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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江南文化为语境载体，从视觉叙事的理论视角切入，探寻当代平面设计的中国语言。从

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平面设计方法的创新。方法 在系统研究梳理视觉叙事理论的基础上，

首先分析了以江南文化为衣钵的江苏平面设计作品视觉叙事的基本特征，其次剖析了海报、书籍作品视

觉叙事的叙事方式和叙事结构，并从叙事内容，情节设置，表述途径，视觉设计 4 个维度构建模型。最

后总结出从文字、图像，以及文图结合的设计叙事策略。结论 通过对“寻计江南”平面设计展作品的

叙事策略、模型的案例分析总结，归纳出视觉传达叙事的设计策略，对当代的平面设计创新具有较为重

要的理论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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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contemporary graphic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sual narrative theory with Jiangnan culture as the context carrier, so a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tradi-

tional culture and the innovation of graphic design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arrangement of visual 

narrative theory,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visual narrative of Jiangsu graphic design works with Jiangnan culture as the 

carrier were analyzed firstly, and then the visual narrative methods and structures of posters and books were expounded, 

and the model was constructed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narrative content, plot setting, expression approach and visual 

design. Finally, the design narrative strategies were summarized from the text, imag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ext and 

images.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models of the graphic design exhibition works 

of "Seeking Jiangnan", the design strategies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narrative are summarized,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contemporary graphic desig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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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多

次文化南移使江南地区保存和延续了中华传统文化

的主干和精髓，故研究江南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1]。寻计江南平面设计展的举办能够促进

大众以设计师叙事视角对江南文化理解与认同。本文

在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之下，以江南文化在当代视觉叙

事的演绎为分析对象，分析视觉叙事的构成要素及方

式方法，形成视觉叙事策略应用于平面设计实践，为

后续的“寻计江南”设计展览提供实践参照与指导。 

1  江南文化 

江南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自然地理的沧海

桑田和人文地理的更替变迁，使人们对江南文化的概

念、界定、内涵产生不确定的模糊性，但对核心的文

化内容具有相同的认识。刘士林等学者认为，以长江

三角洲区域划分视角来看，江南文化的核心文化资源

仍是由吴越文化和海派文化构成。 

1.1  江南核心文化资源 

1.1.1  江南文化中的吴越文化 

吴文化的核心是苏州与常州。讲到吴文化，人们

首先想到的是鱼米之乡，这是由于其农业结构的多元

性而形成的，除了人们比较常见的农耕文化外，渔猎

文化也在江南地区相当的有地位。这也使得吴文化的

本质特征和内在精神少了农耕文化墨守成规、循规蹈

矩的属性而多了娱乐文化的自由灵活奔放活动的特

征，同时又有一些海洋文化，极具冒险精神和挑战性

的精神。凭借这些精神个性，江南地区自古率先形成

了市民阶层和商品经济，百姓生活富饶，有力地推进

了当地经济、文化、商贸的繁荣。吴文化崇尚儒雅，

与其从尚武到崇文的转变有关，吴文化的建筑代表苏

州园林便能很好体现其灵动柔美、尚文儒雅的精神文

化特征。 

越文化与吴文化密不可分，吴越之地领土相邻，

交通属性一致，习俗相同，语言相通，这也是后人习

惯将吴越文化作为整体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原因。山

清水秀的自然环境面向大海的地理特征，深深地尽染

了这个区域民族的文化艺术。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原

文化和当地土著文化结合的结果，同时越文化也具有

刚毅坚韧、冒险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的代表人物便

是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受尽凌辱后仍能发愤图强，经

过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和准备， 终灭掉吴

国，使越国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这种个性也深

深地影响和渗透在艺术创作中。 

1.1.2  江南文化中的海派文化 

上海与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十分密切，这也

是众多学者把海派文化看作江南文化的主要原因之

一，而海派文化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近代以来，

西方商业文明的影响，被注入了浓厚的商业市民文化

元素，而商业经济文化就是海派文化的核心。海派文

化具有创新求变、兼容并蓄、中西交融的文化特征，

是一种新文化的兴起。海派文化不仅在江南文化有突

出的表现，在中国文化系统中也有重要的代表性，这

也是上海城市化的进程加剧的产物。海派文化具有吸

收外来文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江

南文化开放结构的一种体现。 

总体来说，吴越文化具有灵动柔美、尚文儒雅、

刚毅坚韧、冒险进取的精神。海派文化具有兼容和多

元的文化特征。吴越文化和海派文化是江南文化中重

要的共同体，他们具有相同的共性特征，也存在着相

对的一致性，也是当今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建设重要的

文化资源，是江南文化核心元素进行当代演绎的重要

文化来源。 

1.2  江南核心文化元素 

吴越之地历来都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家园，“上

有天堂下有苏杭”便是其写照， 能凸显吴越文化特

色的文化符号有地方戏曲、状元才子、苏州园林、自

然山水，江南古镇、浙商文化等等。江南核心文化元

素大抵存在于江南的传统艺术文化、民俗文化、建筑

文化及生活文化中。 

江南文化的精髓在于审美诗性精神[2]。江南自古

以来便有崇文的风气，其独有的诗性气质会融入人文

艺术中，在山水画作、诗词歌赋、戏曲曲艺等文艺形

式中都有所体现，同时诗性精神为更多的艺术形式提

供了载体。其中，江南文化 杰出的文艺文化代表便

是戏曲，我国明代戏曲有昆山、弋阳、海盐、余姚四

大声腔线，三者均出自吴越之地。浙江省现有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中戏曲的种类多达 27 种，其中昆曲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

产代表作”，其也是众多戏曲的鼻祖。 

江南以其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使各种宗教得以

共存共荣。舟山普陀观音信仰在整个江南乃至全国和

东南亚都有很大影响力。其文化特征，流行于太湖地

区的蚕神信仰；流行于沿海及海岛区域的观音信仰、

潮神信仰、妈祖信仰、海龙王信仰；流行于山区的菇

神信仰、药神信仰、山神信仰[3]。这些信仰衍生出了

许多与其相关的民俗和信俗文化。 

江南的建筑呈现出活泼灵秀且随性细腻的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具体形态，其建筑体现了江南文化的

内涵与精髓。其中 具代表性的江南建筑是江浙民居

和苏州园林。浙江民居中极具特色的便是依水而建、

紧贴河道、前后通达，具有独特的交通方式。苏州园

林则是 富有文化底蕴的建筑形式，可以说是吴文化

柔美灵动的活体表现。江南传统建筑造型具有轻巧、

便捷、虚实有致、色彩淡雅等特征。江南水乡环境造

就了小桥泊岸码头、按水道扶墙门过街楼等富有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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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建筑小品。园林特色里白墙灰瓦、厅堂亭榭、

假山窗棂、细雕精琢、优雅别致的建筑风情体现了江

南文化独具的诗性特征。 

生活文化主要体现在江南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及

语言文化中。江南服饰文化表现出开放性特点，江南

水乡服饰中 具代表性的是妇女穿的“清莲衫藕子

裳”，包括包头巾、大襟衫、大裆裤、束腰、百褶裙、

肚兜、卷绑和百衲绣鞋[4]。江南饮食文化主要以浙苏

菜系、上海菜系为主,其特点是清、香、脆、嫩、爽、

鲜。江南的方言文化，以吴侬软语 具代表性，其蜿

蜒曲折的腔调，尽显水乡江南的温柔与和谐。 

2  视觉叙事 

2.1  视觉叙事思维 

叙事学多在文学理论中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文本

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到具有叙事性的文学

作品。而在各学科的发展中，艺术设计领域中也屡屡

提到叙事，视觉传达设计的叙事性，正是参考了文学

领域叙事概念，将人的情感体验和主观叙事内容进行

表达，再现了叙事者的观点，利用像文学作品一样的

方式讲述故事，此步骤的完成可以使信息传递更具有

效性，对后续观者的接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能

够丰富设计表达，增加设计内涵，扩宽设计方法[5]。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叙事行为是人类早期 直接和

基本的表达方式。叙事，顾名思义是述说故事，而叙

事在表达方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利用人体的听觉、触

觉、视觉、嗅觉、味觉都能进行故事的述说。人们利

用现有的生活经验对信息进行整合，通过个体的理解

进行叙述或接受叙述，形成完整的叙事流程。视觉是

人类及动物接受信息 重要的感觉，随着信息媒介的

丰富和表达手段的增长，艺术设计成为了视觉叙事的

重要领地，在艺术设计中通过视觉中出现的图像、文

字、编排给受众传达信息，同时刺激受众产生联想，

达到叙事目的。 

现代的叙事涵义不是单指文字文本，而是涉及了

符号、方法、文本、诠释、传播和接收的整体描述与

信息表达，是一个动态化过程[6]。文本叙事和视觉传

达叙事本身是两种不同的信息传达手段，但是它们又

基于共同的叙述框架和逻辑，以及一些情节化内容的

设计，均与叙事行为有着密切联系，无不彰显着叙事

特征，可被现代叙事理论所解读。 

2.2  视觉叙事的构成要素 

2.2.1  视觉叙事主体 

主体一般是相对于客体或对象而言的，当个人或

内部具有认同感的群体在理念、实践中发挥能动作

用，用思想去影响对象，用行为去改造对象，并在这

一过程中展示、完善和实现自身，该个人或群体便是

主体[7]。文学中的叙事主体以作者为第一人称讲述故

事时，其包含叙述者与受述者。视觉叙事中发生叙事

行为需要有设计师-信息-观者整体构成，这里的视觉

叙事主体包含叙述者与受述者，叙述者可以是创作作

品、讲故事的人，也就是设计师，采用艺术手法对文

本进行转述和阐释。信息接受者为受述者，也就是观

者[8]。在众多平面设计中，此种叙事方式十分常见。

如图 1 所示，以作者为第一视角展现其眼中的诗性

江南，以对比色的视觉冲击响应杜甫诗中的“春日

涨云岑”。 

在世界文学理论界得到公认的是，若作者不以第

一人称作为叙述者描绘文章，作者与叙述者便不是一

个相同的概念和身份。美国学者韦恩·布斯提出在文

本真实作者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隐含作者”，作者

是文字的书写者，叙述者是故事的讲述者。利用视觉

叙事角度解读，便是设计师构建人物或场景，使画面

中的形象作为叙述主体讲述故事，是故事中的主要发

声者。例如图 2 所示，利用文字“象”作为叙述者，

其消逝的“象牙”正在向观者叙述一个悲凉的惨遭

破坏的凄惨故事。该海报未用真实大象图像进行叙述

者的设定，通过视觉叙事方式中隐喻的手法利用文字

代替，达成转喻的效果，使得海报设计效果更加丰富。 
 

 

图 1 《杜甫诗意》 
Fig.1 "Du Fu's Poetics" 

 

图 2 《象无牙》 
Fig.2 "Toothless Elephant"

 

2.2.2  视觉叙事文本 

叙事文本主要是指叙事过程中的相关资料，是指

导叙事行为的重要依据。在文学作品中，叙事文本单

纯指文字及故事情节，而平面设计作品中，除了图形

与文字编排后的视觉手法的表达外，还需要对主题内

容进行文化性挖掘与梳理，图文并茂的综合表达方

式，可以 大限度地提升信息表达和传播的效力[9]。

海报设计的视觉叙事过程，是运用视觉要素作为构成

视觉语言的手段，以及视觉叙事语言所具备的在给人

以审美享受的同时， 终目的是传达信息，还要符合

认知功能。因此，平面设计作品中，形象特征和内涵

等均成为视觉叙事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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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者需要在众多内容中选择提炼出能够反映

其世界观认知的内容进行视觉创作。叙述者通过构建

信息的方式讲述故事，向观众传递信息及某些更深层

次的内容。视觉叙事要将叙事文本内容通过艺术形式

表达，使抽象的事物具体化，使深刻的真理简单化。

可 以 选 择 了 两 个 内 容 不 同 但 在 某 些 方 面 相 似 的 东

西，以此作为另一个的隐喻（见图 3）。隐喻性事物

与主题没有直接关系，但在某一点上其与主题的某些

特征相似，因此可以利用主题进行发展、延伸和转

化，获得婉转表达的艺术效果。 
 

 
 

图 3 《书香门第》 
Fig.3 "Scholarly Family" 

 

2.2.3  视觉叙事情境 

构成叙事情境的要素主要有：叙事人称、叙事聚

焦等 [10]。叙事人称是指叙述者与叙述故事之间的关

系，聚焦被巴尔定义为视觉与被感知之间的关系[11]。

视觉情境要素 大特征是凸显叙事主体与叙述对象

之间的关系，在一般的叙事过程中，若干叙事人称和

叙事视角之间的任意组合，形成了不同的叙事语境并

通过视觉方式让叙事主体间产生互动性。视觉质感的

建构需要依托设计者情境营造能力与消费者想象力

共同发生作用，从而上升到诗意表达的高度[12]。 

视觉叙事中的情感构建需符合语境，采用引人注

意的图形或文字等视觉语言开题发问，形成画面强对

比抓住观者视觉，引发观者强烈兴趣，引人深思，往

往留给观者思考和想象空间，产生独到的、经典的设

计观点并点题，有时候不需要任何文字就能准确反映

主题，有时候通过文字的点化作用令人恍然大悟，形

成事半功倍的效果，使观者与作品产生共鸣。 

2.2.4  视觉叙事逻辑 

叙事逻辑是由法国著名叙事学家布雷蒙提出的，

在引入逻辑学原理后将“叙事序列”作为叙事的基本

单位。视觉叙事逻辑要符合人们认知的心理循序和思

维逻辑，即能瞬间抓住观者视线并进行有效地信息传

达[13]。视觉流程是一个视觉传达过程，同时也是一个

由总体感知、局部感知到 后印象三个感知阶段组成

的心理感知过程。在阅读的时候，观者视线随着构成

画面的各种不同物体及要素在画面中形成一种运动

内在的结构线，即运动轨迹。设计者根据视觉移动规

律，把视觉元素按照意图与主题关系，进行有序的组

织、合理的安排，诱导读者从主到次依次观看画面内

容的一条视线，称为视觉流程线。通常其并不是很清

楚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而是隐藏在画中的一条虚

线。设计者了解了这些视觉流程，就会在画面元素的

编排中有步骤、有层次、有逻辑地编排视线运动的方

向和顺序，形成 佳视觉导向，引导受众按照设计意

向去阅读和欣赏，以达到 佳效果地实现信息传达的

目的。 

平面设计的画面是叙事者借助视觉元素进行一

种有目的、有计划、有逻辑的编排组织，从而表现某

个主题思想，并以此创造出具有视觉美感和趣味感情

来打动观者的阅读情感。通过这些元素之间的巧妙组

合，增强视觉语言性，使之构图清晰、一目了然。这

种具有多样性、复杂性、条理性的统一变化，吸引观

者的注意力，任何叙事作品的目的都是让观者能够长

期达到具备注意力和保持力。视觉叙事的过程中以上

4 点是必备的要素，因此在视觉叙事中需要遵守的特

征有：叙事主体明确具有感知力；叙事文本有联想空

间；设计者和接受者语境统一；叙事逻辑合理有效。

在这一过程中受众可以将视觉形象和叙事活动进行

联想，从而完成叙事，达到叙事者信息传播的目的[14]。

江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平面设计作品通过视觉叙事

给受众构建了完整的江南形象，并给受众联想空间，

赋予江南文化新的内涵和理解。 

2.3  视觉叙事的构建方式  

视觉叙事是除去了声音元素后对接受者进行视

觉的刺激，从而达到叙事目的。在视觉叙事中包含有

文字叙事和图像叙事，因此，在平面设计的视觉叙事

研究中重点关注文字、图像及二者之间的编排，同时

结合文本叙事特点，将其沿用到平面设计中则是将叙

述的“事”的某个片段、情节或经过编排组合而成的

状态。则对视觉叙事提出以下要求：叙事方式符合文

本叙事特点，元素转化符合受众心理，情感构建符合

语境。 

2.3.1  文字为叙事主体的隐喻表达 

如上文所说，叙事原本是出自于文学领域的研

究，是对文字之间关系产生叙事效果的研究，叙事原

是文学用语。而在平面设计实践中文字是不可不谈的

要素，以视觉为中心几乎是所有设计活动都不可忽视

的一项原则，视觉传达设计自然也不例外[15]。文字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人类通过符号进行生活

记录和传递。汉字的象形文字天然是对自然的描绘，

其形的传递十分明确，与设计中的表形不谋而合。因

此，象形文字在平面设计中易于被直接运用，亦图亦

文地对信息进行传达。同时，海报设计中也借助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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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特点，将文字与要传达的故事进行联合，运用

象形的特点创作视觉符号。 

相似性是比喻的一个重要特征，利用两个或多个

事物间存在的相关性或关联度，以他物指代此物即可

形成比喻[16]。比喻的类型分为明喻、隐喻、借喻，视

觉叙事可通过上述三种基本类型进行叙事设计，而以

文字为视觉叙事中的主体进行叙事性表达的方式，是

海报设计中常用的设计手法。目前，对于社会高关注

话题（例如环保）等运用较多，反应出作者作为叙事

者对于社会某些现象冷静的思考或者反思。以图 4《消

逝》为例，直接映入受众眼帘的是白、海、豚三个大

字，占领整个版面的文字构成了强劲的视觉冲击力。

仔细观赏后，看到字的每一笔画均为一个白海豚的形

态，同时通过色彩的渐变将文字形勾勒并与背景区

分，给受众视觉冲击力的同时，营造出冷静的思考氛

围，给受众带来联想。 
 

   
 

图 4  《消逝》 
Fig.4 "Vanish" 

 

2.3.2  图像构成叙事情境激发受众联想 

图像的叙事逻辑与文字叙事的不同，主要是通过

建构空间、形象及意涵等层面的关联来呈现[16]。图像

叙事贯穿了人类发展的全过程，从石器时代的岩壁画

到现代的各类媒介中的图像，图像叙事经历了静态图

像时期、动态图像时期，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图像叙事的通道被打开。图像主要通过象征设计、比 
 

喻设计调动受众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意向设计、抽象

设计和写实图像进行叙事。图像的象征设计主要指借

用一种形象来表达某种意义，是意向表达的主要方

法。这种视觉符号的选择往往体现出一定的语境，符

号意义能让受众广泛接受。图像叙事的策略在于挖掘

受众心中的符号和含义，从而构建图像元素与意义的

联系。 

杨勇为“寻计江南”江南平面设计展创作的作

品（见图 5），水墨风格体现出中国传统艺术特点，

具有江南意境文化和画意文化。图像中借用具有书法

笔触效果的墨迹来表达文化的秀美，以山水画木月中

叶晨昏间的韵味与风露岚雾中的禅意感受来传递江

南的诗情画意的文化感受信息。背景层次表达遒劲郁

勃，前面的文字进行了现代化设计，将文字笔画简化

后 按 照 文 字 结 构 进 行 组 合 ， 压 缩 “ 江 ” 字 结 构 ，

“南”字的中宫向上偏移，前面文字几何化处理更具

有现代感，前后结合两者共同构成叙事性的情境，将

江南的意境文化与繁荣发达两者同时表达。一方面营

造出禅意的画面感，同时将叙事内容直观呈现于受

众。在该设计中，墨迹和文字都起到语义象征作用，

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城市文化与图形进行相关叙事

表达，给受众带来联想，从而完成叙事。如图 6《与

谁同坐》系列海报设计作品中，将“谁与同坐”4 个

字图形化处理，虽然降低了文字的辨识度，却突出了

作者描绘此情境时既有豪迈之情又再现了江南风吹

竹动的清高之绪，几何形态与图像形式的前后呼应共

同构建，引发观者看到作品的同时，能够产生身处江

南周遭小景的联想。此类作品虽然文字内容在前，似

乎应该是更容易被识别到的内容，但图像的构成营造

了或豪情万丈、遒劲有力的视觉氛围，或斑斑澜澜、

清风徐来的悠闲自得情境，使背景元素成为视觉重

心，反射叙述者内心情绪与心境。因此，利用象征的

手法，构建图像的叙事营造叙事情境的关联性进行设

计，与受众已有认知进行共鸣。 

 
 

图 5 《墨迹江南》 
Fig.5 "Jiangnan Ink" 

 

图 6 《与谁同坐》系列海报设计 
Fig.6 Design of "Who is Sitting with" series po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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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利用图文编排重塑叙事逻辑 

视觉叙事作为文本叙事的一种衍生品，既是一种

固有表现形态，也是对文学叙事的进一步升级和改

造。升级和改造体现在视觉叙事图文并茂的形式更能

快速抓住受众注意力，从而扩大传播对象的范围和延

长对象兴趣。在视觉元素编排上，为达到叙事效果，

多专注于情节构建，在一幅作品或多幅作品中进行展

示故事的不同片段，通过故事线索将设计作品进行串

联从而达到叙事的目的。 

叙事逻辑在文学叙事中一般分为时间叙事与空

间叙事，通过构建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事之间的关

系形成叙事。而视觉叙事中可以通过图与文的编排达

到文字、图形、色彩等各元素之间形成具有情节或关

系的叙事逻辑。在朱赢椿《设计师》书籍装帧设计中，

通过将文字排版成为鱼缸的形状，构建出视觉上看到

了鱼。《虫子旁》是文字和摄影图像展现昆虫的世界，

在书籍排版中将昆虫元素布局在书页较为隐秘处，一

方面传递昆虫形态特点，同时也将昆虫生活习性展

现，让受众的视线随着昆虫的脚步进行移动，从而带

来平面的时空感受[17]。 

视觉叙事相对于文学叙事中的视觉逻辑可以更

复杂，可以将时间与空间并置于同一画面中。文学教

授弗兰克在进行叙事技巧研究中提出了“并置”的

概念，是指在文本中使用一些手段将文本前后呼应成

为整体。电影学将并置的概念引入，通过场景的切换

进行空间并置，达到情节并置的作用。而在平面设计

中由于是二维平面从时间和空间上有所局限，因此通

过使用不同图像元素来构建情节从而叙述完整的故

事。如图 7《寄题徐都官新居假山》画面中，利用文

字与图像同构并置的方式融合表达情境，同时也是二

维文字元素与图中三维太湖石的相互穿插。视觉叙事 
 

 
 

图 7 《寄题徐都官新居假山》 
Fig.7 "Inscription: Rockery in  
Xu Duguan's New Residence" 

中的场景并置不需要符合正常的逻辑思路，可以抛开

时间、空间的逻辑理论，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路与视觉

表达方式。 

海 报 设 计 中 多 幅 作 品 也 是 情 节 构 建 的 表 达 形

式。在多幅作品的情况下，视觉叙事体现在每幅作品

中的关联性及关系。时间、空间、情节转折等可以通

过多幅作品的编排完成。多幅海报可以达到从动态到

静态的展示效果，同时在二维平面中拓宽了时间概念

及空间概念。 

3  基于视觉叙事策略的实践 

当代平面设计不仅是形式上的转换与丰富，更应

是文化性上的增强。如何对传统文化、区域文化及历

史沿革的一个解读，可以借用视觉叙事策略进行叙事

性模型的构建，以观者角度重新编码和解构文化的叙

事方法，以新的体验和视角创造一种逐渐拨开历史面

貌，享受与体验文化的设计方法[18]。利用视觉叙事设

计的方法进行平面设计时，文化内容的设计也是设计

的一部分，视觉叙事的模型概括为内容叙事、情节设

置、表达途径和视觉设计。此模型方法的创建能够形

成设计过程的闭合逻辑，使观者在获取视觉信息及感

受的同时，形成文化和精神层面的互动[19]。 

3.1  内容叙事 

叙事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和表达方式，叙事趋

向于重视人的情感、体验和主观诠释，叙事内容再现

了叙事者的观念，是反映叙事者也是视觉叙事中的设

计者的认知、思想所构建的内心真实意图。当叙事者

进行叙事时，必须优化复杂情境，选择出一些时间再

由所挑选出来的事件运用核心情节代表意义进行概

括性抒发。 

内容叙事包含对叙事主体符号性确立及叙事文

本的信息整理表达。以江南文化为主题的“寻计江

南”平面设计展为例，从江南文化中提取出能够代表

江南的文化形式内容与故事，利用视觉叙事方法中的

联想、概括、提炼对江南文化进行关键词的提取[20]。

关键词的提取方式可分为两种，横向提取及纵向提

取。横向提取的范围较宽，需要利用视觉叙事中的联

想及类比的方式，以江南文化为核心向外部进行联想

辐射（见图 8）。纵向提取重点在于文化内涵的深入

挖掘，例如，从江南核心文化元素中提取出建筑文化

再到苏州园林的挖掘，苏州园林的诗性文化与文化精

神，是江南文化的主体构建思想具有独特性的核心表

现，而且能代表苏州园林艺术独特景观及文化造诣的

特殊内涵，提取出窗棂文化和植物造景，将大的文化

范围进行概括性归纳总结（见图 9）。两种提取方式

的结合应用，能够帮助人们梳理信息，丰富设计作品

的文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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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江南文化关键词横向提取 
Fig.8 Horizontal extraction of key words of Jiangnan culture 

  

 
 

图 9  江南文化纵向提取 
Fig.9 Vertical extraction of Jiangnan culture 

 
内容叙事的确定，在视觉叙事步骤下的平面设计

中是非常重要的，且该内容的确定可以快速帮助设计

师梳理大范围的文化性信息，为视觉叙事下的海报设

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根据设计师认知下的江

南文化是具有文化传承性、能够突出江南诗性的浪漫

文化，且能够表达天人合一的思想及千变万化的不同

形式的叙事内容，苏州园林便是能反映此内容叙事

好的叙事主体，视觉叙事中反映叙事主体的代表性符

号，通过联想的方式提取出可以代表苏州园林古典美

的梅花元素，古今共赏月的深邃意境与留园中精雕细

琢、借景凝望的窗棂元素等（见图 9）。设计师将提

取的元素线索进行串联并转化为图形，构建符合叙事

文本中的象征形态、整体调性、场景氛围等内容，组

成具有浓郁文化气韵的海报设计（见图 10）。 

叙事内容中的视觉叙事主体可以通过代表性符

号元素提取的方式进行确立，视觉叙事文本也同样可

以运用纵向调研分析、文本提取进行叙事逻辑的打

造。如图 11 所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南京白局

进行叙事文本的确定，利用对南京白局资料查询及调

研分析整理得出包括曲目、演奏乐器、表演方式等内

容的叙事文本，对叙事文本进行视觉元素的提取及转 

  
 

图 10《江南文脉》系列海报设计 
Fig.10 Design of "Jiangnan Culture Context"  

series posters 
  

换，利用文字编排直接叙述曲目信息，运用图形图像

元素提取演奏者的表演动态，生动展现浓郁的地方特

色（见图 12）。南京白局是极具地方特色的说唱艺术，

其演唱内容往往与时事新闻和基层大众的生活相联

系，故而该海报设计元素调性表达质朴，具有激情粗

狂、灵巧生动的视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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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江南文化叙事文本纵向提取 
Fig.11 Vertical extraction of Jiangnan cultural narrative text 

 

  
 

图 12  《南京白局》系列海报 
Fig.12 "Nanjing Baiju" series posters 

 

3.2  情节设置 

在叙事学中，情境的描述意义重大，对场景及故

事情节描述方法会带来不同效果的影响。叙事是以作

者–文本–读者的方式展开，视觉叙事结构是设计师–

平面设计–观者之间的关系[21]。当代平面设计中，尤

其是海报设计要顾及观者的感受。视觉传达设计的本

质便是为了达成某种设计目的，利用视觉艺术让观者

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情节的设置便是为观者打造或者

营造某种视觉氛围或情景的设置，以达成情感及文化

的共鸣状态。情景的营造会增强文化性的体现，会与

观者产生情感的互动，同时让观者能准确感受到设计

师传递的信息，更好地感受到江南文化散发出来的魅

力。以图 13—15 为例，利用相同的设计元素，“寻

计江南”4 个汉字进行设计氛围的不同营造，图 13 中

展现了江南小镇蜿蜒曲折的小桥流水人家的场景，使

观者感受到的信息内容及文化内涵也不尽相同。设计

师将线索进行串联并转化为图形元素，构建符合叙事

文本中的象征形态、整体调性、场景氛围等内容。 

在利用内容叙事方式提炼出关键词后，要以观者

的角度设置情境，需要考虑观者的视觉感受与知觉思

维来确定江南文化核心内容，氛围体现使观者沉浸在

所要表达的核心信息中，并能带动情绪感受信息，以

便更好地引发观者的情感共鸣。这里以时澄的海报设

计作品《定山寺》（见图 16）为例进行分析，以便帮

助理解，定山寺位于南京市浦口区狮子峰下，是中国

禅宗的重要寺院。该作者以打造禅意为情景设定，选

用“思竹”文字与竹子的图形进行结合处理，“思”

字给人以想、定、念的联想，与禅定的情景设置关系

紧密。图形的塑造及颜色的选取，以及文字设计中，

将文字笔画进行重构，简化结构并拉长笔形，都使观

者看到该幅海报时有种意味深长的禅意感触。该幅作

品的设计使信息传达与情景设定相匹配，观者很容易

被作者营造的意境氛围包裹，沉浸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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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江南汉字意境》 
Fig.13 Artistic Conception of  

"Jiangnan Chinese Characters" 

 

图 14 《寻计江南》 
Fig.14 "Seeking Jiangnan" 

 

图 15 《素纸笔江南》 
Fig.15 "Jiangnan Displayed by  

Plain Paper and Ink Brush" 
 

     
 

图 16 《定山寺》系列海报 
Fig.16 "Dingshan Temple" series posters 

 
3.3  表达途径 

视觉叙事的表达方式可以用于平面设计中，例如

文学作品中经常运用的双关、转喻手法，在“寻计江

南”平面设计展的作品中频频被应用。图 17《和合

江南》中运用荷花图形比喻“和合之美”，“和”是

和谐、和平、祥和之意，“合”也代表结合、合作、

融合含义，具有一语双关之巧妙表达。叙事主体为

“和合”之意，莲花元素在符号语义下的隐喻转换是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基础。这种视觉表达和内涵表

达的适应性，是通过文字音意相通的联想来实现的[22]。 

叙事途径的表达需要根据叙事内容及情节设置

来选择并予以应用，以“寻计江南”平面设计展为

例，其是在挖掘出江南文化 重要的关键内容后，设

想观者接收信息时的状态，营造观者观赏设计作品时

的情景氛围。在此情境之下，选择提取图形去准确传

递信息，利用图形信息的叙事设计及艺术化处理达成

营造氛围的目的。可以借用视觉叙事的表达手法，加

入意象、投射、拟人、超现实等深度探讨表达。具体

来说，利用极具特色的传统方言代表江南文化，打造

吴侬软语温柔又抒情的腔调感，如图 18《吴侬软语》

所示，作者选择运用毛笔笔触代表图形元素进行表 
  

 
 

图 17 《和合江南》 
Fig.17 "Jiangnan &  

Harmonious" 

 

图 18 《吴侬软语》 
Fig.18 "Pleasant-sounding 

Wu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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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运用弯折的线暗喻方言婉转曲折的腔调，利用点

线面的构成应用代替语言的节奏，将叙事情节构造与

形象表达同符合契，达成似乎听到吴侬软语抒情歌般

的视觉感受。 

3.4  视觉设计 

基于具体要表现的叙事内容和情境的设置之后，

再选择利用的图形元素、调性表达及叙事途径， 终 

要做的步骤是如何依据视觉原理进行整体化设计。这

就涉及根据视觉原理进行版式设计与色彩的设计，其

中版式的排列是核心内容，使海报设计增强视觉冲击

力和丰富视觉层次，可以提升视觉张力，让视觉重心

更加地突出，观者可以根据海报作者的视觉流程设 
 

计，进行信息及文化的逐次接收。同时，色彩具有情
感与象征性，不同的颜色搭配可以传递出不同的情
感，那么传递怎样的情感就要根据设计师在情景设置
中所要营造的氛围来确定，情节的设置、氛围的营造
是根据叙事内容关键信息提炼而成的，是具有叙事逻
辑且叙事逻辑为闭环的。“寻计江南”平面设计展览
中有各种表达的应用，但都脱离不了视觉叙事策略中
以文字为叙事主体的隐喻表达、图像构成叙事情境激
发受众联想、利用图文编排重塑叙事逻辑的方法，以
视觉叙事模型框架的步骤为依托，达成江南文化信息
更有效、多样地传达，多角度地展现江南文化并提
升观者与江南文化间的交流感受与视觉互动性（见
图 19）。 

 
 

图 19 “寻计江南”平面设计展览现场 
Fig.19 Photos of the "Seeking Jiangnan" Graphic Design Exhibition 

 

4  结语 

在平面设计视觉叙事的过程中，叙事者通过对叙

述主体及文本的提炼达成内容叙事。对于江南文化视

觉叙事的当代设计演绎， 主要是对文化性质的叙事

内容的关键挖掘，只有确定了要表达的主题内容才能

进行氛围的营造和情节的设置，才能知道如何提取元

素去表达叙事内容， 终通过完整的视觉设计来展现

叙事者对江南文化的认知，让观者与设计师之间产生

情感的沟通，以一种感性的叙事视角和叙事方式进行

视觉的共鸣、情感的共鸣。 终，通过设计师的视觉

美学赋能，使观者产生高级的视觉体验感，达到视觉

叙事的目的。视觉叙事作为叙事学与艺术学的跨学科

结合，使平面设计具有更开阔的视角与策略方法，对

现代平面设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注入了新

的设计概念与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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