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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迹象论介绍 1

迹象论的观点由钟孺乾先生在其著作《绘画迹象

论》中系统提出，钟先生认为绘画起源于人类做迹造像

的本能，迹象是绘画的基本元素，迹与象紧密相连、不

可分割，没有无迹的象，也没有无象的迹。同时，钟

先生还创造性的提出了用“迹 + 象 +X= 画”的公式来

表达绘画作品所需要的组成。而迹象不止存在在绘画

领域，进一步来说，一切存在可视之物都由迹象构成，

它给我们解析研究视觉设计类作品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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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海生平

黄海是福建人，1999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设计系，他

接到他第一个电影海报项目——姜文的《太阳照常升

起》，并从几百个设计稿中脱颖而出，之后便一鸣惊人，

人生的轨迹也就此发生改变。黄海展示了中国电影海报

设计的另一种可能，也一直在探索如何把中国美学变成

电影海报的核心价值。本文将针对他为电影《黄金时

代》设计的涉及五个国家的系列海报，以迹象论的观点

对其视觉表达进行分析。

三、《黄金时代》系列海报的概述

《黄金时代》由我国著名导演许鞍华执导，2014 年

上映。但影片得益于黄海为其设计的系列绝美的海报备

受关注，未播先火，直接被列入威尼斯电影节最值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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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影片。这一系列海报共有五个国际版本，国内有两版，

分别是泼墨版和刀锋版。国外的四个版本分别是北美版、

日版、韩版和法国版。同时，为在国内充分宣传，黄海

还专门应当地美学风格设计了港版和台版。所以，《黄金

时代》电影海报一共有八个不同版本，而从这些风格迥

异而又及其贴近地方审美特色的电影海报中能够体会出，

黄海深入了解过不同国度、不同地域的文化底蕴和美学

底蕴，从而站在他们的角度之上，再对电影做出了及其

透彻的解析。

四、《黄金时代》系列海报的迹象表现

4.1 迹与象的含义

比《说文解字》还要早几个世纪的庄子对“迹”这

一词的解说就是：“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可

看出“迹”在古代的本意就是脚印、鞋印。而泛化到近

现代的《实用大辞典》中，迹的含义扩展到了“凡有形

可见者皆曰迹。”，在这个解释下“迹”与“象”竟成了

一回事。但在多处对“迹”的词义中提炼出其较为“一

般的”释义，钟先生在书的第一章就提出“迹”可合理

解释为“一物作用于另一物而产生的痕迹”，并将迹象论

的元解释立足于此。

对于“象”，在古代的中国艺术理论文集中，“迹

象”一词就已经在运用了，而两字拆开单独使用的频率

更高，这其中，“象”多代指自然形象和艺术形象。《汉

语大词典》中对象的解释是“形象，有形可见之物。”我

们可以理解为，“象”是世界上存在的、可见之物的形

态、轮廓、样子。

4.2 作品迹象的视觉体现

4.2.1 黄金时代系列海报中的文化之象

《黄金时代》讲述的是以民国时代为大背景，讲述了

民国传奇女作家萧红特立独行的人生以及爱情经历，塑

造当年一群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有人在流离中刻骨求

爱，有人在抗争中企盼家国未来。女主角萧红在一路流

亡中，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在她笔下穿透纸背。在这

样一个背景下，电影系列海报的基调之象就应该是深沉

而有文化底蕴的。

4.2.2 文字

介绍电影内容的文字和影片的字体设计是电影海报

中文字设计主要内容。一般情况下，文字在海报设计中

的信息传递需要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处理，以便更好地

实现自身得存在价值。文字的艺术化应用的前提是与影

片内容相结合，最大化地增强其艺术观赏性，增强自身

对观者的吸引力，让观者能够借此联想到影片的类型或

内容。泼墨版标题黄金时代四个字是行书字体，为黄海

请我国书法大家撰写，笔迹苍劲而有气运。文字占用了

海报视觉中心的较大篇幅，还使用了亮度和饱和度都不

太高的黄色，以水墨衬托。标题的材质运用了金箔褶皱

的肌理，完美契合了这黄金与时代两个特征。在国内所有

版本的海报中，标题所使用的都是同样的书法标题。而北

美版的文字部分本身即是迹，文字部分集合成海报中灵动

跳跃的部分，使整个沉稳知理的调性调和得富有生气。

4.2.3 图形

作为海报的视觉表现形式之一，图形能够通过它的

视觉作用迅速吸引观者的注意，并在更大意义上突破语

言的表达局限，实现快速地传达影片信息的效果。

黄金时代系列海报大多运用具体形态，辅以较少的

一些肌理痕迹的抽象图形。电影海报设计具有一张图片

胜一千字的创意要求。看似随意泼洒的墨迹展现出了改

革开放前乱世的象，女主角的身影形单影只，也未曾与

观者有过眼神接触，距离疏远，使观者萌发想要走进主

角心里世界的冲动，同时也会引发人们不由自主思考主

人公与社会环境关系。抽象文字笔画符号放大，生动的

象征了以笔为生并以笔作为武器的文人。

4.2.4 色彩

色彩相较于图形和文字更显视觉冲击力，所以正确

运用色彩进行电影海报设计可以创造出更加强烈视觉冲

击，让观众印象深刻。以黑白为例，在泼墨版的黄金时

代海报中，大量的黑色墨痕泼洒在雪白无肌理的背景上，

形成强烈的对比。而女主角行单只影，以俯视的角度伫

立在画面右上角，形成一种“仿佛在这墨染大地的世界

里，只有她是淡然的。”象，也预示了其注定飘零的一

生。此墨迹就是该海报最强烈的视觉点，也是最突出的

特点。在日版的黄金时代的海报中，黄海也运用了泼墨

晕染的迹象，整个海报都是黑白的色调，从天瓢泼而下

的由浓至淡的墨迹贯穿海报右侧天地始终，在最下端与

轻快嬉戏的男女主角连接，及其抽象的迹象与及其写实

的迹象对比结合，自然拉开场景的远近虚实。它着重体

现的是男女主之间的爱情，但他们的爱情在这整张海报

的低情态的暗色调中最终沉重不堪。台湾版的海报也只

运用黑白灰，画面简约但塑造了细腻复杂的意境，画面

中运用白色羽毛呈现出很轻盈的象，但黑色的影子却显

得非常厚重。文人的笔墨虽轻，文字却珍重；萧红的躯

体虽轻，生命却重达千斤。

4.3“x”

4.3.1“x”的含义

迹 + 象 +x= 画。其中，x 是观念、境界、情感、美，

以及一切你想（或别人以为你想）表达的内涵。对 x 的

理解，只需会大意，不宜苛刻拘泥，应因事因地而理解。

在我的理解中，即使任何纯粹的、无目的的迹象，一旦

你赋予它理念、解读它的精神，它将活化为“画”。

4.3.2 迹象在黄金时代海报中的 x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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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绘画作品中，x 强调的是作品的精神、观念等作者

想要表达的内涵，或者说是观者认为的作品想要表达的

内涵。“电影里最核心的东西是不分东西、不择老幼的，

我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解读电影、传达我们所理解的

电影气质上。”而我认为，电影 ++ 设计中的 x，就是解读

并贴切传达电影和角色的内涵和气质。x 是电影海报设计

中最重要的因素，迹与象都为 x 服务。

《黄金时代》刀锋版的迹象特征更加明显，他将汉

字的象放大到几乎不可识别地夸张程度，角色在文字笔

画中就显得渺小。让人有一种迷失在文字森林的冷清感。

而使用的迹材质却是反常的钢铁质感。黄海认为，虽然

汉字一眼就能给人产生中国文化的感觉，但他并不想让

观者看到海报的第一眼就察觉到中国元素，而是首先注

意到海报所传达的电影内容及基调和角色的气质，再意

识到这是来自东方的汉字、中国的电影。这样一来也就

更能达到潜移默化地去传播中国的审美与传统的功效。

而在刀锋版的《黄金时代》海报中，在夸张放大汉字体

量的情况下再改变书法汉字所常有的材质肌理，正能达

到黄海所说的，弱化一看到书法就想起中国的感觉，从

而强化了以笔为刀，以墨诛心，人生在她笔下穿透纸背

的感觉。因而以黄海观念为参考，我认为电影海报中所

有的作迹成象，都是为 x，即电影和角色的内涵服务的。

4.4 迹象的嫁接

“在时空本已错位，或者说本来就要利用时空错位的

情况下，不同类型的迹象是否能够兼容都不成问题：如

果你感觉到协调，你会体会到幽默与荒诞；但如果你感

受不到协调，那你何不理解为冲突与嘲讽？”在《绘画

迹象轮》中迹象的嫁接理论，是指用反常的迹表现象，

或以截然不同类型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迹象结合到一起，

形成新的悖谬的、跨时空的迹象。迹象的嫁接一度缓解

了艺术家题材受限的困难，也一定程度上拯救了观者审

美疲劳的问题。钟先生认为，画面上的机器印记与水墨

的笔踪墨迹的融洽，仍是吸引观者注意力的重要原因。

北美版的海报中，湖面正中的主体物是由金箔的肌

理构成的钢笔的象轮廓，而在钢笔正中间位置，有一块

与背景同材质的女性全身侧影的镂空的象，两个不用迹

的嫁接共同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钢笔的象。画面右上角

同样也是用的金箔的肌理表现金色梅花的象，此中还运

用了梅花的傲骨作为海报中文化之象的体现。在法国版

的海报中，香烟与红色人物剪影在纯黑背景下若隐若现

地嫁接，造就了一个优美的意境，更能烘托出一片安静

祥和却又动荡不安的黄金年代。萧红眉眼的迹象与屡屡

青烟的迹象巧妙地结合，将繁琐的思绪慢慢升至天空，

烟消云散的意境生动地表现在海报中。韩国版的海报主

体是主角汤唯一张正在流泪的面庞，但这张相片的呈现

是以一大块黑而深的墨迹透叠出来的象，而这块墨迹的

轮廓，又是汤唯正侧的侧脸。以悲伤为侧影，简洁而深

入人心。墨迹、人像与墨迹的剪影轮廓的迹象嫁接，巧

妙呈现出一种女主角克制的悲伤。

五、迹象论在电影海报设计中的设计方法

5.1 迹象万千，不离其心

迹象构造美学，提炼核心，核心决定迹象。一张优

秀的电影海报，既要有设计师的艺术风格，更要完全紧

扣影片自身的调性。当电影是直抵人心的，海报就要一

击命中，透过一迹水滴看尽世界之象；有些电影是犹抱

琵琶、余音绕梁，海报也是这样，通过一系涟漪之象体

察一隅天地之迹，半遮掩面、三日不绝。迹象呈现方式

不尽相同，但最终都是为了呈现核心，众星拱月。

5.2 万千迹象，本同末离

本土电影在当代不仅是要满足娱乐大众的需求，更

是要承载起文化输出、东方美学走出去的更大责任。而

电影海报，既是一部电影的门面，又是一门独立的视觉

艺术。“中华文化一直是轴心文明，我们的文明是可以辐

射其他区域的。它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具备持续演

化的力量，它的核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不断稀释、

融合、重建。”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审

美迹象。体察核心固然重要，但迹象的呈现方式，决定

了“x”是否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者接收。核心决定迹

象，迹象反作用于核心。

六、结语

在当代的设计环境下，电影海报设计不应只追求模

板的填充和演员的阵容，在考虑其商业性的同时更要具

备艺术性。好的电影海报设计需要我们不断的探讨它的

设计方法，且好的作品必然是“迹”、“象”和“境界”

同时存在的，迹象论为电影设计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方

法，也为电影海报设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得电

影设计呈现出了无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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