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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永井一正海报设计风格的演变

黄奕羽，吴 卫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日本平面设计大师永井一正在海报设计风格上几经演变，从 20世纪 60— 70年代的抽象几何风
格开始，逐步演变到 20世纪 80— 90年代的意象手绘风格，最终形成 90年代末至今的禅意空寂风格，其演
变过程紧跟时代的发展。这种风格演变的背后，饱含着永井一正内心的坚持，即将东方传统元素融入海报

创作之中，这种始终如一的坚持源于他对日本传统文化中崇尚自然、热爱生命的禅道精神的崇敬，契合了

人与自然和谐一体、共生共息的永恒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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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volution of Poster Design Style of Kazumasa Nagai

Huang Yiyu，Wu Wei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The poster design style of Kazumasa Nagai, the Japanese master of graphic design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changes. His abstract geometric style began from the 1960s and 1970s which later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hand-drawing
style of image in the 1980s and 1990s. Eventually Zen nihility style was formed in the late 1990s. The evolution closely
follow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 The persistence in his mind dominated the evolution of the styles while the traditional
oriental element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poster creations. Such consistent pursuit stems from his respect for Zen spirit
of the admiration of nature and love of life in traditional Japanese culture. It agrees with the eternal truth that man and nature
are in harmony, surviving together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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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出于战略联盟的

考虑，为扶持日本发展，投入巨额资金，使日本经

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恢复。在日本经济、产业、文

化相继复苏的同时，设计领域也迎来了西方各种艺

术思潮和风格，这让本来在二战前没有受到广泛重

视的艺术设计领域得到了发展的机遇。当时，在日

本的平面设计界，设计师们热衷于了解与学习西方

艺术流派，并从中获取有益于本土平面设计发展与

创新的设计理念和手法 [1 ]。早期对日本平面设计发

展影响最大的是俄国构成主义与荷兰风格派，无论

是在构成的设计理念上，还是在几何化图形和极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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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运用以及充满理性和逻辑性的版式编排等方

面，都正好契合了日本在传统艺术文化中对于几何

图形和纵横线条的喜爱。

永井一正（Kazumasa Nagai，1929—）是日本著
名的平面设计大师，也是日本著名的株式会社“日

本设计中心”的核心人物。受到西方艺术流派以及

日本平面设计领域流行趋势的影响，永井一正的海

报设计风格从几何风格开始，将西方的设计理念和

日本传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到 20世纪 80— 90年代
已趋于成熟，再到创造出他自己的具有独特日本传

统特色的海报设计，其整个海报创作风格的演变都

与日本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同步。因此，可以说永

井一正的海报设计是现代日本平面设计“西学”时

代的产物。虽然永井一正在当今日本平面设计界拥

有着很高的地位，但他在设计上喜欢不断地进行探

索与尝试，这让其海报创作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

的风格，这种探索与尝试体现了他在艺术创作领域

不断探索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持

续的设计创作能力。

永井一正的海报设计表现形式有着多次周期性

的蜕变，从 20世纪 60— 70年代的几何抽象风格的海
报设计，到 20世纪 80— 90年代意象手绘风格的动物
主题海报设计，再到 20世纪 90年代后期以生命为主
题创作的一系列禅意空寂风格海报设计，都反映出

其在不同时期对艺术的不同领悟。

2 20世纪 60— 70年代：抽象几何风

20世纪 60— 70年代是永井一正海报设计创作初
期，此时的永井一正受到龟仓雄策抽象构成思维的

影响，其海报创作呈几何抽象风格。简单来说，就

是将海报设计的主体用一些不具备客观意义的形象

来表现，将这些形象以纯粹的几何形态，或运用点

线面创作出来[2]。在这个时期，永井一正在设计手法

上是将所要表现的物体抽象化，简化物体固有的具

体形态，使用各种直线、曲线集合成抽象化的构成

形态，或者使用圆形、三角形、方形等基本几何形

组成的色块来进行构成设计。其海报表现的主题通

常是宇宙，意图将几何细线抽象排列成规律性的或

无规则的律动形式（即边缘错视），以表现出强烈的

耀眼效果，再运用光效应塑造画面的深邃感和纵深

效果。1966年，永井一正为“时间生活”（TIME LIFE）
公司创作了《生命科学图书馆》系列海报，图 1（图
片来源：参考文献[3]第 55页）所示为其中之一。画

面的主体是一个抽象化

的椭圆形，它由海报中

心向外发散的线条构

成，有着明确的指向性

与速度感，就像人的智

慧之光自内向外发射出

去，能迅速地将观看者

的视线吸引并锁定到画

面的中心点。整个海报

空间的底色采用大面积

的深色，与图形的纯色

产生律动般的对比，从

而加强了海报画面的层

次感，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宇宙空间的无限性。正如

永井一正对该海报的讲解一样：该海报表达的“生

命的深沉空间是寂静无声的”[4]。

永井一正在1972年创作的海报作品《世博会’75》
（如图2所示，图片来源：
参考文献[3]第 74页）有
较大的创新，他娴熟地

将摄影技术运用到了海

报设计中。图底海平面

的摄影图片很真实地反

映出大海的平静，海报

中波浪的表现是由浪花

纹样结合长线条与圆形

组合而成，并通过自下

而上重复叠加的方式使

画面产生大海波澜起伏

的视觉效果，并与图底

平静的大海影像产生强

烈的对比，从而更加突

出画面主体——波浪的

冲击感。

图3（图片来源：参
考文献[3]第 119页）所
示为永井一正于 1 9 8 1
年创作的海报作品《日

本古典表演艺术》，该

作品的画面底部由弧

形色块重叠成山丘的

模样，色块中铺满了樱

花的花瓣，上密下疏，

从而产生樱花花瓣落

英缤纷之感。同时，采

格的宇宙世界

图 1 《生命科学图书馆》

Fig. 1 Life Science Library

图 2 《世博会’75》
Fig. 2 EXPO’75

图 3 《日本古典表演艺术》

Fig. 3 Japanese Classical
Performing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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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黑色为底色，画面中月球图案的位置很好地营造

出宇宙浩瀚广袤的视觉效果，3根纵向牵绊着樱花图
形的细线将底部的色块与画面中的宇宙空间衔接起

来，使画面产生左右均衡的安定感。这样的设计手

法，加强了设计作品的层次感，使整个画面流露出

东方的古典韵律之美。

3 20世纪 80— 90年代：意象手绘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到 20世纪 90年代末期，正是
永井一正艺术创作的成熟时期。这时候的他在创作

上开始转向自己偏爱的风格，即从几何抽象风格逐

渐转向具有东方传统美学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意象

手绘风格。永井一正很喜欢东方传统艺术，他喜欢

中国宋代宫廷画院职业画家创作的院画，也喜欢宋

俵代山水画的线条以及日本江户时代画家 屋宗达和

尾形光琳的风格，喜欢那种运用线条非常独到，接

近于写实但又不是写实的意象感受[5-6]。他将中国艺

术元素和日本传统艺术元素融入其创作中，因此在

这个时期的海报中已经看不到永井一正过去的那种

抽象化几何图形和浩瀚深邃的宇宙空间，因为此时

的他热衷于运用在东方传统文化中常常表现吉祥寓

意的动物图形作为画面

主体进行创作。从之前

运用抽象线条或者几何

图形的表现手法，逐渐

转化为运用具体形态来

表现动物的形象及其象

征意义，以表达人与自

然界万物之间的和谐同

一关系，这一变化，以其

1987年创作的《日本》主
题海报（如图 4所示，图
片来源：参考文献[3]第
183页）为分水岭。
该海报以手绘兰寿（日本金鱼的一种）与水纹、

花与月的纹理来呈现日本传统的审美观与审美的现

代性。兰寿的形态由各种日本传统装饰性纹样拼贴

而成，它的色彩朴素，姿态舒缓，看上去可爱而幽

默，最具特点的是它的两只眼睛，不管观看者在哪

个角度观看，都能感受到它在凝视着你。

图 5（图片来源：图 a来源于参考文献[3]第 279
页，图 b来源于参考文献[3]第 280页）所示为永井一
正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的系列作品《我在

这》主题海报中的两幅作品。

  

 

这两幅图画为手绘风格的作品，图底中心的椭

圆很好地完成了对画面的框架构图。画面借用动物

的多样性，将本是在食物链中对立的两类动物作为

创作主体，通过异质同构的手法，将两类动物塑造

在同一个椭圆形中，使两者因为被并置和对立而产

生着互动。在画面中，这两类动物都张开了嘴，露

出了满嘴的尖牙，它们的身体始终保持着距离，但

是它们看似互相进攻的肢体，却都拿着一束具有和

平象征意义的柔软植物，从而表达维护生物多样性

及完整生物链的主张。在色彩上，永井一正这个时

期的海报用色纯度没有几何抽象时期的饱和度高，

而是使用一些相对柔和的低纯度颜色。永井一正这

样手绘动物并不只是为了展示动物可爱的一面，而

是为了说明动物的存在不一定只是对抗和争斗，还

可以通过力量的抗衡达到共存共生。这个系列的作

品表达了日本民族以物我同一、物我互渗的方式来

认识和对待自然（物即是我，我即是物，以己度物，

以物喻人）的思想意识，从而持续呈现了关于生命

的主题和对生物间共生的思考[7]。

4 20世纪 90年代后期— 21世纪初：

永井一正从 20世纪 90年代末开始的创作风格，
其变化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在他进入意象风格创作

之后，并没有停下他对艺术探索的脚步。到 21世纪
初，他的设计创作不再是单纯地以意象风格为重点，

而是将更为鲜明的情感注入以“生命”为主题的海

报创作之中，其中包含了关于生命、生活、生物等

各种设计对象的表现。

永井一正这一时期的创作主旨逐渐开始与日本

“空寂”的禅宗思想相契合。在永井一正看来，所谓

格的动物世界

图 5 《我在这》

Fig. 5 I’m Here

 b）之二

禅意空寂风格的生命世界

a）之一

图 4  《日本》
Fig. 4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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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简单的解释就是创作行为都是内心真实情感

的自然涌现，并将这种情感通过大自然中普通的生

命个体表达出来。永井一正在创作画面的处理上，主

张“少即是多”，因此，欣赏者从其画面中既可领会

到一种自然纯朴的情感流露，又可略微感受到一种

悲伤、虚无的孤寂之美。在创作手法上，永井一正

多运用留白的方式，使画面宁静，色彩素雅，蕴含

着日本式的空寂之美 [ 8]。相较之前单纯的动物类图

形构成，永井一正此时的海报表现对象主体更为灵

活，他陆续开始将昆虫类、植物类以残缺或透叠的

方式构成设计主体。

2005年，永井一正创作
了海报《生命2005》（如
图 6所示，图片来源于
参考文献[3]第 445页），
该作品整个画面只出

现了一个残缺的天鹅

头像，画面左侧天鹅头

部的三分之一消失，使

其轮廓不完整，只留下

天鹅右眼的外部轮廓，

但在视觉感受上，按照

格式塔原理，人们的视

觉体验却能自动将其

补充完整。作品中大面积留白手法的运用让整个画

面朴实无华，而且突出了天鹅安静的模样，欣赏者

细细地观察会体会到一丝哀伤的情感。

2006年，永井一正创作了海报《日本招贴的今
天：苏黎世》（如图 7所示，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3]
第 454页），该作品采用移花接木的图形创意手法表
现作品，即在设

计某个动物形

象时，由其他设

计元素替代部

分图形，但最后

会组成一个完

整的动物轮廓

造型。如图 7所
示，该海报的主

体形象是一只

直立的丹顶鹤，

其双脚由一枝

竖直的牡丹花

替代，绽放的牡

丹花形似展开的双翅，背景的红色圆形代表着日本，

而丹顶鹤与牡丹在传统文化中寓意着长寿和富贵。

整个海报将动物和植物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永井一

正想通过自然界中普通的生物体触动到人类真实生

活中的情感，画面表现出东方传统的古典美，同时

也很好地契合了该海报的主题。

在这个时期，永井一正还喜欢将与生命有关的

文字运用在海报设计中。有些文字运用平涂的手法

透叠在图形之上，而每个字母有着大小和位置的变

化，笔画粗细也不一样；有时将文字图形化，有些

文字会使用很细的笔画，用鲜艳的颜色去表现，这

样的方式一般用于文字在画面比例较少的时候，能

将文字凸显出来。海报《生命 2013》（如图 8所示，图
片来源于参考文献[3]第
495页）创作于 2013年，
从这个作品可看出永井

一正对各类元素的综合

运用能力。该海报中有

人类、动物、植物，所有

的图形都采用平面化装

饰的表现手法。画面上

的动物图形中充满独特

的装饰纹样，其尾部写

着“生命”的风筝在左右

着动物的走向，旁边比

肩飞行的羽人身上骑着

一只猴子。同时，画面中

植物的偏向也显示了自然界的风向，“生命”字样与

生物体呈同一方向编排，且与植物显示的风向相反，

表达了生物体逆风而上的决心，这是一种对顽强生

命的歌颂。画面动中有静，色彩简单，呈现出日本

式的空寂虚无之美。

5 结语

永井一正从 20世纪 50年代进入平面设计领域，
一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地创作出新的作品，成为现代

日本平面设计领域不老的常青藤。他这种对设计的

执着与持续不断地探索的精神让人钦佩。仔细研究

永井一正的海报设计作品，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他的

创作风格在融入西方创作思想的同时，逐渐探索出

一条契合本民族精髓以及自己的审美见解的独特道

路。永井一正是一位非科班出身的设计师，初入设

计领域时的困惑，使得他在设计实践中不断地对设

计本质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这种探索的过程便直

观地展现在其作品风格的变化之中。他的海报设计

风格一直在变化，但在变化的背后始终都饱含着永

图 8 《生命 2013》
Fig. 8 Life 2013

图 6 《生命 2005》
Fig. 6 Life 2005

图 7 《日本招贴的今天：苏黎世》

Fig. 7 Japanese Poster Today：Zurich

黄奕羽，等   论永井一正海报设计风格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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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一正内心的坚持——更好地将他欣赏和喜爱的东

方传统元素融入海报创作之中。这种始终如一的追

求源于他对日本传统文化中崇尚自然、热爱生命的

禅道精神的崇敬，契合了人与自然和谐一体、共生

共息的永恒真理。

永井一正在日本平面设计领域的成就是有目共

睹的，沉浸在海报设计的不断探索之中也许是他成

功背后的必然选择。正是他一生对日本平面设计事

业的孜孜以求，永井一正的海报作品才可以向人们

呈现出他的精致和多变。我们欣赏永井一正的海报

设计作品，可以感受到他对艺术创作永不熄灭的热

情、创作风格的与时俱进以及他在禅意空寂思想影

响下的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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