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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语言在广告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孟  靳 

（大连工业大学  辽宁大连  116034） 

 
摘要：在了解符号这一名词的设计概念后，将通过几个典型符号广告案

例来具体阐述视觉符号设计在公益广告设计中的实际运用及所产生的社

会性、教育性、历史性、传承者及针对性等方面的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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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广告的概念界定 
符号的形式是指信息的外貌，能够被感知的形式。皮尔斯把

一个符号定义为三个组成因素，他从一个过程解释了符号的这三
个基本因素。第一，符号形式；第二，符号所知的对象；第三，
解释是一个符号的含义，而这个所指的可以是一件物体也可以是
一个人物，既可以是现实中真实的，也可以是艺术虚构出来的，
这个符号必须使其代表着的一种含义与其对象相关联系，但是不
一定是代表着对象的所有含义，可以只是与对象的某一个方面相
关即可。那么，符号是从何而来呢？ 正常来讲，我们看到一个
形象或是一个图形第一反应一定是“这是什么”、“它将表达什
么”、“它是包含着什么含义”、“它有什么意义”等。 

二、设计在广告中的表现 
对于广告来说，它通过是指通过视觉感官上的表现和传播。

索绪尔指出一个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两方面来构成的，
但是很多人都会把“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混为一谈，这
样更方便于他人自己的理解。实则并不然，“符号”的“能指”
和“所指”两者间是有一定差别的。例如我们想要做一则冰箱的
符号广告，需要找到一个代表着其特点的“符号”来打动消费者
们的心，那么就可以选择之前所提到的，西游记中的唐僧形象，
唐僧这一人物形象做大的特点就是长生不老，这正应了冰箱锁鲜
这一广告宣传关键词，“唐僧”形象的“能指”的是如同他自身
一般的恒定、不老，而在此广告中的“所指”即冰箱中放入的任
何新鲜食材如同“唐僧”这一符号，依旧新鲜，不腐败。这便是
“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在符号广告中的应用案例剖析。 

三、符号在设计广告传播中的历史性  
差异存在于不同发展时期或各个民族创造出的符号，从设计

的角度来讲，每一个视觉符号的演化过程都是一段冗长并复杂的
历史进程积淀所得，并具有当时的时代文化的 深刻印记。只有
通过了解认识这些饱含着鲜明时代特征的符号，才能够了解该符
号背后所反映出的文化意义核心。比如世界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
内容、各朝各代的文字演变进程、各个民族的图腾文案以及形形
色色的艺术形式。例如：“911”符号，代表着毁灭、恐怖、破坏，
只要对 911 恐怖袭击事件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认知到这一符号

语言所表现出的语意，明白其传播中的历史性作用。 
四、符号在设计演变中的传承性 
传统的视觉符号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

优秀民族民族主义的精华所得，将其合理的运用在现代广告设计
中可以使其焕发出不一样的蓬勃生机。广告的创造结合中国传统
视觉符号,使广告更具有中华特色,符合广大人群的文化心理,深
入人心,广为流传。如果公益广告善于把传统文化视觉符号与现
代公益广告设计互相结合起来,在对广告传达的形式和内容方面
勇于展现民族的、民俗的、乡土的、传统的,并且和各种神话相
结合起来表述,在保持本民族传统艺术风格的同时,融入国际通用
的设计语言及现代设计理念,能使设计获得更强大的精神支撑。
因此,民族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语言的完美结合,是中国广告设计
走向世界,得到世界文化认可的重要途径。 

五、公益广告中的符号化设计是当今设计的新趋势 
随着当代社会的发展，符号化的发展愈来愈迅速，相关设计

行业技术也越来越成熟，设计思维、设计方法也越发的多元化，
并衍生出了多种设计思路。其中符号化设计有着隐喻符号、交叉
符号、怪诞符号、文字符号等多种形式，符号化设计趋势下的符
号广告表现形式也逐渐发展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善。符号化设
计中的设计思维是人类生活 富有代表性的特征，艺术创意作为
一种特殊的符号创造形式，艺术符号的创造过程是精神与审美文
化的提炼过程。 

结语：本文主要从视觉符号的角度对广告进行全新的角度和
多种角度的分析，拓宽了视觉符号研究的领域，有助于对公益广
告设计行业的思维认知指导。从广告设计中的视觉符号剖析入
手，寻找视觉符号在公益广告传播中的价值及重大意义和能够带
给人们的审美感受，也可以为设计师提供设计思路和灵感，对当
下和今后公益广告设计领域有很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审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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