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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冈特� 兰堡的作品总是尝试新方法来改善单纯的平面效果, 追求创作上的个人化、自由化, 追求画面的韵

律感、层次感,用最简单的视觉形象表达最深刻的内涵。冈特 � 兰堡运用理性的思维、艺术的表达、新颖的创意拓

宽了我们的艺术视野, 以诗人般的情怀为我们重新构造了艺术的境界, 其视觉创造给视觉形象世界带来了新的力

量和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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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欧美的平面设计领

域出现了一个新流派 ! ! ! 观念形象设计。这个强调

视觉传达的准确性、形象性和理性的新流派是战后

平面设计的重要发展之一, 在平面设计史上具有重

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 1]
而冈特 �兰堡 ( Gunter

Ram bow )就是这个新流派公认的一位最有创造力

的代表人物。他被人们称为 ∀德国视觉诗人 #。迄
今为止,他设计了几千幅招贴, 并多次获得国际大

奖。他的作品被多国文化机构收藏, 受到众多热爱

艺术的人们的喜爱。

纵观兰堡的设计作品,可以看到兰堡在自己的

平面世界里追求艺术的自由。兰堡常常说: ∀诗、艺

术和文学是人们每天都能感受到的, 它无处不在,人

们只要去观察它就能发现它。# [ 2] 9
他把一些生活中

常见的主题作为创作元素,加之艺术的处理,使其具

有另外的一些象征含义。兰堡执着地用理性主义、

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结构理论看待当今社会的进

步。他的这种执着直接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一 � 深度的分离

深度的分离是指在空间和层次上的分离, 也包

括元素的分离, 整体和部分的分离。兰堡的土豆系

列作品就具有明显的深度分离特征。

土豆是冈特 �兰堡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设计

主题, 其土豆的系列海报曾在威斯巴登博物馆的个

人展上展示。冈特 �兰堡出生于二战的发源地德

国, 土豆伴随他度过了苦难的青少年时期。因此,兰

堡对土豆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他认为土豆是德国的

民族文化。他的土豆招贴 (见图 1)令人称道的不是

土豆本身,而是奇特的创意和视觉效应的魅力。土

豆系列招贴体现了兰堡对土豆的钟情,也反映了兰

堡对同一种设计主题的执着。

图 1� 土豆系列招贴

如图 1中的土豆系列招贴,每个画面都是以土

豆为表现主题,兰堡将土豆削皮、缠绕、切块、上色,

再堆砌∃∃不同的组成形式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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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即在构图时把土豆形的轮廓线和块的色彩结合

在一起。兰堡将绘画中最能表现区域的轮廓线和色

彩嫁接到招贴上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效果。图中的土

豆因为表皮的质地相同而成为一个整体, 又因为人

为的分割形成轮廓线, 加之高纯度的色彩渲染从而

成为若干个部分。一个 ∀部分 #越是自我完善, 它的

某些特征就越易于参与到 ∀整体 #之中。[ 3] 97
土豆与

黑色背景在色彩上的迥异使得分裂多变的土豆紧密

地团结在一起, 整体性更强。通过轮廓线和深浅色

彩的叠加,土豆的个性与整体性相互映衬,这种整体

和部分的关系形成了 ∀纵深的空间 #, 让观赏者不会

停留在土豆这个二维表面,而是往下探寻第二个、第

三个层次的空间。这种平面上的深度分离效果完全

依赖于线条和色彩在背景中亮度和色相上的差异。

最终, 这些土豆像立在纸面上的一个个实体,似乎唾

手可得。

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兰堡奇特的想象力, 没有

人会想到土豆可以分裂上色,可以在平面上展示空

间效果。兰堡开创了一个先例, 他将土豆 ∀玩 #到极

致,将对土豆的深度分离当成一种享受和创造,在摆

弄中获得灵感, 在享受中积极思考。他通过平面上

的深度分离使得平凡的土豆获得超乎寻常的视觉冲

击力。

纵观兰堡的设计作品,很多招贴都运用了这种

深度分离的手法。因为将一个平面进行深度分离处

理后会显得比原来更容易理解,而观赏者往往会倾

向于感知这种简化的形式。

二 � 式样的转换

式样的转换是指从一种组成形式转换到另一种

组成形式,这也是兰堡创造中经常运用的设计方法。

书籍是兰堡创作的另一个设计主题。兰堡认为

书籍能给人带来光明和希望。他每年至少为 S�费

舍尔出版社设计一幅招贴。这个系列作品中表现的

平面书籍给人带来的想象空间十分广阔。他把平面

设计元素分成几个层次, 如图 2a中的书被手握住,

这只手由平面转向立体, 书似乎悬浮在空中并投下

阴影, 营造出一种失重的空间感, 它传达了 ∀掌握了

知识就拥有了力量 #的理念。而图 2b中书上的手

中有支笔,这支笔将书的一维空间向整幅画面的三

维空间转化,自然而有力。笔在背景上写出出版社

的名字,宣传意味油然而生。这种视觉的空间转换

自然地引导观赏者的视线开始流动最终定格在下面

的字母上。图 2c中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视觉

引导式的宣传方法让人过目难忘。图 2d和图 2e是

将光线巧妙地运用在书籍的投影上, 似乎书籍由内

向外透着一股亮光,书上的窗户和灯泡都是将书从

平面转换到空间的一个过渡, 这些过渡让人们更想

探寻亮光后面的另一个空间。图 2f的文化招贴中

两本书直接交叉, 纯粹地制造出一种强烈的立体空

间感。这是兰堡最直白的表现方法。

图 2� 书籍系列招贴

兰堡借助一些元素,如手、窗户和灯泡, 轻易地

将平面上本来仅存的一个式样转变成了两个式样或

者三个式样。在以上作品中,背景是第一个式样,书

本是第二个式样, 手、笔、窗户和灯泡构成了第三个

式样,如此几个式样重叠出现,简单的一维空间就转

变成了复杂的三维空间, 这就给了观赏者一个追根

究底的理由,也达到了为出版社宣传的效果。

三 � 张力的凸显

在兰堡的作品里,通过元素的密集获得张力凸

显效果是兰堡尝试的又一种方法。图 3中的社会文

化招贴就是兰堡运用这种方法的典型代表。我们在

感知这些画面不动的式样时, 又感受到了一种运动

的具有倾向性的张力。图 3a中密密麻麻的人头让

人感觉压抑,人群似乎在由远而近地蠕动,并有向纸

边涌出的运动趋势。这种 ∀不动之动 #具有强烈的

视觉冲击力。一幅静止的平面作品的运动感往往和

构成平面作品本身的骨架有关, 它的运动方向基本

上和构造骨架的主轴方向一致。
[ 3 ] 570
图 3中 b、c两

图能更好的解释这种张力的本质。图 3b中基本元

素是环形聚集,构成了画面中螺旋的空洞,这种圆形

以圆心为中心向外呈发射状运动构成运动特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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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中锥形聚集的运动特征则是从顶点向等腰三角

形的底边方向呈发射状扩张。因为具备了这种运动

的倾向性,平面中的画面不再单调,反而凸显出一种

具有倾向性的张力。如此, 人们的视觉锁定在元素

的聚集点,疏密得当的安排使得画面的聚集发散效

果更加强烈。

事实上,一切视觉现实都是视觉的活动造成的。

只有视觉的活动,才能赋予视觉对象以表现性,也只

有具有表现性的视觉对象, 才能成为艺术创造的媒

介。
[ 3] 568
兰堡正是运用视知觉的原理,通过元素的密

集和发散构成新的式样,凸显张力,才达到平面效果

上的突破。

图 3� 社会文化招贴

如上所述,深度的分离、式样的转换和张力的凸

显都是兰堡寻求视觉效果的设计手段, 目的都是为

了使简单的平面变换成复杂的空间, 使呆板的平面

具有膨胀的视觉张力。人们的眼睛总是倾向于理解

这些复杂的空间和形式, 将它简化成自己能知觉的

东西。这就使人们能够适应各种式样的转变, 并能

理解和探寻兰堡作品的视觉层次。

国外学者将冈特 �兰堡称为欧洲最有创造力的
∀视觉诗人#,是因为他的作品总是通过寻常的形象

表达深刻的含义,通过隐喻的物体联想到实际事物。

如果说兰堡的某些简洁明了的黑白招贴是体现了

∀诗#的以简代繁,那么他的其他作品还含有很多中

国人对 ∀诗#的理解。土豆系列作品中,兰堡将色彩

的对比和空间的叠加相结合,呈现出诗一般的层次

感和韵律感; ∀光明书 #的设计中, 将画面式样在一

维和三维中转换,类似诗歌中的平仄跳转;元素的密

集中, 不同的密集带来不同的视觉享受,一如诗歌般

的紧凑与跌宕起伏, 平面的张力得到膨胀。如此这

般, 兰堡将画面当作诗歌般处理, 充分体现了诗歌的

自由与韵律。笔者认为, 在视觉上的自由化和韵律

化, 正是他作为 ∀视觉诗人#派杰出代表的显著的特

点。他以其丰富的阅历和隐喻的诗意,以最简洁的

视觉形象表达最深刻的内涵, 不断更新着人们的视

觉环境,不断地塑造自己不同的设计风格。

兰堡始终坚持用视觉形象语言说话, 一切装饰

性元素都让位于视觉功能。在创作题材上, 兰堡钟

情于土豆,执着于为 S�费舍尔出版社设计系列招

贴, 同时更以一个设计家对自由的追求来体现他对

视觉艺术的理解。在形式手法上, 兰堡总是尝试新

的方法来改善单纯的平面效果。无论是空间的创

造、式样的转换, 还是用密集凸显具有倾向性的张

力, 兰堡追求的是平面视觉效果上的突破和创作上

的个人化、自由化。冈特 �兰堡的每一幅作品带给
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震撼, 更多的是心灵上的

颤动。他运用理性的思维,艺术的表达,新颖的创意

拓宽了我们的艺术视野, 其诗人般的情怀为我们构

造了艺术的境界, 他独特的视觉创造给视觉形象世

界带来了新的力量和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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