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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的“摩尔定律”
当今报业的发展使报纸进入了一个“厚报时代”，报纸越

来越厚，版面动辄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可看的内容却越来越

少，大部分读者的阅读方式也由“读报”变成“翻报”，即由传

统的精读方式过渡到速读方式。 有专家统计，一份厚报的文

字量超过一个19世纪人一年的阅读量。 这样的厚报，每天都

在考验着受众眼球的耐力。 极度膨胀的信息量使大部分读者

的接受量严重“超载”，他们对事物的关注耐心也日益降低，
一个报纸头条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不会超过一天，如果没什

么新鲜的内容， 报纸就只有靠精美的版式和图片 “苟延残

喘”。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读者从浩如烟海的信息海洋中快

速有效地找到所需的资讯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面对报纸可视

化的新趋势，无论是党报还是都市报、大众化报纸还是专业

性报纸，都清楚地意识到：报纸要吸引读者的“眼球”，在读者

短暂的视线停留中把最重要的信息传达给他们，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报纸的“第一眼效应”，即版面的视觉效应。
同时，纸质媒体竞争的白热化也加速了报纸与视觉符号

的联姻。 报纸内容同质化倾向日趋严重，相互间在内容层面

的竞争落差也逐渐减少，于是不约而同地转向报纸形式的竞

争。 报纸竞争力的提升强调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和谐，即新闻

文本与版面设计的完美结合， 也就是报纸视觉效应的最优

化。 可以说，版面的视觉效应战略已经成为纸质媒体竞争的

一张不可缺少的王牌。 报纸只有在版面视觉化上下工夫，才

能在“眼球经济”中脱颖而出。
版面的“视觉效应”

报纸版面视觉效应的强弱体现着报纸的风格。 比如《北

京青年报》显然是属于视感度较强的报纸代表，其厚题薄文、
大图片、粗线框、浓墨重彩的风格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强刺激，
在当年曾开风气之先。 南方的报纸则多是隽秀疏朗的风格，
只有极少的细线，淡淡中有一股清新之气，在细微处体现出

精巧的用意。
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报纸具有不同的风格，其中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版面空间和结

构原则存在不一样的理解。 版面是信息的最终载体，报纸要

实现传播信息这个基本功能，只能通过照片和图表、文字、标

题、栏型、色彩、线条和空白等视觉元素。 其中，图像、文字、标

题都是信息的载体，三者必须集合起来表现在版面上才能发

挥作用；栏型、色彩、线条和空白等视觉元素本身并没有承载

任何特定信息，但它们也能与其他元素一起，共同实现信息

的传播功能。
我们可以把格式塔心理学有关“场”、“完形”的概念运用

于理解版面空间，论证视觉元素如何通过版面的结合来传播

信息。 如果把版面空间作为一个“场”的话，各种视觉元素就

是这个“场”的“部分”。 在版面这个“完形”中，整体的结构取

决于各个部分的结构， 而部分的结构又依赖于整体的结构。
版面上每一个视觉元素的表现依赖于版面空间结构，它们相

互之间的关系同样也取决于这个整体的空间结构。 版面设计

是否能够把握好这些视觉元素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表现力，
影响到版面的视觉效应。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不懈地探索报纸的视觉效应。 从上

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率先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报纸

版面的视觉革命。 90年代末，我国报纸进入改版的高峰时期，
开始重视版面的视觉表现。 到了21世纪，版面视觉化成为报

纸设计的主流，大部分报纸全面建立起完整的视觉识别系统

和视觉运作模式。其中《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南方

周末》等报更引擎新一轮革新浪潮，其整体、简约的风格版式

备受推崇。
报纸的视觉效应至少包括两个层次： 一是 文 字 的 视觉

化，即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描绘新闻内容，并通过给长篇幅

文章分段、拟小标题、配背景链接、短评、编者按语、典型事例

等，对稿件进行易读性包装，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获取尽可

能多的信息；二是版面语言的视觉化，即利用报纸的视觉元

素，优化包装所要传达的信息，形成便于视觉识别的统一风

格，并给人以视觉冲击的效果。 在版式设计所涉及的诸多版

面元素中，模块形式（即栏型）和图片、色彩、留白对版面形象

的影响最为直接， 最能体现出报纸的策略定位和风格诉求，
下面我们根据格式塔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着重对这

四种版面元素的视觉化进行论述。
模块的“简约美”

由于快速阅读的需求，现代报纸版面设计更趋向于横平

竖直、简洁大方的设计风格，追求简约化、注重整体性、体现

秩序感成为一种新的版面美学。 模块化设计就是报纸简约化

的代表。
模块化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以后，模块式版面成

为美国报纸的主流版式。 在国内，最早运用模块化设计的报

纸是《南方都市报》，它大胆摒弃传统穿插式的操作方式，成

为中国大陆现代报纸模块化编排设计理念的倡导者和先行

诱导阅读的版面视觉效应
□陈少徐

摘要：视觉时代，版面的视觉效应战略已成为纸质媒体竞争的一张不可缺少的王牌。根据格式塔心理学和传

播学的相关理论，报纸版面可以通过对视觉元素的巧妙运用，呈现出独特的视觉魅力，如通过模块化实现“简约

美”、通过图形实现“1+1>2”的信息增值、通过色彩达到“好看”与“易读”、通过留白营造透气的视觉空间等，有利

于读者对内容的理解，给读者以视觉上的刺激并激发其阅读兴趣。
关键词：报纸 版面 视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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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模块、特刊、留白、分叠、厚报等报纸设计理念成为众多

报纸效仿学习的标板。 可以说，模块化设计已成为区别传统

版式与现代版式的重要标志，也是目前国际上报纸版式设计

领域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设计理念。
所谓模块化，就是“以基本栏规定的网格（grid）为 基 础，

每篇（组）稿件都形成一个规则的矩形，用围框或周围留空与

其他稿件分开，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会发生串行或误读，更

加方便快捷。 ”①在版面组合上，版面模块造型的视觉效应主

要表现在模块结构的秩序化、简洁化等方面。 它采用形状不

一的模块，将不同的信息按类区分，用视觉语言将模块与模

块的逻辑联系展示无遗。 例如《都市快报》要闻版，每天都是

由主打照片模块、导读模块、热线和服务信息模块以及若干

新闻模块组拼而成。 每一个长方形或正方形便是一个模块，
每个模块内是一篇或一组稿件。 通过矩形模块对同类或相关

的稿件进行组织、包装，向读者揭示一组稿件的相互关系，比

传统的穿插式的繁琐版面风格更简洁、明确。
从视觉心理上分析，模块化有其特定的优势。 根据格式

塔 心 理 学“整 体 大 于 部 分 之 和 ”的 重 要 原 理，在 模 块 化 设 计

中，读者读完一栏自然转到下一栏，这样可以使读者的视线

集中、稳定，还可以尽量减轻读者阅读时的心理压力，更方便

读者阅读和查找。 从美学角度来看，这种排版方式给人单纯

而规整的美感，更符合当代读者在纷繁忙碌的社会生活中追

求“简约”的审美习惯。
著名格式塔心理学家魏特海默认为：“一个乐音或一条

直线只是一支曲子或图形中的一部分，部分的总和不等于曲

子或图形的整体，只有曲子或图形的整体特征才决定单个乐

音或直线的作用， 这种赋予整体特征的东西就是形和质，它

才使人听懂曲子或认清图形。 ”②魏特海默从整体论出发对听

觉艺术和视觉艺术做出分析，点出了“整体”的意义所在。 同

样的道理，版面整体协调依托于对秩序的把握，通过对模块

的组织，实现秩序化的视觉形象的创造，从而在和谐中给人

以视觉心理快感。
“1+1>2”的信息增值

传播学研究证明， 读者阅读报纸时最先看到的是图片，
其次是标题，再次是信息图表，最后才是大篇幅文章。 面对视

觉时代的新需求，美国报人提出以“非写作”（non-writing）的

方 法 向“非 阅 读 者”（non-reader）提 供“非 文 字”（non-text）报

道。 ③图片在报纸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利用图片来包装新闻报

道，已成为报纸版面的设计主流。
报纸传统意义上的“图”多指新闻图片，然而，随着传播

手段的现代化，报纸“图”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除了用生动

鲜活的图片来记录或表现新闻以外，还用图表、地图、图示来

演示、解释、说明新闻，其生动、直观的视觉效果使之为现代

媒体在吸引读者眼球和抢占市场方面提供了一种强势手段，
增强了报纸的“第一眼效应”。 由此，一些报纸设立了视觉部

门或“视觉记者”、“制图师”、“图表编辑”职位，在美国报界甚

至有人戏称，一个人要想在报业有所发展，“你要么能得普利

策奖，要么懂一点图形设计”。 ④

在各种图片类型中，新闻图片是版面的灵魂，历来被报

界视为头版的“感性符号”。19世纪80年代，《中国日报》率先在

头版“视觉中心”位置刊登超过三栏的大照片，开我国报纸版

面设计的“视觉化”先河。 而今，绝大部分报纸把图片作为版

面设计的核心，在版面中运用大幅、大量制作精良的图片来

包装新闻报道，有的报纸规定头版必须有3～5张新闻图片，有

的都市类报纸甚至头版就是一张大照片，极为抢眼。 此外，越

来越多的报纸运用图说新闻来丰富版面内容，或围绕一个新

闻主题， 通过一组图片从不同的侧面进行图片深度报道，全

方位提升报纸版面的价值。
除了新闻图片以外， 许多报纸盛行将新闻进行分解、提

取，转换成数字、曲线和图形等各种构图元素，制作成图表、
图示或地图，有的报纸还融入各种表现技法，如书法、绘画、
篆刻、漫画、卡通、3D图形等。

图片的视觉优势在于不需要具象和抽象的思维转换，就

能切实说明新闻本源的实有状况， 有文字无可比拟的形象

性、证实性和保真度。 正如传播学家施拉姆所说:“一幅画就是

一种完整的传播。 ”⑤人们或许难以记住一串串的数字和它们

之间的关系及趋势，却能轻易地记住一张照片、一幅图表或

地图。 作为文字报道的补充、诠释和延伸，恰当的图文结合使

新闻内容的传播更有效，图文互补互渗，相互印证，产生“1+
1>2”的信息增值效果。 一方面，新闻图片的真实感强、可信度

高，其传播效果是单纯的文本阅读所不能达到的；另一方面，
一些现实世界中“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复杂内容，通过图

像语言的表述，让人看起来一目了然；再者，图片和图形在报

纸版面构成上具有文字所没有的表现力，便于读者对新闻事

实的理解、分析和联想，从而实现信息价值的最大化。
色彩的“好看”与“易读”

报纸版面的色彩是进入最迟、 发展最快的 一 个 设 计元

素，也是版式设计中最具感染力的艺术因素。 作为版面情绪

的视觉表现，当色彩作用于人的时候，将出现两种情感与之

呼应，一种是主要由人的生理需求产生的情感，归结为感知

情感；另一种是主要由心理意识需求产生的情感，归结为高

级情感。 色彩通过人的生理、心理情感的转换作用，产生的各

种视觉效应，称为情感色彩效应。
色彩还有助于强化视觉信息，挑起视觉兴奋感。 对此，最

早启动色彩战略的《今日美国》副主编里查德·柯蒂斯说过：
“色彩帮助我们更好地传播新闻，新闻并非是白纸黑字，色彩

使人们更具体地看到新闻的真实面貌。 ”⑥

色彩的主色调是报纸的信息代码，体现了一张报纸的形

象理念。 近年来，使用主色调来彰显媒体自身的形象理念成

为报纸版面设计的一种潮流。 如《今日美国》的“新闻”、“生

活”、“体育”、“财经” 四大板块的报头或版头分别用蓝色、紫

色、红色、绿色铺底，其颜色之鲜艳在美国报纸中首屈一指；
《南方周末》则启用中国特有的朱砂红为标准色，令读者感受

到其中权威而亲切的中国味道。
除了满足视觉美感的需要外，报纸的色彩语言更重要的

是真实、有效地传递新闻信息，凭借色彩所引起的视觉心理

反应清晰简洁地传达编辑意图，让读者快捷、清晰地获取所

需资讯。 一些报纸或通过色彩处理版面全局与局部、局部与

局部的关系；或通过彩色图片的大小、标题的装饰、图表中各

种色度与灰度的设定、内文区色块的对比等技巧，提高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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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在版面上的易见度；或通过色彩明度、纯色的强弱，明确

视觉层次，实现对读者的视觉引导。
然而，色彩在数量上的增加并非与新闻的传播效果成正

比。 美国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过多的信号会导致人们作出

一种抛弃性的反应，进而转入自我封闭。 所以在版面的用色

上，要慎之又慎，做到“有取舍，有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
留白的“透气”

留白是现代设计理念催生出的版面的“第四元素”，也是

现代报纸版面语言的重要表现手段。 留白除了是一个明显的

信息符号吸引视觉关注外，还是一个“透气”的视觉空间，让

读者在轻松的状态下阅读并获得愉悦的视觉感受。 在版面

上，如果说文字、图片、标题是“实形”的话，留白的地方就是

“虚形”。 只有把“实形”和“虚形”和谐地搭配、合理地安排在

一起才能构成有序的版面。 “密不透风，疏可跑马”是国画的

美学原则，也是报纸版面设计的美学原则。
现代报纸在版式设计中运用的留白技巧主要有：报头区

留白、封面留白、导读区留白、标题区留白、图片区留白、图形

区留白、留白非白、提示式留白、内文区留白、栏（行）距留白、
版式留白。 ⑦留白的第一个作用是通过黑白对比制造视觉中

心，打造版面的重音；二是以白的舒缓性营造透气的视觉空

间，制造版面的节奏，使版面在黑与白、虚与实、疏与密的对

比转换中呈现动感与张力，让读者在轻松的状态下阅读并获

得愉悦的视觉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留白要适度，不能为了追求“样式唯美”

而过度留白。 说到底，读者购买的是信息商品而不是美术品。

同时，留白要关注视觉中心的营造，要注意版面疏密有度，并

善于利用特色留白打造风格。
结语

版式是报纸的 “脸面”， 也是增强版面表达力的有效路

径。 它摒弃了过去那种单纯把稿件按次序堆砌到版面的画版

做法，更注重以整合版面为目的的设计思考，用视觉艺术及

创意来表现新闻内容、编排版面、体现新闻价值。 经过视觉优

化设计的版面，能在第一时间吸引读者的眼球，体现报纸的

品位，提升报纸的品牌效应。 因此，报纸要迎合以“视觉传播”
为核心的现代传播规律与趋势，通过对版面语言要素的优化

组合，营造视觉强势，实现新闻价值的最大化，从而使读者愿

读、想读、悦读、易读。
注 释：

①蔡雯：《新闻编辑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7
页。

②杜·舒尔茨[美]著，杨立能译：《现代心理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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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商品的日益丰富，人

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更注重商品文化

价值的消费， 由此产生了现代消费主义文化。 社会心理学家

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和保障需

要、归属和社会需要、尊重和地位需要、自我实现和满足需要。
对消费时尚的追求是为满足尊重和地位的需要， 属高层次的

需要。所以在时尚文化产生的前提条件中，社会物质条件的丰

富，也就是经济的发展是最基本的条件。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

不仅是一种经济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消费文化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接触面广，社会中的每

个人都是消费者，都与消费文化有关；二是影响深远，消费文

化能影响人们的思想、价值观以及整个精神面貌，并进而影响

到消费活动以及社会的消费水平与经济进步。
当代社会消费文化的发展特点

伴随着消费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消费文化也是由较

低层次向较高层次不断发展的。 人们的消费理念已不是过去

那种重积累、 轻消费的旧观念， 而是逐渐开始重视消费的作

用。 在大众媒介的触角无处不在的今天，图像的发展已经远远

赶超了文字的发展进度。 图像文化使人类的理性判断力大大

地削弱了， 人们在广告画面的宣传下往往购买并不适合自己

的商品。 在社会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消极不健康的

社会消费观念，这与媒介追求利益渲染消费观点不无关系。
现代媒体的渗透影响对现代消费主义起着潜移默化的作

用，各种媒体、广告，在利益的驱动下极力与受众拉近心理距

离。 新富阶层往往不顾实际的经济能力而不断地追求模仿消

费主义生活方式，享乐炫耀消费，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过分强

调个人价值，收支的失衡状况日益普遍，从而导致传统伦理道

德观念的萎缩。
国内时尚杂志的现状

目前，国内的时尚杂志读者范围比较窄，总体的“时尚意

识”还不够普及。 时尚杂志秉承潜移默化的宣传策略，向读者

介绍东西方近百年来的时尚史，培养潜在的消费群，在版面设

计、内容构成、文化观念、人文思潮方面尽量迎合中国特色。
很多时尚杂志一味强调物质享受， 缺少人文关怀和文化

底蕴等深层次的东西。 要解决这个问题， 关键是期刊运作中

最具能动性的因素———人才。 期刊需要的人才不仅要经验丰

消费文化背景下的时尚杂志
□曹焱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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