，构图方

式需选取画面平衡、突出重点、简洁大气的构图框架，

九宫格构图、三角形构图与黄金分割构图均符合主题

立意；第三，色块弹性输出，色彩体系的选择应从主

题属性出发，《太空灯塔》包含科技、自然、太空等

主题元素，星际色系、自然色系、流行色系与之吻合，

使插画更为契合太空科技主题。插画设计需从其所要

传达的主题立意出发，选择适配于该插画的意象表达

方式、构图模板与色彩体系来生成弹性输出插画。在

意象、构图与色块三个维度中，意象表达是插画设计

的关键所在，其对于构图、色块的选择均有指导作用；

构图是平衡画面的关键要素，构图决定着插画是否具

备形式美感；色块是引发共同审美愉悦的形式要素，

对情感层面的视觉传达起决定性作用。本研究引入了

陌生化理论并对其进行逻辑分析及进一步细化，试图

使这套逻辑的适用范围拓展至扁平风格插画设计的

弹性输出策略方面，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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