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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符号的抽象程度与意义表达

李 爽
北 京理

一
〔 大 学

,

北 京

摘 要 符号 学作 为一 种新 的 方 法论正逐步进入其他 学科领域
。

同 时
,

有价值的 符号 学讨论也 已 不 局 限 于最初 所确

立 的 符 号学领域 中
。

对 于视觉传 达 这 一 学科来讲
,

研 究符 号 与 其 指 代物之 间 的 关 系
,

以 及视觉符号本身的抽 象程度

对信 息传 达
、

意 义表述的 影响
,

是一 个非常有意 义 的课题
。

这 不 仅 可 以提 高信 息传 达 的 效率和 准确 性
,

同 时也丰 富 了

视觉传达 设计 的语 言
,

更 为 满足现代人 的 审美要求提供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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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发源于语 言学
,

如今却已渗透到哲学
、

文学
、

自然

科学 和艺术等众多学科 今 日符号学 已 成为
“

有关记号
,

或有

关 记号 过 程
,

或有关 记号功 能 的研究
” ’ ,

有价值 的符号学讨

论 已 不 局 限 于最初 所确 认的符号学领域 中
,

具有 了一种方法

论的意 义
。

符号学的研究方法 同样 可 以运用 于现代设计
,

视

觉 传达设计本身就是 一 种符号 的表达方式
,

设计者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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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一灼

现代设计 中以 符号学作 为研究方法论 的历 史并不 长
,

也没有

形成 体 系
、

由于 篇幅所 限
,

本 文无法 个面探讨符号学在视觉

传达设计 中的应用 体 系
,

仅仅将重 点放在 视觉符号与其指代

内容之间 的关系

一
、

符号及其作用

英囚作家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 》中讲述 了这样一个虚

构的故事 一 个国家的几位教授 出于对人类健康的考虑
,

提出

了一项废除 词汇 的计划
。

他们认为
,

人侮说出一个词
,

或多或

少会对肺部造成伤害
。

所 以
,

作为弥补
,

大家在谈到具体事
一

情

的时候
,

就把实物带 在身边 以便 以 物示 意
。

这项计划造成 的

后果 可想而 知
,

当两位大学者在街 上相遇后
,

先从快被压断的

背 几卸下沉重 的背包
,

取 出包里 的物 品谈论 一个多小时 再

收起各 自的工具
,

互相 帮忙将负荷重新背 上后分手道 别
。

故

事听 来似乎有些荒谬
,

但它却机智 而深刻地暗示 了语言符号

的本性所在
。

单纯 的 以 物尔 物
,

不能称其为符 号
,

只 有 当以 某种 东西
“

代表
”

其他事物时
,

它 才成为
“

符号
”

按照符号学家罗 兰
·

巴

特的理论
,

一个符号是 由
“

能指
”

和
“

所指
”

两部分构成
,

能指 即

一种物质 的中介物
,

所指为其心理再现
,

能指和所指结合为一

体的过程称为意指
,

其产物便是符号
。

事实 上
,

人类所有的思

维活 动和信息交流的进行
,

都有赖于符号 的存在
。

人的意识

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化过程
,

思维无非是对符号 的一种组

合
、

转换和再生的操作
。

符
一

号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媒介
,

作为信

息载体是实现信息存贮和传达 的工具
,

同时又 是表达思想情

感 的物质手段
。

鉴 于符号 的特殊意义
,

哲学家波普尔曾提 出
“

三个世 界
”

的理论
,

认为
“

符号世界
”

是 区 别于
“

天 然
”

的物理客观世 界 和

人的精神世界 的
“

第三世界
” ,

特指
“
思想 的客观 内容的世界

,

尤其是科学思想
、

诗的思 想 以及 艺术作品 的世界
” 。 曰利用 波

普尔这一 的理论
,

可以推断出符号与它所指代之物的两种关

系 第一
,

符号超越 了
“

事实之物
”

的领域
,

这时它所代替的是

客观物理世界 即第一世 界 存在之物
,

此时 的符号 含 义要 比

它所代替之物抽象
。

即使一 幅写实主 义的绘画作品
,

其作者也

是经过一定的选择和组织
,

集中体现被再现场景的本质
,

所 以

画 的抽象程度仍要 高于场景本身
。

第二
,

符号专门再现事物
“

活力的抽 象作用 力模式
” ,

即它代替的是来 自第二世界中人

类思维观念等东西
,

此时它的抽象程度就在所替代之物之下
。

这时的符号应该能为某一类别的事物或某一类
“

力 的作用方

式
”

赋予具体的形状
,

如用一个具体的人表示整个
“

人类
”

的概

念
,

或 以 五线谱
、

音符记录的一段音乐旋律
。

二
、

视觉符号 的抽象性 问题

语言符号仅仅是整个符号世界的一个部分
,

另一个重要

部分便是视觉符号
,

即那些通过人 的视觉被感知的符号
。

视觉

符号在信息的传递方面具有很多特别的优点
。

它依靠图形直

观地进行表述
,

同时它所具有的象征性在人类精神和情感 的

表达方面是其他类型符号所不能 比拟的
。

相对于语言符号来

讲
,

视觉符号的信息传达更加迅速
,

内涵更加宽广
。

视觉符号

在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同样起着巨 大作用
。

人类对一件事

物的认知
,

实质上是他对事物某些最基本和最突出的结构特

征 的认知
, “

以物示 物
”

并非最理想
、

最科学的信息传达方式
。

因此
,

人类在对世界认知活动 中
,

一直不断确立形形色色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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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符号来帮助 自己
。

这些符号不是对原物机械的复制
,

而是思

维经过积极组织或建构重组后形成的替代品
,

是对事物本质

特征和结构的最直接表述
,

它们是人类在长期认知活动 中的

经验之
,

以及丰富的联想之下生成的
。

符号所指代的内容既可 以 比它本身抽象
,

也可 以不如其

抽象
,

这取决于所指代内容的性质
,

视觉符号亦如此
。

而从另

一个角度来讲
,

作为视觉符号的图形
,

其本身的抽象程度也会

影 响到信息的传达
。

如果这个符号相 当写实
,

一方面它为某个

概念的结构骨架赋予 了血肉之躯
,

以一种逼真的形象把意义

传达 出来
,

另一方面也可能得到截然相反 的情况
。

对于一个画

家或雕塑家的作品而言
,

它越是酷似实物
,

作者就越难 以用它

表达 出 自己 的某种观念
。

这是 因为图形的形象越具体
,

它展示

出的特征也就越多
,

人们也就越不 容易明确它的哪一种特征

是最 主要的
。

这时
,

这个符号所要传达的本质
,

或它所蕴涵的

象征意义
,

可能会被观看者忽略
。

西方某些国家的老式交通信

号牌
,

以一条逼真的蛇的形象来提醒驾驶员减速行驶
。

这种方

式确实要 比
“

减速行驶
”

这 四个字更能引起驾驶员的注意
。

但

蛇 的形 象本身并不是 一个
“

专职
”

用于交通 信号的视觉符号
,

人们可 以从它身上看到其他特性 比如细长弯曲和引起恐惧

等
,

或是 让人以为这是提醒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标志
。

由此 可以看 出
,

具象的视觉符号可 以使观看者迅速辨认

出一 幅海报
,

一个信号牌所展示的东西是什么
,

但不容易从中

看出较深一层 的抽象意义
。

在这种情况下
,

将视觉符 号的形象

抽象化就相 当必要 了
,

它能帮助我们将某种特殊 的性质准确

地抽取出来 但也并非视觉符号的形象越抽象
,

对意 义 的表达

和信息的传递就越有益
。

一个外形高度抽象的视觉符号
,

假如

它的形象与所标示 的东西 之间很少或根本没有相似之处
,

其

符号作用也相 当有限
,

甚至有时会阻碍信息的传达
。

最明显的

例子就是
“

断
”

字符
,

在梵文 中有
”

吉祥之所集
”

之意
,

而在希特

勒将反方 向的
“

断
”

用 作纳粹党徽之后
,

由于视觉 上的高度相

似
,

这两个不 同的符号经常被混淆
。

像这样抽象程度很高的符号在使用时
,

由于符号本身并

不直接反映所表达内容的典型视觉特征
,

能指和所指之间的

指代关系往往是人为规定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它所处的环境背

景对信息的传达就起 了相 当重要 的作用
,

设计者必须附加 一

些解释性 的前后联 系或背景资料
,

才能使观看者明白
,

否 则就

会造成严重 的歧 义
。

者的意图
,

是一个值得深人探讨的问题
。

下文将以标志设计

为例
,

对这一 问题进行论述
。

现代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商标或标志设计
一 ,

往往是 以
一

个

高度凝练的图形作为视觉符号
,

使观看者从 中辨认 出某
一

公

司
、

某个品牌
、

某一组织或某种观念
。

作为一个符 号
,

商标 和

标志要将公司的经营理念
、

产品的品质
、

组织机构的 日的等抽

象的概念固化下来
,

进行表述
。

三
、

视觉符号意义 的表达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

人类已逐步进人一种高速度
、

近乎

失调无序的生活状态
。

人类迫切要求信息传达能够 以一种最

简便
、

最迅速
、

效率最高的方式进行
。

在视觉传达设计领域
,

则

要求那些作为信息载体的视觉符号能够在瞬间将它们所代表

的意义传递给受众
。

上文 已经提到
,

一个作为视觉符号 的图

形
,

它的形象过于抽象或过于具体
,

都直接影响到信息传达效

率
。

因此
,

作为设计者如何把握这个
“

度
” ,

如何发掘视觉符号

最大的潜质
,

使其 以最直观
、

最准确
、

最迅速的途径传达设计

图 是某乳业公 司 的商标
,

由其产品 的性质 —
牛奶 液

滴作为基本元素
,

图形经过抽象后 成为一 个替代其实际产 品

的视觉符号
。

作者把 自己所要描绘的对象约简成 了一个非常

简单明确的图案
,

这种直接 的方式使我们很容易理解公 司 的

产 品是什么
。

但由于它仅仅是一个液滴 的抽象化图案
,

囚此

我们无法通过这个符号 了解到关于这个公 司的 更多的东 西
,

比如产 品特色
,

或者经 营理念等等
。

作为商标或标志的视觉

符号如果仅是 由客观实在之物 产品 抽象得来
,

它 充其量 只

能成为实物的替代品
,

对人们理解精神领域的内容没有帮助

一周
一丁 是爪爱心 卫《

”

的 标志 万塞是 可页援助 残疾 人的 公 益

活动
、

作者的任务是如何将
“

爱心
”
这 一抽象的概念 固化下来

,

并 以视觉符号 的方式表达出来
,

使观众看到这个标志
,

就会 自

然想到
“

爱心
”

这个概念
、、

作者选择 了 一 些我们 已经熟知 的图

形和概念作为媒介来表述
。

观众 可以很容易从整体图案中看

出一 只手的抽象图形
,

熟悉手语 的人很快会看 出这个 手势代

表
“

爱
”

这个字
,

作为一个符 号
,

它首先将
“

关爱
”

这 一喻意传递

给我有
。

同时经过抽象后 的图形
,

引起观看者兴趣 的就并不 是 手

本身
,

而是手势的 内容
。

观众还可 以辨认 出汉 字
“
心

”

的形状
、

看到一 只鸽子的形 象
,

从而联想到早 已 为人熟知的含义
。

最

后
,

坚强挺立 的三个手指使我们仿佛看到了残疾人坚忍不拔
、

不屈不挠与命运抗争的可贵精神
。

作者侮一步要表达的都是

相 当抽象的概念
,

然而这些概念又都经过图形传递给我们
,

这

些图形本身即是视觉符号
,

它们进而组合在一起
,

形成 一 个新

的视觉符号
,

也就是标志本身
,

将这个公 益 活动 的 主 旨精

神 —
关爱和 自强完全表述 出来

。

由此 可见
,

具有深刻喻意的视觉符号
,

它所指代的内容往

往来源 于人类的精神世界 波普尔所谓
“

第二世界
”

之 中
,

而

其形象又 来源于客观物质世界
“

第一世界
”

当中
、、

视觉符 号

的 目的就是将设计者的思维活动 中产生 的抽象概念
,

通 过 具

体的图形 固化下来
,

从而通 过视觉 语言传递给受众
。

而为

使这种精神的沟通
、

信息的传达更加快捷有效
,

视觉符 号图形

的选择就必须建立在设计者和受众双方都认 同的基础 上 因

此设计者必须挑选人们熟知的事物作为视觉符号 的来源
,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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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简化为抽象程度适宜的图形
,

作为概念的载体
,

在人们的精

神沟通 上 架起一 座桥梁
。

这样 才同时体现 了鲁道夫
·

阿恩海

姆所说的表达抽象概念所需 的
“

形 式复杂性
”

和写实形 象向
“

纯形式
”

靠拢的视知觉理论
。

视觉传达设计是运用 视觉语言传达信息
,

以 物质的方式

沟通人与人精神世界的手段
。

随着科技的进步
,

时代的发展
,

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
,

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随之改变
,

因此留

给设计人的任务也越来越艰 巨
。

视觉语言的丰富有赖于更多

视觉符号的发掘
,

而形形 色色的视觉符号则蕴藏在浩瀚无边

的 自然世界与人类的精神世界中
,

等待我们去探寻
。

这种寻寻

觅觅虽然是一个漫长而无止境的过程
,

却又是推动设计不断

发展 不断进步的强大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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