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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本”属性电影海报设计的创制风格 
马瑜蔓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后文本”电影海报是指在电影上映之后不以宣传目的作为第一功能属性，而以创作者“审美的客体化”反映为第一功能

属性的海报设计形式。其本质与所谓的“前文本”电影海报并无两意，但在其功能性与艺术性定位上较前者有一定的区别，电影海

报的“后文本”电影属性是在网络媒体中流传的“线上海报释出”这一艺术现象中思考而来，对电影海报类型划分有一定的评判与

建议，并在学术理论上丰富了对电影海报设计的研究成果的探讨，以期能够促进电影艺术海报的发展与新形式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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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为以影像方式呈现在其受众面前的“文本”格式，一直
以来作为时空艺术的代表引发观者的阅读。“罗兰•巴尔特对文本间

性与“互文”这两个概念给出了经典性的表达:“每一文本都是互文
文本;在该文本之中，其他文本———先前文化的文本与周围文化的
文本——以或多或少可被辨认的形式而在种种不同的层面上出场: 

每一文本都是由一些旧的引文编织而成的新的织品。” 而常活跃于
电影宣传期及上映前期的电影海报则通常作为影片内容的“前文

本”出现在网络媒体、电影院线、报纸杂志、广告页面等具有宣传
性质的平台上，蓄势待发、先声夺人地吸引电影市场受众。无论是
从电影宣传角度亦或是海报本身的设计来说，它们普遍地受到研究

者对其文化意义和设计思路的关注。但鲜有人注意到“后文本”属
性的电影海报正在以电影文化的影响力和丰富的媒体传播途径中

酝酿属于自己的风格与图志。 

一、电影海报的“后文本”生产 

“文本间性”揭示了文本与文本之间可以进行对话的必然性，
又可将其称之为“互文性”。从“文本间性”的角度出发，电影与

电影海报之间互相指涉，内容与形式遥相呼应，一个文本可以引发
对其相关另一文本的解读与思考，另一文本同时也在审视着这一文
本的建构。 

从时间序列上来讲，电影作为受众欣赏的“文本”主体，往往
会因其受到票房及口碑的影响而提前以一种具有宣传性质的“前文

本”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电影海报便成为电影主体的“前文
本”阅读载体而担负起先导预告的作用，从而吸引大量影迷的视角。
除此之外，另一类不以宣传为主要目的的电影海报正在借着网络媒

体的广泛传播而以“线上释出”的方式捕获人们的关注，这一类电
影海报在时间及意义维度上言往往被创造于电影播出之后，是创作

者在观看电影之后受其电影本身内容的激发而兴起创造的“后文
本”内容，此时创作者的兴发之意不以影评、电影解说等形式出现，
而是以电影海报的方式出现进行再创制，与电影出品方流传释出的

宣传电影海报相比，“后文本”属性的电影海报更倾向于艺术性与
文化性的表达，往往因其“非官方”的属性而更具作者倾向的风格，
因此，具有这种文化属性的电影海报可被认为是对电影内容进行再

创造的“后文本”电影海报。虽从本质上而言与我们常言之的“前
文本”电影海报有着相同的再创造载体——电影本体，但因其功能

具有较大的差异，体现在其身上的设计手法与风格也有着较大的差
异。 

二、“后文本”电影海报的创制 

在文本意义研究中，作为“文本”本身的电影与“后文本”电

影海报在时间维度中通过相互指涉产生联系，这种指涉通过创作者
对其原文本的感知程度或表达手法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效果，电影

海报因此具备了一定的“作者性”。这里将从“后文本”电影海报
的生产风格中寻求规律性的共识，并加以分析。 

1.忠于“影像”的再现 

再现即“直接引用前文本:包括同时对前文本的名称、内容、人
物、人物关系、故事情节乃至肢体语汇的直接引用” ，这里引用
的前文本是指受众所观看的电影本身，通过对其影像内容的呈现、

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关系的展示、故事情节的表达以及影片中标

志性动作的突出来完成电影海报与电影本身的“文本互涉”，而忠
于“影像”的再现则是指电影海报无论是从设计风格上还是设计手

法上都注重于对电影本体的还原，以期观众能最直观准确地把握电
影内容及其文化内涵。 

2.忠于“自我表达”的表现 

在“后文本”电影海报的创制中因其不受宣传效果的因素控制，
进而可以在创作中尽情抒发理想化的艺术思想，所以常常采用抽

象、夸张、寓意、变形等艺术语言进行创作，其具体表现形式则以
色彩的表现、构图的表现两者为主。 

1.色彩表现 

从色彩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色彩可以带来观者心理上的共鸣
感受，从而可以展现出别的手法难以表达的内在情感” ，对于电

影海报设计而言，传统的以宣传为主要导向的海报设计往往考虑到
大众审美的心理感受从而放弃掉太过夸张的色彩设计，但“后文本”
电影海报则通过大胆的色块使用与拼接来完成对一部作品的审视。 

2.构图表现 
 “构图在当代电影海报中的设计应用方式有很多种，根据不

同的电影需求，构图的应用也不尽相同” ，在“后文本”电影海
报的设计中，往往会对电影海报基础的对称构图、三角构图、对角
线构图以及斜版构图等进行一定的演化，使其能够突破受众的“期

待视野”，达到更为理想的审美效果。 

三、结语 

“后文本”电影海报的设计是在“文本间性”理论与“视觉隐
喻”理论的基础上完成其图像与电影本体之间的互文性建构的，这

一建构同时以时间序列下“后文本”电影海报概念的成立为前提，
从艺术现象到艺术规律的跨越离不开艺术学创作论研究范畴中的

艺术表现方式——“再现”与“表现”的理论基础，最终实现电影
海报在电影上映前后的功能性越轨与艺术性创制，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电影海报设计的“艺术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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