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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课程中的叙事性 1

人类早在文字发明之前就开始了叙事活动，并且在

这种叙事活动的表现上视觉叙事是先于语言叙事存在的。

现在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叙事是利用语言、图像等符号手

段去描述一些特定的事件与情节等，这类叙事学一般被

归纳入了文学范畴的理论体系，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

景下，叙事学的概念逐渐被引入设计领域，最终形成叙

事性设计。文学作品中的叙事性一般通过文字语言来进

行描述传达故事情节，运用各种叙事手法去描绘故事内

容。而设计作品的叙事性，同样是需要去表达一些故事

或想法，但是由于无法通过文字手段来进行具体的阐述

与表达，因此在艺术设计作品中对叙事性概念的理解，

会因为图形、图像在每个个体间的认知差异而产生不同。

设计师如何站在自己文化立场，通过设计手段进行文化

的表述与传达就成为当今设计界的研究课题，也是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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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设计领域的大学生们首先需要去思考与学习的内容。

艺术设计与叙事的结合研究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经

开始了探索，诸如视觉传达、环境艺术、产品造型、数

字媒体、展示策划等各设计门类都在这个领域不断地探

索，究竟应该如何在设计中进行叙事的应用，叙事如何

使设计的传达更为更具文化内涵，这都是需要去研究的

问题。在设计基础的课程中就需要为大一的学生打下设

计叙事的基础，使学生掌握通过不同的设计表达手法来

进行叙事性表达的能力。通过在设计中进行叙事性表达，

使设计在更好地完成信息传达与交流的同时，能够承载

文化传承功能，成为具有文化内涵、个性多元的人情味

设计。

二、基础课程实践

1. 课题选择

主题的选择是设计创作的基础，设计的叙事性表达

首先要明确作品的核心思想，即设计需要传达的主题。

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为全年级的平行教学，不同的班级

从主题到作业形式、课程进度均保持相对一致，但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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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一致中寻求课程成果百花齐放，这就要求这门课

程在课题的选择上既要有一定的限制，但又不能过于狭

窄，限制学生思维，以致于课程作品不够丰富。本次论

述选择了以 2020 届的课程主题“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为例，这句话语出庄子《齐物论》，对于这句话每个人都

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整体都会围绕万物相生的规律去进

行解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要想对主题做深入地剖析

这就要求学生进行开阔的思维发散，在“物无非彼，物

无非是”的大主题下结合自己的理解进行解读，然后在

此基础上寻找不同的表达载体，通过对自己表达载体的

艺术化呈现来完成本次作业，这也是叙事性表达的第一

步，即在主题选择中寻找故事。

有学生在拿到主题后从身边出发，设计基础课程布

置作业时正处于夏秋交替之际，学生因胃受寒而一直在

吃药，而古人常云：“是药三分毒。”但生病又免不了用

药物进行医治，这如此强的矛盾性与相依性，与“物无

非彼，物无非是”的含义恰好吻合，于是选定了这个主

题。这样的切身小事与文化内涵的交织表达正是学生进

行设计叙事性表达的最好基础。

2. 调研推导

学生在确定选题后只是为自己的创作限定了一个范

围，在完成设计构思之前还得进行物象的选择，这个选

择就不再是单纯的头脑风暴进行分析，而是需要通过调

研推导的方式来一步步将整个设计作品的逻辑框架丰满

起来，让作品的叙事表达更具细节。

以主题为“药”的学生为例，在选择写生对象之前

首先根据思维导图对“药”的品种进行分类，并分别寻

找不同类别的实物进行拍摄或图片搜集，寻找最适合进

行设计创作的载体形式。在收集完昙花、药片、灵芝、

核桃、药膏等选物照片后，从中挑选更加适合绘画的药

片、药膏、人参和核桃进行小稿绘制。这几种选物都取

自于生活，比如核桃是在宿舍楼下的零食店里的常客，

药片是平时吃剩的胃药，药膏也是一只即将用完的，只

有人参是选择了进行照片写生。经过一番比较后最终选

择了核桃作为写生对象，首先是因为核桃的绘制效果最

好，画起来得心应手，而且核桃特有的肌理也更有绘画

的特点，在取材上也更容易；其次核桃作为生活中常见

的食物，但却具有药用价值，这一组使用价值上的关联

更加适合进行“物无非彼，物无非是”的内涵表达。

在选定核桃作为绘画对象后学生购买大量核桃进行

视觉实验。考虑单纯画一个核桃画面过于单调，并且这

种画面在内涵表达上略显单薄，于是尝试用不同的东西

来承装核桃，更加去突出画面的叙事感。最开始考虑的

是用小型的蒸笼承装核桃，但这样的安排十分刻意，蒸

笼与核桃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所以又开始寻找更巧妙

的承装道具。最终还是选择了一种真空包装的核桃作为

作品方案，这种包装方式即贴合核桃本身的轮廓，又富

有材质细节，撕开的包装袋与半露不漏的核桃在画面中

更具有情节表达。

3. 解析重构

解析是这门课程的一个难点，学生受到以往高中静

物素描绘画思维的局限，对于物体的描绘都停留在外表

上，难以跳出常规的观察与分析角度去进行选物内部构

造甚至是内涵的剖析。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引导学生对

需要研究的事物进行全方面的分析。以“核桃”为例，

将核桃本身进行拆解，分成“壳”“果肉”“果皮”“壳带

肉”几种情况对核桃进行观察，通过对核桃最直观的感

受，再对果皮的质感、肌理解析，对果肉进行规律性结

构解析，对壳带肉进行结构性解析，对果肉进行内部纹

理解析和内部剖析等。为了更好地实现对核桃的观察，

要求学生去观察不同类型的核桃，有扁圆形的，桃形的，

表面肌理特别突出的等等。要对于核桃壳的质感有更深

的体会，可以去触摸核桃独有的肌理，有些核桃壳表面

很光滑，仔细观察会发现有树枝状岔开的纹路，而有些

核桃壳表面凹凸不平，通过对不同核桃表面的观察进行

质感与肌理解析；对核桃果皮和果肉，果皮很轻易剥落，

薄薄的一片，上面有一些纹理，进行规律性结构解析；

果肉很香甜，很丝滑，模样很独特，也有一些浅浅的纹

路，于是进行结构性解析、内部纹理解析和内部剖析等。

通过对事物的直接感受，认真观察，从而得到不同

的触觉、味觉、嗅觉，视觉体验，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解

析，会更贴近事物的本质，从而还能衍生出对于物体的

历史形态、演变过程、逻辑构成、使用状态、交叉融汇

等多维度的表达。（图 1）将解析透彻之后，再从语法内

部去生成形式意味，在理念、象征、文化中去构筑表现

样式，从而重构出极大的自由度与无定论式的设计作品。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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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观念表现

观念表现是一个需要打破常规思维的作业形式，想

打破常规思维，首先要了解常规思维是什么。对于刚刚

接触设计的大一学生来说，个人的思维还处于常规思维

状态，他们通常会在一个初始的想法中寻找一切可以加

进矛盾空间、形与影、同构、正负形等知识点的细节，

但其实这样强加的设计会显得十分生硬。所以在进行创

作之前应该从最开始的主题开始重新思考，从“物无非

彼，物无非是”众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念，这样的观

念与需要表达的知识点从逻辑、内涵、情感上是否存在

关联性，这才是观念表达作业最好的切入点。因此，学

生在观念表现终稿中选择通过上下分层的形式来体现

“药”的两面性。选取植物为主要元素是由于中国传统

的医药文化以草药为基本载体，大多数植物都具有医药

性，使用得当制成良药，反之则于人有害。通过植物与

人体器官的同构，上层表现出药物的优良性，可以治病

医人，而下层表示药物使用不当同样可以夺人性命。中

间的人被囚禁在药物的治疗器皿中，任人宰割。玻璃器

皿中对于下层植物的投影运用了形与影的方式传达其危

害性。中间的几何体用了矛盾空间的方法表达人被束缚

的感觉。整体画面生动地体现出药本身并没有对错，其良

性与恶性全由人掌控，最后又适用于人，其中的矛盾与相

依正好符合“物无非彼，物无非是”的主题，用静态的图

形传达出了文字所难以形象的叙事性表达。（图2）

图2

三、结语

一直以来，文、艺总是被并谈，做设计其实与写文

章异曲同工，文章的优秀在于辞藻的优美与内容的深意，

设计的优秀同样在于形态的美丽与内涵的深度，二者虽

然都基于不同的表达形式，但对于内容传达的宗旨都是

一致的。本文分析叙事性在设计基础课程不同作业中的

递进表达，以及在设计作品中的具体思考与表现，这种

设计思路在从常态与非常态的视角切换、从技法到观念

再到文本的创作中，完成一整套理解和构思的设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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