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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权力与规训现象广泛存在于视觉传达设计叙事中，并深刻影响着信息的

准确传达。设计叙事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叙述者（掌权者）的权力意志，并

通过其叙事文本的传播对受众（权力对象）做出规训行为，以达到掌权者所需的

预期效果。通过对权力理论与视觉传达设计叙事的结合研究发现，视觉传达设

计叙事中的权力与规训，主要通过操纵、说服与权威三种设计策略来实现。操

纵式叙事设计策略有权力行使范围的选择性操纵、叙事文本隐蔽结构暗中操

纵、反复灌输主张态度渗透操纵三种形式；说服式叙事设计策略有立足诉求的

直接说服和罗列数据的承诺说服两种形式；权威式叙事设计策略有权力诉求的

命令性表达、利益驱动的诱导性表达、共同认知的视觉化表达三种形式。厘清

这些叙事设计策略的方法与特征，可使视觉传达设计叙事中的权力与规训做到

有的放矢，进一步提升信息传达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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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存在资源掌握的不均就会存在权力分

配的不平等，谁拥有资源，谁就拥有权力［１］。权

力与规训现象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各类叙事之

中，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与行为方式。

掌权者所拥有的叙事话语权优势，导致其在整

个叙事过程中都夹杂着其权力意志。视觉传达

设计叙事文本的建构过程中权力如影随形，掌

权者的权力意志通过叙事作品的传播来体现，

同时也实现对受众的规训目的。视觉传达设计

叙事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也是近年来学界开

始关注的热点。学者们多从图像叙事、广告叙

事、书籍设计叙事等微观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几

乎很少有从视觉传达设计叙事的宏观视角对权

力与规训现象进行研究的。鉴于此，本文拟对

视觉传达设计叙事中的权力与规训现象进行研

究，以期有助于在具体的设计叙事实践中，有效

把握设计策略进而完成信息的准确传达。

　　一、权力与规训

　　权力与规训是一对互为前提的概念，掌权

者为了自身利益会通过权力的某种形式对权力

对象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对权力对象施

加的影响可称为规训。权力与规训表里相依地

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具有同一性特征。

人们对权力的性质与定义存在多种认知。

罗素认为，“权力可以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

物”［２］。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

认为，权力是“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

手段”［３］。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Ａ．达尔认

为，“权力是影响力”［４］。美国社会学家丹尼

斯·朗在《权力论》中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

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５］。综合上述观

点，我们认为权力是指某些个人或集体具有的，

能对他人产生预期或非预期效果的一种能力。

可见，谁都有掌握权力的权利，但因某些原因会

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也会造成权力分配

的不平等。掌权者必然会对权力对象行使自我

意志的权力输出，由此完成一次有目的的规训

行为。

由权力的定义可以看出：其是通过对他人

施加影响或控制来达到某种预期或非预期效果

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是通

过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四种形式来呈现的，

因此可以说权力是由以上四种形式来施加影响

或操控权力对象的。权力与规训是两个相辅相

成、相互支撑的概念，权力的行使过程即是其规

训过程。因此，权力是通过武力、操纵、说服和

权威四种形式来完成规训的。

　　二、视觉传达设计叙事中的权力与

规训策略

　　只要存在双方的沟通交流行为，就一定存

在权力与规训现象。作为人类沟通交流的重要

方式，叙事可分为时间特征的线性叙事、空间特

征的非线性叙事、时空结合的综合叙事三种类

型。人们依赖视觉进行非线性的空间叙事有着

悠久的历史，只是在其漫长发展历程中的个别

时期被文学的线性叙事所掩盖。在机械复制技

术成熟之后，视觉叙事重新走向前台，非线性的

时空结合的综合叙事形式开始充斥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作为视觉叙事的一种重要形式，视

觉传达设计叙事在信息的视觉化传播过程中，

与文学一样同样存在着权力与规训现象。作品

信息的叙述者即掌权者，通过各种设计叙事手

段来完成掌权者自我意志的表达，由此来达到

对观者的规训目的。由前述可知，权力与规训

是同时进行的，权力的行使过程同时也是其对

观者的规训过程，因此从权力的呈现形式入手，

分析视觉传达叙事过程中的权力与规训问题是

十分必要的。本文中的“规训”一词虽借鉴自

福柯，但此规训非彼规训，福柯的规训主要是针

对人身体的干预，采取如层级监视、规范化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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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检查等手段，认为“‘规训’造就个人。这是

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作对象又视为操作工具的

权力的特殊技术”［６］。而本文中所指的规训是

不能干预现实身体的，只能通过视觉、心理或

思维等更为隐蔽的手段进行。如前所述，权力

的呈现形式有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四种，由

于视觉传达设计叙事属于视觉语言叙事领域，

即便其带有超强的权力意志，也决不能采取武

力干预来实现规训，一切还需从视觉、心理和

思维等层面进行。因此，视觉传达设计叙事文

本建构过程中剔除权力的武力模式，其权力与

规训可采用操纵、说服与权威三种叙事设计策

略来实现。

１．操纵式叙事设计策略

在视觉传达设计叙事文本建构过程中，操

纵式权力与规训模式是一种不告诉权力对象行

为目的的隐蔽行为，其既能体现掌权者的权力

意志，又能使权力对象有所觉察，是在隐蔽状态

下完成权力规训的。视觉传达设计叙事是一种

在叙事中传达信息的传播方式，其受叙对象既

可以是熟悉的人，也可以是陌生人。因此，采取

操纵式设计叙事策略行使权力与规训时有两种

选择：一种是掌权者可以通过用作隐蔽暗示的

符号通信，对权力对象行使秘密控制，以限制或

有选择地决定权力对象的信息供应；一种是不

露声色地反复灌输某些积极或消极态度［５］３５。

这就需要设计者在进行设计叙事文本建构时不

能使用明显的劝告、指引或强制性的视觉语言，

权力只能隐蔽于某一叙事设计程序中，权力对

象在不知不觉间接受并执行着掌权者的预期行

为，在不经意叙述中体现掌权者的意志，由此完

成一次权力的操纵式规训。

操纵式叙事设计策略具体可分为三种类

型：权力行使范围的选择性操纵、叙事文本隐蔽

结构的暗中操纵、反复灌输主张态度的渗透操

纵。以上三种策略可以说是一种“阴谋”式的

策划行为，反映在设计叙事结构中可以五种方

式存在，即交互、并叙、正叙、插叙与重复，唯独

缺了倒叙，因为不能直接给出权力诉求与目的。

权力对象在不知不觉间跟随掌权者所设定的程

序进行，在完成预设程序之时才感知到叙事目

的与诉求，由此产生权力效果，也就完成对权力

对象的规训行为（见图１）。

图１　操纵式叙事设计策略模型

权力行使范围的选择性操纵是对权力行使

范围选择或数量的有意控制，以完成既定的规

训目的。直邮广告就是一种有意选择传播范围

和数量的操纵行为，通过对特定受众群体的定

位且采取相应的设计手法，从而达到对特定目

标群进行权力的操纵规训。例如，音频工程公

司ＧＧＲＰＳｏｕｎｄ的直邮广告（见图２），将一个简

易的纸盒唱片机放入信封中，并邮寄给特定的

目标群体，当人们组装后用铅笔转动唱片时会

发出声响，暗示着 ＧＧＲＰＳｏｕｎｄ在声音工程领

域拥有的强大能力。

叙事文本隐蔽结构的暗中操纵，是在叙事

文本的建构过程中，掌权者并不告诉受众叙事

主题，也不告诉受众具体目的，仅仅营造一种叙

事情境，充分利用目标受众群的知觉特性，隐蔽

地操纵受众，使其在不知不觉中完成掌权者所

希望的预期行为。例如，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剃须刀户外

互动广告（见图３），在户外竖立一块满脸胡须

的男性形象展板，其中的胡须是由玫瑰花从展

板背面穿插出来形成的，行人看到这样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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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会忍不住去拔掉胡须，结果拔出来一朵玫瑰

花，花上附有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剃须刀的产品信息。这

一广告叙事是通过受众的广泛参与实现的，广

告方有意设置一个隐蔽的操纵式叙事设计结

构，通过与受众的互动来体现叙事主题，在行使

权力的同时也完成了规训。

反复灌输主张态度的渗透操纵是潜移默化

地影响受众的思想与行为，甚至采取视觉轰炸

般的方式反复进行。例如，农夫山泉广告（见

图４）：“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做大自然的搬运

工。”其并没有告诉受众要购买产品，而是通过

反复地灌输品牌主张，暗示其产品不含任何添

加剂，主打纯天然无污染的品质价值取向。在

反复播放的过程中，品牌主张逐渐渗透于目标

受众的意识之中，受众有了一定的知觉经验后，

就会转化成为先验认知而影响自身行为，从而

完成对权力对象有目的的规训。

２．说服式叙事设计策略

与操纵式叙事设计策略的隐蔽性引导不

同，说服式叙事设计策略是明显带有劝说意味

的一种视觉叙事策略，它是利用视觉形象来完

成说服目的的。视觉形象叙事有着语言文字叙

事所没有的叙事优势，具有形象性、标记性和结

构不确定性。形象性可以通过模拟再现某人或

物的真实情况而引起受众的情感变化；标记性

在说服过程中起到突出叙事主题而增加叙事可

信度的作用；相较于语言文字的确切叙事，视觉

语言的时间表述缺陷使视觉叙事具有结构不确

定性特征，在叙事过程中赋予受众更高的参与

度，使叙事主题可以在受众参与下得以显现。

说服式叙事设计策略采取特定视觉符号组织成

意义文本，在构建意义文本时会遵循一定叙事

主题，因此视觉叙事文本建构过程中一定会带

着掌权者的权力意志，并明白直接地告知受众

图２　音频工程公司ＧＧＲＰＳｏｕｎｄ的直邮广告

图３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剃须刀户外互动广告

图４　农夫山泉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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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权力诉求。

说服式叙事设计策略，既可采取直接劝说

的形式，也可以通过视觉语言营造某种叙事情

境来引导说服，列出相关依据给受众一个承诺。

这个承诺有真实的和不真实的两种形式：参照

事实依据进行叙述来说服的，承诺就是真实可

实现的；对事实依据进行了夸张叙述的承诺即

是不真实的承诺。与操纵式叙事不同，说服式

叙事包括了视觉叙事的全部六种结构（交互、

并叙、倒叙、正叙、插叙和重复），其设计策略主

要有立足诉求的直接说服和罗列数据的承诺说

服两种，综合考虑权力诉求、叙事内容、叙事媒

介和叙事结构等的关系，最终确定使用哪种叙

事设计策略，告知受众需要进行某种行为改变

或产生预期效果，进而完成对权力对象的规训

（见图５）。

立足诉求的直接说服主要利用视觉语言建

构一种直白式说服叙事文本，也可将抽象的数

据信息进行视觉化转换，清楚明白地告知受众

叙事主题。例如，由詹斯·蒙哥马利·弗拉格

设计的美国二战征兵海报“ＩＷＡＮＴＹＯＵ”（见

图６），就是利用文图结合的方式进行权力的直

接说服叙事，从权力诉求入手直接明白地劝说

青年为国参军。图中指代美国形象的山姆大叔

和说服话语相互配合，清楚地告知受众这一广

图５　说服式叙事设计策略模型

告叙事的诉求与目的，进而完成权力的输出和

对受众的规训。

罗列数据的承诺说服常通过邀请名人代言

陈列数据进行视觉说服，给受众一种潜在的承

诺，暗示使用某种产品即可享受代言明星般的

生活，以此来规训受众，产生预期的行为变化。

例如，雅诗兰黛护眼霜广告（见图７），即通过明

星代言，告知受众使用该产品将会拥有明星那

样的光鲜肌肤，进而说服受众产生购买行为。

由于广告设计艺术处理手法不同，会有真实与

虚假承诺之分，一般鼓励在数据基础上进行合

理夸张的真实承诺，对毫无依据的虚假承诺需

要社会各界予以监督。

３．权威式叙事设计策略

权威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的，是权力的

一种呈现形式，“权威”这一权力呈现形式有着

权力强制性、命令性特征，同时与权力又有所不

同，“权威不是权力本身，而是权力带来的一种

图６　美国二战征兵海报

图７　雅诗兰黛护眼霜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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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和力量”［７］。权威可以使权力效果增强，

也可以降低行使权力的成本。“权威性权力实

际上是集团或制度以意志力造成的。它是由明

确的命令和有意识的服从组成的。”［８］由此可

知，权威是更高层次的权力形式，建立在相同认

知的基础上，具体表现为强制权威、诱导权威和

合法权威三种形式。强制权威具有命令性特

征，直接明白地告知受众掌权者的权力诉求，并

要求其遵守并执行相关规定准则；诱导权威是

通过给予权力对象某些奖励，诱导其产生预期

的行为变化；合法权威建立在广泛共同认知的

基础上，这种共同认知不局限于权力双方，而是

更大范围的共同认知。在视觉传达设计中，应

准确把握这三种权威所具有的不同特征，使用

其对应的权力诉求的命令性表达、利益驱动的

诱导性表达、共同认知的视觉化表达三种叙事

设计策略。

权威式叙事设计策略与前两种叙事设计策

略的最大不同点，在于这类设计策略有一个广

泛的共同认知基础。在进行叙事设计时，可根

据权威性权力的特征与诉求，选择相应的叙事

内容与叙事媒介，然后以此为基础考虑叙事结

构的编排与设计策略的选择。权威式叙事设计

同样包括了叙事的六种结构类型，在确定采用

某种叙事结构时，需要考虑叙事结构与设计策

略的匹配关系，选择三种权威式叙事设计策略

中的最佳方案，把权力诉求告知权力对象进而

完成规训行为（见图８）。

（１）权力诉求的命令性表达。此类叙事设

计常见于各类规章制度、行为准则、公益宣传等

领域的视觉叙事设计中，通过图形、文字、色彩

等编排或创意表达，来达到对权力对象的命令

或警示。强制性是此类叙事设计策略的主要特

征，如果权力对象没有进行相应的行为改变，权

力将会上升到武力干预，也就超出了视觉设计

范畴，这也是与其他几类叙事形式的最大区别。

例如，拒绝酒驾广告（见图９）清楚明白地告知

权力对象不要酒驾，这一权威是不容挑战的，如

有违反必将受到惩罚。当然，权力诉求也有合

理与不合理之分，直接会影响到权力的施行效

果，甚至会牵涉到法律层面。

（２）利益驱动的诱导性表达。它通过对权

力对象给予某些奖励，从而诱导其按照掌权者

的意志行动，是把奖励与诉求同时呈现的一种

叙事形式。例如，设计大赛征集海报（见图１０）

为首届中国“繁昌窑”陶瓷创意设计大赛的征集

海报，其通过奖项的设置来诱导大家积极参与比

赛。此类叙事形式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多见，如超

市促销宣传材料、公益活动宣传海报等。

（３）共同认知的视觉化表达。该类视觉化

设计主要是针对权力双方共同认可的某些行为

准则或制度，把一些抽象或复杂的双方认可的

图８　权威式叙事设计策略模型

图９　拒绝酒驾广告 图１０　设计大赛征集海报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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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视觉化地呈现出来，从而完成一次权力的

规训。由于有了共同的认知基础，权力的施行

较为容易且更易被权力对象所接受。例如，交

通导向标志牌（见图１１），就是采用这种设计策

略，通过对大家所公认的公共交通规则进行视

觉化设计，以视觉的方式告知受众行为准则。

图１１　交通导向标志牌

　　三、结语

　　视觉传达设计叙事中的权力与规训现象是

普遍存在的，且时刻影响着权力双方的行为与

思维方式。掌权者通过或隐或明的引导与劝说

完成对权力对象的规训，使其产生预期行为。

权力通过长期累积之后形成某种约定俗成的权

力共识，当人们有了某种权力共识之后权威自

然应运而生，其反过来也会促进权力的操纵与

说服策略的改变，从而形成新的权力与规训

行为。

因此，无论是操纵式叙事还是说服式叙事

或权威式叙事，其权力的规训过程都是一个双

向的闭环式结构。掌权者（叙述者）选择一定

的叙事内容与叙事媒介，并根据相应的权力特

征与特定诉求，选取相应的叙事结构与设计策

略，从而把权力诉求告知权力对象（受述者），

权力对象在接收到信息并完成规训之后，又通

过不同方式反馈给掌权者（叙述者），并影响掌

权者进一步的权力规训行为。由此可见，权力

与规训是在权力双方的相互影响下不断提高的

螺旋式循环中进行的。

本研究通过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

中的权力理论与视觉传达设计叙事相结合，用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视觉传达设计叙事中

的权力与规训问题，并研究总结出具体的设计

策略，希望能为视觉传达设计叙事研究提供一

种新思路，对设计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与指导。

关于视觉传达设计叙事中的权力与规训研究，

目前还处于探索性研究阶段，有关权力在视觉

传达设计叙事中的传播机制、叙事话语分析和

权力三种设计策略间的相互关系等的研究，是

今后需要继续关注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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