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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恩斯特·卡西尔（EnstCassirer，1874—1945）的一句“人是符号的动物”成为符号学的至理名言。
人并非生活在一个单纯的自然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自己创造的符号世界之中。
语言、神话、宗教、科学、艺术、技术等构成人造的符号宇宙，符号化思维和符号化行为成为人类生
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
生活的无限丰富性和发展性决定了设计的丰富性和发展性，而艺术正是实现设计多样性的重要手段，
艺术的真谛就在于创造新符号、新秩序、新形式、新思想的过程。
艺术设计导引了生活的艺术化方式，创造出艺术化生活的可能性工具。
设计已成为一种符号学现象，它依赖于认知和发展的过程，并包含了集体和个体的环境的文化共存；
纯粹满足功能的赋形活动已无法满足人们的欲求，意义的赋予和表达日益成为设计的核心。
近年来，设计符号理论在国内设计界可谓“吹皱一池春水”，学术界与企业界，设计师与消费者均竞
相追捧。
由于符号学自身的开放性和复杂性，关于设计符号的研究可从符号学、语言学、逻辑学、传播学等不
同角度着手。
本书未拘泥于任何一种视角、一种理论和一家之言，而是针对艺术设计学科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
运用语言符号学和逻辑符号学的一些基本观念、理论与方法，对艺术设计自身进行分析。
内容主要包括：艺术设计符号的毗邻轴与系谱轴，意义的外延、内涵与意识形态，图像性、指示性和
象征性的艺术设计符号，意义的传达与符号的分析，隐喻、换喻、提喻与讽喻，以及走向信息化、数
字化、网络化的艺术设计符号。
并通过大量生动翔实的例证，以期构筑出设计符号理论的基本框架。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包括视觉传达
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工业产品设计、服装染织设计、装饰艺术设计等方向）本科的设计符号学课程
及相关课程（如图形符号学、产品语义学等）的教学，也可供设计艺术专业研究生以及企事业单位的
科研、设计人员参考，以符号学的视角切入设计、展开设计。
章节中间设置的讨论题供教师和学生进行课堂分析、比较、讨论；每章后的“延伸阅读”介绍有关知
识点的参考文献，便于感兴趣的学生课余阅读；思考题供学生课后思考和整理，进一步掌握知识要点
，也可由教师组织学生分析、讨论。
此外，教师可结合本校具体情况制定部分设计课题，将基础知识融会在专业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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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大量案例分析，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艺术设计符号基础理论及其应用，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
皮尔士逻辑符号学的基本观念、原理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的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工业产品设
计、服装染织设计等领域。
主要介绍了符号、艺术与设计的关系，艺术设计符号的毗邻轴与系谱轴，艺术设计符号意义的外延、
内涵与意识形态，图像性、指示性和象征性的艺术设计符号，艺术设计符号意义的传播、认知与形变
，艺术设计符号分析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艺术设计中的隐喻、换喻、提喻、讽喻等修辞手法，以及走
向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艺术设计符号。
    本书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包括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工业产品设计
、服装染织设计、装饰艺术设计等方向）的设计符号学或图形符号学、产品语义学、图形语意学等相
关课程的教学，也可供设计艺术专业研究生以及企事业单位的科研、设计人员参考，以符号学的视角
切入设计、展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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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　符号、艺术与设计符号学（semiotics）是一门研究符号结构和生命的科学，是研究有关符号
、符号现象和符号体系的一般理论，它以符号为研究对象，研究符号的性质、符号的发展变化规律、
符号的意义，研究符号与符号、符号与人类活动、符号与思维反映、符号与客体之间的关系。
1969年1月，国际符号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IASS）在法国巴黎成立，标
志着现代符号学的建立，并定期出版学术性会刊Semiotica；国际符号学协会定义说：符号学是关于信
号标志系统（即通过某种渠道传递信息的系统）的理论，它研究自然符号系统和人造符号系统的特征
。
符号学“在人类思想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担任重要角色；作为跨学科方法论，正在成为当代社会人文科
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探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涉及一切社会人文科学；作为‘普遍语义学’或‘
文化逻辑学’，正成为文化理论和比较文化理论的基本方法论之一，其影响直接关系到东方文明传统
现代化的问题”。
符号学观念和原理对于哲学认识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教育学、美学以及行为科学都具有重
要的意义，其方法目前已广泛应用到语言学、神话研究、电影、戏剧、造型艺术、建筑理论、广告传
播、工业设计等领域。
1.1 艺术与设计对事物的认识一般可以从两条轨迹进行研究：“源”和“元”。
“源”是历史的轨迹，通过它可以把握事物的发展历程、状态变迁与脉络动因；“元”是抽象的轨迹
，是“对事物的本质的形而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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