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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打望特指男性对女性张望。因此，在设计中我们

将两个词所指意义的画面直接呈现出来，避免造成语义

上的误解。

图形符号具有能够被识别并与视觉的心理与思维同

构的功能，它可以消除因文字语言障碍所造成的思想与

文化交流的隔阂，将方言词汇进行可视化设计可以增强

人们对重庆方言特色词汇的理解，进而促进重庆方言的

传播与发展。

（二）传达性

我们在对方言特色词汇“摆龙门阵”进行可视化设

计时，主要设计了在茶馆里面，三五个好友坐一堆儿聊

天。动作上，他们或手舞足蹈，或坐姿豪爽。对话中，

我们采用对话框具体模拟当时谈话的场景。“打望”也

是如此，主要设计两位男子对一名女性的张望，其中一

名男子甚至使用了望远镜，这样的夸张使该图像具有幽

默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打望”的接受

度。

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视觉时代来临了，正如美国

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

死》一书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从以文字

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的转换过程中”。①从心理学角度

而言，人们对生动形象的事物接受度更高，所以人们会

易于接受图像背后隐含的文化信息。这提醒我们，在对

方言特色词汇进行可视化设计时要注重传达性原则。

重庆方言特色词汇可视化档案建设的基本策略

重 庆 方 言 特 色 词 汇 的 可 视 化 档 案 建 设 是 保 存 和 开

发重庆方言的重要举措，我们可以分别从可视化档案设

计、可视化档案建档、可视化档案开发三个方面对可视

化档案建设进行论述。 

（一）可视化档案设计

信息可视化运用于多个领域，我们通过对可视化的

溯源，从视觉设计的角度出发，对重庆方言特色词汇进

行视觉化的设计表达。以五大类重庆方言特色词汇作为

实践语料，做出释义，举例解释词义，并借由手绘图片

进行信息联系，实现阅读群体对词汇的完整认识。同时

对比了实物、图片、视频三种可视化的方式，决定选用

图片的形式展示词汇。

1、可视化溯源

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之下，信息传播形式更新快，

直观有趣的视觉形式使文字信息更富吸引力，契合人们

逐渐习惯快速阅读与碎片化阅读的习惯。目前，信息可

视化设计通过图片来释义，直观易懂。

从视觉设计角度看，信息可视化可以理解为是对抽

象复杂的信息内容与逻辑关系等内容的图形化展示，利

用大脑善于快速识别处理图形信息的特性将信息与设计

相结合，以简洁、直观和准确的视觉语言对信息进行整

理归纳，达到清晰高效地传播信息的目的。我们试图运

用信息可视化方法，对重庆方言特色词汇进行视觉化的

设计表达，借助图形的指向性、传达性，向受众传达快

速、清晰的词义。

2、可视化理念

通过初步考察重庆方言1000多个特色词汇，我们将

其大致分为“下里巴人、童言童语、巴渝风物、一举一

动、神采飞扬”五大类。以这五大类重庆方言特色词汇

作为实践语料，我们对之进行了可视化设计。

在 对 重 庆 方 言 特 色 词 汇 进 行 整 体 设 计 时 ， 首 先 ，

对词汇的信息内容进行信息构建与充实，做出简单易懂

的释义；其次，通过具有本地色彩的举例进一步解释词

义，在传达的过程中凸显地域特色；再次，设计者将阅

读群体已有的知识储备作为认知参考，借由手绘图片进

行信息联系与解释，辅之以注音与文字释义，实现阅读

群体对词汇的完整认识。

3、可视化方式

基于上述可视化与视觉设计的原理，方言设计可通

过实物、图片、视频三种可视化方式进行可视化设计。

其一，实物形式。这种方式可以给观者带来三维的视觉

体验。然而方言中非抽象的词汇有限，因而实物可展示

的词汇范围有限。其二，图片形式。图片的形式不仅能

直观地展现方言词汇，同时也能展示抽象词汇，不受词

汇词性限制。同时，图片的展现形式更易保存、归档。

其三，视频形式。视频展示具有平滑连续的视觉效果。

但 是 视 频 的 录 制 需 要 耗 费 的 精 力 更 大 ， 且 视 频 时 间 更

长，不能第一时间将词义完整展现，对人们的观看耐心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综上，我们选用了图片的形式展示重庆方言特色词

汇，既可以“音、形、义”相结合，便于阅读的群众理

解，同时便于制作、保存与归档。

（二）可视化档案建档

1、档案溯源

早在五千多年前，当人类发明了文字并用以记言记

事时，档案就出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

报学档案学》将档案定义为：“档案是人类由野蛮时代

过渡到文明时代的产物，并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从

古老的石刻、泥板、纸草、甲骨等档案到纸质档案的产

生，再到近现代照片、影片、录音、录像、机读等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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