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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城市公共空间图像发展探究 ①

谢雨子
（湖南城市学院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湖南 益阳４１３０００）

摘　要：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属性不明、功能不明的公共图像出现在人们的视线范围里。这些图像所

带来的影响是好是坏、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这些都成为当代城市公共空间发展中值得深思的问题。通过从现今中国公

共图像的意义、现状及未来发展作出判断，提出相应的评价与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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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公共图像的意义
公共图像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形式问题之一，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小到报纸杂

志、大到酒店招牌，它们无时无刻不以其自身独特的设计与风格，影响着观看者的审美价值。就目前的

状况而言，人们对于当代艺术的理解，多集中于对艺术作品本身的观念、人文精神和批判式的斗争精神，

很少会有人就艺术作品本身的艺术语言如构图、色彩、线条等进行讨论与研究。可以说自后现代主义以

来，社会对于艺术的认知和艺术家创作的重点和关注对象多为题材的人性化、媒介的多元化和作品影响

的多元化问题，因此直接忽视了作为艺术作品重要组成部分的形式线条。后现代主义的人文关怀压制

了现代主义以前的形式主义探讨，他们将形式主义看作洪水猛兽，却忽略了形式主义问题依然存在的事

实。实际上，尽管形式主义受到了新的艺术品位的压制，但它潜移默化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并影响

着人们对于艺术的关注层次。城市雕塑也好，公共图像也罢，对于城市发展的状况而言，形式语言的探

讨永远不会显得过时而老旧。

阿莱斯曾经提到：“我们从不阅读，只是看看图而已。”［１］公共图像是后现代主义的形式问题之一，

它的概念由两部分组成，即“公共”与“图像”。从近几年来热火朝天的城市发展研究报告来看，“公共”

首先指的是一个共同的空间，是所有人都能共享的一个环境，例如广场、公园、车站等。同时公共空间也

包括了公共的宣传媒介，如报纸、广告、电视等。而图像是什么？图像可以说是人造的视觉产物，它与设

计艺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就图像自身而言，含义是广泛而深刻的，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平面之外，美

术范畴中的油画、民间版画、年画等都可以包含在图像的范围里，更不用说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广告 、包

装设计和数字动画。这些视觉产品的共性是全民共享，并且强制性地进入到读者的生活环境里，因此环

绕在我们周围的公共图像在一定程度上说，影响着我们对城市与生活的审美价值与偏好。

２　城市公共图像的存在与现状
公共图像艺术是后工业时代图像艺术由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延展的结果，是社会化生产与大众消

费、传统阅读社会向视觉社会转型的产物，它直接影响着城市建设的外观水平。公共图像在进行自身媒

体开发的同时，一边积极地将本身的产品信息宣传出去，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美化和装饰着城市的

整体形象。如：城市大小公交车站的霓虹站牌、地铁入口的广告指示灯箱、大型广场的 ＬＣＤ展示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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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公共图像美化城市形象的典型案例。但是，尽管这些公共图像看起来美轮美奂，但依旧存在着

极为不协调的因素。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影响着公共图像设计的整体水平，阻碍着城市建设的发展。

２．１　公共图像设计水平不高，制作标准无法满足现行市场的需求
在公共图像的设计上，水平与过去相比已有一定进步，但与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

的差距。就连在国内，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设计水平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目前国内的公共图像

来看，一般多为文字简单描述加上少量图形说明，整个形式比较单一，设计质量也不高。随着我国文化

和经济的不断发展，部分地区如重庆、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人们对公共图像设计的敏感度越来越高。

在接受城市外来时尚文化的过程中，对待出现在公共场所的图像其要求也越来越高。过去低水平、粗设

计的公共图像已无法满足观看者对设计的认知与要求，就连大型商场中所放置的某些著名品牌平面设

计也难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因此如何提高公共图像的整体设计制作水平成为现在城市设计发展的当务

之急。

２．２　公共图像缺乏创意核心
说到图像，我们自然会想到一个词语，那就是创意。创意是现代图像设计的核心与生命。作为现代

图像组成部分的公共图像也是如此。只有具有创意的图像，才能让读者在纷杂的图海之中感受到文化

的气息与趣味，作为消费者，我们都有喜新厌旧的审美心理，对于平庸而不具创意的图像，看过就抛之脑

后，更不用说把图像的内容记录下来。只有那些既具创意又能给读者带来美感的公共图像，才能真正达

到宣传的效果，并进一步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当前，大部分的公共图像只是将品牌宣传的一些要素进行罗列与归纳，从不去考虑公共空间中广告

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形式、画面和表达角度去进行设计。工作人员只具备最为基础的处理能力，只是程式

化地向消费者告知产品的内容，并且直接忽视了消费者的感官感受，不在乎他们是否能够记住或接受这

样的广告信息。于是缺乏创意的、无趣的、粗陋的的公共图像被大量生产出来，给整个城市空间的形象

带来不好的影响。其中广告在这一点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就拿重庆部分公益广告为例。在重庆某些绿

化带或车站站牌旁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公益广告。这些广告大多设计简单，以文字为主，图片往往出现

如生活中的老人、小孩、妇女等元素，再结合公益广告标语，可以说是毫无创意与吸引力度。这种公益广

告的设计目的只是在于将文案展现在观众眼前，而非将图案设计的美感与文字相结合，用舒适感和美感

来打动观众，教化观众。

近些年来，某些与公共图像设计有关的产业如广告传媒公司、数字媒体工作室等都已引进先进的平

面和数字化系统进行广告设计，并且形成了全新的设计风格与方式。就像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

尼斯所说：“一种新媒体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２］但由于设计师自身的素质问题，广告质

量参差不齐，加之我国设计创新意识的滞后性，使得我国公共图像的设计发展缓慢。但是其发展趋势却

是不可抵挡的，在我国的公共图像呈现中，也有经典广告的出现，如“百事天府”这幅广告，其形象设计

生动有趣，创意性高，在消费者的认知中占有了一席之位。

２．３　公共图像文案恶俗繁复
公共图像的时效性是长期的，但它本身也是一种瞬时间的媒体。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公共图像在

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必须简洁明了，将诉说的对象以画面的主体表现出来。因此，广告专家提出，一个好

的平面公共图像，其文案应该少而精，字数最多不超过７个字。文字内容上也应集中表现品牌的主要信
息，不要通过过多的艺术字体去表现，因为观众没时间也没兴趣去辨别和记住。不管是商业品牌的海报

设计，还是产品外部的包装设计，包括出现在公共空间的广告宣传在内，其文字都应能直接将产品的真

实信息传递给阅读者，这样不仅能让阅读者在最短时间内了解公共图像所要表达的产品属性，也能有效

突出图像的创意性和简洁性。反之，则会在破坏图像整体美感的同时，让读者产生厌恶。我们姑且不谈

平日总是不断听到看到的“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就拿很多日常广告来说，很多品牌的广

告喜欢用大量的图片数量和文字泡来给读者造成冲击感。远远看去，这些广告就像是一份份放大的图

册，让观众既找不到广告宣传的中心思想，也难以达到欣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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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公共图像内容过于低俗，严重挑战道德边界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许多商家为了追求产品效益，纷纷动用重金在公共空间借用广告来

进行产品宣传。那么，怎样才能在无限的大众空间里牢牢抓住消费者的目光，便成为商家在营销宣传中

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有些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开始在公共图像里加入格调低下、用语粗鄙

的恶俗信息；而表现夸张且极具欺骗性和挑逗性的色情图像在公共空间里也比比皆是，形形色色的不良

设计充斥着部分报纸的版面、电视画面和电台频道，使得整个城市的文明与文化遭受重大的冲击。这种

状况违背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影响着媒体和城市设计的公信力，深为广大群众所不满。因此拒

绝不良的公共图像设计，提倡高品位、多创意的公共图像设计路线，便是我们现在必须坚持的路线。

３　城市公共图像该何去何从
目前，中国设计正处于一种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但大多数的设计都局限在工业产品和建筑之上，

很少能在城市建设的公共图像中有所发现。就像部分评论家所说的一样：中国公共图像的设计在很大

一部分上都没有贴近中国人自己的生活，设计师们只是一味模仿国外高端品牌和创作思维，或因循守旧

沿用旧的图像宣传。这种由跟风模仿而来、缺少中国文化底蕴的“外设计”“山寨设计”和“老设计”自

然很难引起国人共鸣，倒让城市建设大打折扣。既然公共图像设计关系到城市的综合发展，我们必须通

过设计创新来洗去那些陈旧的、恶俗糟糕的形象，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公共图像的品质和影响力。

同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在日本的街道上人们随处都能

看到不同的公共图像，其出现的密集程度是亚洲其他国家所不能相比的。但是，当我们面对日本街道那

样繁密的公共图像时，我们所感到的不是过重的视觉压迫，反而会对图像里的内容产生一定的兴趣，那

是为什么？因为在这些公共图像里存在着强烈的、具有创新意义的设计感。它们不同于出现在我国大

多数城市里老旧、呆滞的公共图像，而更像是由专业设计师经过精心思考的结果。这些图像就算要表达

的主题一样，但其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也难让观众产生厌恶感；相同的文字，不同的图案与色彩，再加上

奇特的创意构思，使得出现在公共场所里的图像不再单调无趣。而经过推敲与设计的文字描述，简洁生

动，也让观看者对所要表达的讯息一目了然。它们无需借助低俗色情的文字图案，便已牢牢抓住观看者

的眼球。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所有的公共图像都是新颖且富有文化底蕴的。但就这个国家所拥有的

公共图像数量和质量来说，这种能够自觉经过设计的公共图像，已经是值得我们学习与赞赏的了。

如今，我们的公共图像到底该何去何从，是继续张贴着无创新无美感无设计的广告图像，还是选择

从设计创新开始，改变我们的图像生活，答案毫无疑问是后者。同时，城市公共图像的艺术性，应与其他

公共艺术如雕塑、壁画、园林小品等艺术表现形式相结合，利用图像化技术体现出它作为现代城市人文

景观因素的有机统一。只有好的公共图像，才能正确有效地对观看者进行文化传播。这不单单是因为

它拥有着强大的公信力，更因为其极富创意的表现和极其简洁明了的信息展现。一旦一个公共图像开

始出现劣质的设计，其必然会引起观看者的厌恶，从而慢慢失去其公信力。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好的设

计和公共图像宣传效力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应该从新的方向考虑公共图像的功能与目的，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设计出一种或优雅或生动的具有无限吸引力的公共图像。

我们正处于一个不同以往的读图时代，图像对于公共空间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过去我们所认知的

范围，甚至它本身也是空间与设计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审

美价值正在被它们改造。坚决拒绝劣质公共图像设计的出现，加强设计的创新培养，自觉抵制和彻底清

理不良图像，不单单应成为所有设计师的共识，更应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识，而这也将会是中国现今公

共图像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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