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 8月 

第 32卷 第 3期 

西 北 大学 学报 (哲 学 社会 科学 版 )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Aug．，2002 

V o1． 32 No．3 

目前 中国广告设计 流行趋势析 

李常青 

(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广告学系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经过 半个 多世 纪广告设 计 的探 索、发展 以及 国际广告 设计 对 国内的影 响 ，“以人 为 中 

心、增 强 艺术感染 力、立足本 民族文化 ”的特征 已成为 目前 中国广告 设计发展 的基本趋 势 ，并 以其独 

特的设计风格展 示于世界 广告 设计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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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广告设 计领域正处 于网络社会与信 

息时代的演进 和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 的过 程中 。广告 

设计之理念亦随着信息社会及世界经济一体化价值 

观念的变化 而变化 。探 索中 国广告设 计业 “人世 ”后 

的发展 方 向是我们 急需考 虑 的重要 课题 。 

一

、永恒主题—— 以人为本 

在 以人 为主体 的丰 富多彩 的世 界里 ，以人 为本 

应 该说是一个永恒 的设计主题 。儿童 的天真 、少年 的 

憧憬 、青年 的理想 、成 年 的收获 、老年 的回忆 以及生 

命 的存亡 、表情的哀乐 、感情 的交 融和对生活 的执著 

追求 ，构成 了极为广泛 的题 材 ，一 直是古今 中外 的广 

告设计 师们追求 的永恒创意 主题 。因此 ，大多数成 功 

的广告 创意 ，是根据 人 们 的感情 和理性 需要 而设 计 

的 。美 国 心 理 学 家 马 斯 洛 (A．H．Maslow，1908～ 

1970)在 人 的 动机 理 论 中 ，提 出了人 的 需要 的层 次 

论 。他最 初把人 的基本 需要划分为 以下五个层 次 ：即 

生理的、安全的、爱的、自尊的和 自我发挥 自我实现 

的需要[1](P162)。在这里 ，需要前后的次序表明需 

要的层次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步上升的。“但是高级需 

要 才能产 生更大 的幸福 感 和 内心 生活 的 丰富感 ，如 

安全感 的满足至 多使 人产 生如 释重 负的感觉 ，而爱 

的满足却使人心醉神迷。”[2](P266)一个人的欲望 

往往是多方面 的，有些 出于实际需要 ，有些包含着对 

于心理的需求 ，因此，广告设计人员从人们许多相关 

的需 要和欲望 中去 寻找 创意 ，故 而真正 能打 动人 心 

的广告创 意应 该从 “以投 其 所好 ，满足其需 要 ”中去 

开拓和发展 自己的思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广告设 

计创 意就 是向消费者发 动心理 上的冲击 。设计师 围 

绕着 消费者 的需求 ，通过 思维 劳 动创造 出一个 新颖 

独特的构思来打动人心。使消费者在一瞬间发生惊 

叹，从而引起心理上的改变。因此，可以说创意在很 

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攻心战略，这种方法在实践中证 

明是行 之有效 的。 

这种新的富于创意的而且 目光深远的思路 ，其 

基本核心是：“我们社会 的每一个群体稚有其弱点， 

而且 内心深处都有 感情的需要 。找 出困扰人的因素 ， 

然后创造出能纾解人们烦恼的广告，就可以再次刺 

激人们的关注 热情 。现代广告设 计心理策略的运用 ， 

为人们创造了一个个五彩缤纷的梦，用广告来引起 

消费者的某些体验 ，通过人们的感情过程来控制人 

们的消 费行为 ，从 而实 现广告 促销 的 目的。”E33 

(P12) 

今 天 的 中国人 大 约 9O 以 上都 是 典型 的传 统 

主义者，他们忠于家庭和后代，注重“为了下一代而 

活着 ”、“只要孩 子过得 好”的观念 。2O世纪 8O年代 

初，由于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及激烈的社会竞争 

的趋势，使国人内心感到孩子在心 目中的重要位置， 

导致 现在的“小皇帝 ”群 体 的出现 。针对消 费者 的这 

种 心态 ，广 告策划者们创 造 了一个理 想化 的世界 ，来 

帮助他们“培养”消费需求 。娃哈哈“AD钙奶”在广 

告 中用“茁壮成长 ”呼吁家 长给孩 子加强 补钙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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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号 ”在广告 中则 表现 一个 孩子 在考学 前服用 而 中 

状元 ；西安 交大瑞森公 司推 出的新视觉 眼保仪 以“给 

你一 双健康 的眼睛 ”为主题 的广告 来 分担父母 的忧 

虑。这些以“一切 为了孩子 ”为诉求表现 的广告 ，恰 似 
一 个美好 的诺 言 ，慰抚 了父母们不安 的心灵 ，把他 们 

重新带 回轻松 的生活世界 ，因而受 到人 们的欢迎 。同 

样 ，许多化妆品广告 以中青年女性 为诉 求对象 ，利用 

女性 的虚荣心 理 和对青 春流 失 的恐 惧感 ，在广告 中 

宣传其保健 与美容的作用 ，给她 们创造 一个个“青春 

永驻”的美丽 梦幻 ，这些 广告 都 刻意追 求神化 般 、如 

梦似幻 的温馨气氛 ，给女性带来了 梦想与希望 。 

现代广告 设计 师 们正 是这 样 以人 为本 ，认识 和 

把握 消费者 的心 理欲求 ，虽然广 告创 造 的是一 种 虚 

幻梦 。但其魅力 却使消费者不 可抗拒 ，这正是优秀广 

告设计 师在设计上运用 心理策略成 功之所在 。 

二、挡不住的诱惑——艺术魅力 

广告作为一 门艺术 ，它 不是纯欣赏 的艺术 ，是 艺 

术与科学综合 的实用 艺术 ，是有一个发展 过程的 。通 

过艺 术设 计达 到 内容 和形 式 完美 的广告 作品 ，具 有 

强烈的艺术魅力 和促 销功能 。广 告的艺术 内涵是 在 

自身不 断发展 过程 中逐 步丰 富和完 善起 来 的 ，成 为 

具有 美学 价 值 的一 种 艺 术 门类 而逐 渐 被社 会 所 接 

受。艺术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社会意识形态，广告同样 

具有这个特点。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借助直 

观 、感性的形象传达 它要 传播 的具 体内容 。换言之 ， 

广告 设计 活 动是对 人类 社会 生 活的再 现 ，是 一 种 以 

形象反 映社会 生活的特殊 的社会意识形 态 。 

广 告设计 是视 觉传 达艺 术 ，是通 过视觉 来 传递 

各种信 息为 目的的 ，在传递过程 中，由于信 息 自身 的 

整体形象所 显现 的功 能美 、外 在构成 的形 式美 和人 

的情感 体验而唤起人 的审美感受 。“从 本能的欲望 到 

审美需 要的产生 ，既是一个 社会 性 的历史过程 ，也是 

个体性的情感过程 。审美需 要的产生 ，是随着人类文 

化的发展而形成的⋯⋯。”E2](P267)审美特征构成 

了艺 术的本质 ，任何 艺 术都通 过 审美感 受来从 事形 

式的创造 ，从 而获得 意义 上的表现 和情感 上的蕴合 。 

广告艺 术的审 美价值 ，是经 过艺 术处 理 的富有 感 染 

力 的广告 形 象 ，给人 以强 烈 的、鲜 明 的、耐人 回味的 

视觉感受 。以保护环 境为主题 的《海 的女 儿?》正是这 

种值得 关注的 2000年政府公 益广告 ：安 徒生笔下可 

爱的美人 鱼周 围 已不 再是 一 片蓝色 的大海 ，而 是人 

们恣肆破坏生态后 留下的无 限沙漠 。这种极为巧妙 

的喻意手法的艺术 表现 ，具有 强烈 的感染力 ，令人难 

忘 。 

广 告 走 向艺术 化 已成 为 当前 的 国际趋 势 ，它刺 

激 着新世 纪创造 新 的文 化 ，促进 新世 纪新 的社会 观 

念 和新 的生活方式 的变更 。目前 ，为 了适应 人们心理 

的变化 和市场竞 争 的需 要 ，现代 广告 的 表现形 式更 

加 注重艺术化 的发展 。在竞 争 日益激 烈的同类或相 

近类 的产 品中 ，广告创 意空 间越来 越小 ，产品更新换 

代 的速度加快 ，广告变 化 的要求也 与 日俱增 ，为 了更 

有 效地 吸引 消费者 对 产品 的注 意 ，必须 随着消 费者 

的 口味调整广 告 的创 意表 现 ，使之 保持新 鲜感 与感 

染力 ，因此 ，广告 表现上对美 的艺术追求 日益受到重 

视 。随着社会和现代广告的艺术化的发展，广告创意 

与艺术表现具 有 了举 足轻重 的作用 。在众 多饮用水 

中，《乐 百 氏纯净水 》广 告 表现 十分 具有 艺术夸 张的 

味道，一滴水 自上而下降落，因为要突出其“纯”与 

“净”，于是在水滴下降过程中设置了二十七层过滤， 

以便达 到 100 的纯净 。这种 夸张 的富有科学 性 的 

艺术处理 ，极 为直 观地表达 了产品 的魅 力 。 

艺 术表 现是 实现 广告 创 意的一 种手段 ，是创意 

的继续深入 与外化 ，只有通 过艺术表现 ，广告作品才 

能完整地展示 给消 费者 。为 了能更 好更快地沟通与 

消 费者之 间的关 系 ，使 消 费者 能更 好地 接受广 告信 

息 ，广告艺术表 现手法就发 挥着极其关键 的作用 。现 

代广 告设计 十分 注重 运用 各种 艺术 表现 手法 ，以不 

断变 化 的表现手 法表 达设 计创 意 ，增强 艺术 性与 表 

现力 ，引起消费者的关注，并产生兴趣，在人们获得 

美 的享 受同时起 到引导消费 的作用 。 

三、大融合—— 立足 民族文化的国际化设计 

从 狭义上讲 现代广告设计 起源 于资产 阶级 的工 

业革命 ，再 加上西方文化 在世界 文化领域里 的侵略 ， 

人们默许了广告设计的根在西方这个观念 。现代设 

计 形 式 于 2O世 纪初 进入 中国 ，5O年 代受 前 苏联 现 

实主义的影响，紧接着是 7O年代末浓重的后现代主 

义色彩 ⋯⋯设计 师们疲 惫地追赶着 。在这过 程 中，承 

载民族文化的传统 因素倍受冷落，使传统的因素失 

去 了冲击 力 ，变得 平淡无奇 ，中国的广告设计走进 了 

困惑 、茫然 。设计师们 怕谈 民族化 ，有保 守主义之嫌 。 

事 实上这 种观念 是偏 面 的 ，发扬 民族 性并不 是照 搬 

古人 ，而是要对民族精髓进行深刻理解和发挥；民族 

化 并不是复古 主义 ，而是再创造 和再发展 ；对传统的 

研 究 和探 讨并 不是 为 了重 复过 去 ，而是 为 了更 好地 

服务于现在 和未 来 。所 谓 民族化 ，指 的是在长期历史 

发 展 过 程 中构 成 的 自己民族 艺 术 与 审美 的 文化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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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民族化也 可 以理解 为民族风格 与民族 气派的表 

现 ．民族化 是个 动态 的过 程 ，在设 计 文化 的交流 、碰 

撞 中．每个 民族的设计 文化都 面临着选择 、吸收和整 

合。”[4](P77)因此 ，从 审美 角度来看，广告设计 中 

艺术审美的民族化特征并没有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 

的浪潮 而消失 ，相 反得 到 了重新 的认 同 和进一 步的 

肯定 。 

“众所 周知 ．有 个性 的设计 本 来是 、或 只能 是来 

自扎根 于本 民族 悠久文化传 统 和富有 民族 本色 的设 

计思想。”[53回视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广告设计 

作品之所以优秀，往往与其恰到好处地运用传统文 

化是分不开的。许多现代国际大师主动向传统艺术 

吸取营养，其作品既体现了现代广告设计的观念与 

时 尚．又能 折射 出各 民族 、各 地 区不 同的历 史文化特 

征和审美取向．显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广告设计紧 

密结合的艺术魅力 。 

不 同的 民族 、不 同 的地 区有着各 自不 同 的生活 

习俗和文化背景 ，经过 长期 的历 史发展 ，逐 渐形成 了 

五彩缤纷的各 具特色 的传统 文化 和传统 艺术 。在传 

统与现代 的结合 上 ，也 有成功 的例子 ，如走 得 比较早 

的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在世界设计领域中可算是一 

枝独秀。著名的平面设计大师靳埭强、韩秉华就是其 

代表 ．他们在 多元化 的地域 环境 里吸收 、融合外来 文 

化的同时，依然保持着浓郁的中国风情和民族的传 

统特色 ，其设计作品传统意味浓郁，加上强烈的现代 

视觉设计，借用传统图形深化 了广告设计的主题和 

内涵 ．以及本 民族 传统文 化的特点和气 质 ，以独 具特 

色的风 格面貌在世 界广告设计百 花园 中占有 自己的 

位置。 

中国具 有悠 久 而辉煌 的设 计文 化 ，中国设计 文 

化 是一种 充满生 命力 的文化 ，我 们不 能丢弃 自己 的 

特色而全盘抄袭 别人 。迈进 21世 纪 ，中国广告设计 

文化要 吸收外来 设计 文 化的 养分 。但 主流仍 然 是表 

现 出中国作 风和 中国气 派 ，不 仅没 有丧失掉 民族性 ， 

反 而更 加强 烈 地 意识 到 弘扬 本 国 民族 文 化 的重 要 

性 ，在传统与现代 、东方 与西方 之间找到 了一条适 合 

本国设计 文化 发展 的道 路 。正 如德 国卡塞 尔大学 艺 

术学 院 终 生 教 授 、国 际 设 计 大 师 马 蒂 亚 斯 (G · 

Mathias)说 ：“中国的设计在 近几年里 在 自我意识 和 

个性特 色方 面大 大 地 向前 迈 进 了一 步 ，⋯⋯人们会 

发现中国的设计发展离 目标 已为时不远了。”E53发 

展具有鲜 明中国特 色和中华 民族本 色的广告设计 已 

成 为不可阻挡 的趋势 。近些 年来 ，中国广告设计界 的 

有识 之士也成 功 地强 化 了传 统 与现 代 的有机结 合 。 

重庆奥妮《百年润 发 ·舞 台篇 》洗发 水广告 中对传统 

社戏 、镜 花 的运用 ；山东《东 阿阿胶 ·水 乡篇 》中对江 

南小桥流水人 家 、中药铺 、幌子 的渲染 ；成都《皇城老 

妈 ·绝活篇》中西部内地巴蜀民间文化的再现等等， 

这些作品直接 反映 出中国一个 地区、一 个民族 、一个 

时代 的文化特 征 ，充满 了浓 郁的 民族 色彩 ，继 承和弘 

扬 了中华 民族 传统文化 中优秀 的精华 。 

民族性和时代性两者相互制约，又辩证统一，融 

为一体 。如果过分 地强调 民族 审美观 ，现代广告设计 

文化就会变成古董的再现；若过于看重时代性，就有 

可能盲 目崇拜西方的现代文明，其结果把设计文化 

搞得一股“奶 酪”味 ，适合 不了我 国国情 的发展 。只有 

两者大 融合 ，才 能有 中国现代广告设 计文化的勃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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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shion of Chinese Advertising Design in the 21st Century 

LI Chang—qing 

(S(：hool of Jf)Urlltl[1'Sllq‘znd Communication．NorthT．vest University，xi 口”710069，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is written under the great tendency of”focusing on human beings，enhancing the 

artistic appeal。keeping a foothold on one S own nation 。Intergrating over 50 years S developments and ac— 

cumilation of the advertising design，the article expounds the tendency which takes”eternity，fascination， 

incorporation”as the critical design features in many respects．The writer expects that the Chinese advertis— 

ing design can make an exceptional headway and arouse the attention and favourable comments in interna— 

tional design cir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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