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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版面设计的艺术美学构成策略
□文│丁胜年   张  杰

[ 摘   要 ] 版面除传达其思想的主旨之外，还具有构成美学、传统绘画美学及符号美学的内

涵，艺术美学的参与可以增加版面内容的可视性、美的愉悦及更有效的信息传达。

版面的内容作为一个经过设计的和谐整体，指向为一种类似绘画的视觉艺术符号，

从读者阅读之初便能向其传达一种符号语言，与读者的审美体验相对照，达成读

者对读物的情感认同。版面艺术符号语言的营造需要艺术美学的参与，也需要设

计者艺术情感的投射，从而形成版面的艺术风格、气质，最终服务于版面信息的

准确和高效传达。

[ 关键词 ]  版面设计   设计美学   绘画美学   艺术符号营造

随着科技发展，互联网、智能化、多媒体、扫

码等形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读者的阅读习惯

也随之产生了巨大变化。读者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

的以文字信息为主的阅读形式，而是转向集视、听、

触觉及美感心理体验于一体的多维阅读模式，形

成以接收读物信息与丰富阅读体验并重的阅读新模

式。针对这种趋势，出版物通过加入各类新鲜的设

计要素，满足读者沉浸式、体验式的阅读需求。

一、版面中的设计美学分类

1. 版面中的平面构成美学

“版面形式激发美感的第一步是要吸引读者的

注意”。[1] 以报纸为例，报纸内容根据信息传达的

主次顺序及内容充满的排版原则对内容进行排列布

局，形成内容易读、主次分明、排列规则的信息传

播体。在这里，各类标题由于字数少，经放大后呈

现构成美学里“点”的特征，起到点缀、醒目的视

觉作用。大小标题变化形成醒目程度次序，对应内

容的重要程度变化。一些文字较多的标题排列起来

形成长条状，在版面中呈现一种“线”的视觉感觉。

报纸内容一般为规则的方形排列，给人一种块面的

视觉感受，形成了平面构成	“面”的元素。以上内

容的设计和布局形成了平面构成中点、线、面的存

在形式和排列规则。由于报纸文字较多，注重信息

的传达，且有较强的严肃性，因此构成美学法则上

偏向秩序、严肃。“在版面中反复运用相同结构、

颜色、线条以及其他符号，便构成一种有序、自然、

动感的节奏美”。[2] 画报类则以图片为主、文字为次，

由于图片面积大，发挥着构成美学里“面”的作用，

文字和线条成为图片的辅助和点缀。这种以图（面）

为主的构成形式往往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可

以瞬间吸引观者的注意力，达到传播版面主旨的传

达目的。

2. 版面中的色彩构成美学

“色彩有表达情绪的作用，并符合稿件所要表

达的主题”。[3] 由于醒目性及能够触发人的情感的心

理作用，色彩在版面设计中成为最为重要的组成之

一。特别是在媒体追求信息传达的效率性和趣味性

的趋势下，版面中色彩的面积和比重逐渐增加，与

平面构成的形式相结合，促进了信息传达的有效性。

版面中的颜色构成主要体现在画面的对比与和

谐上，对比是为了形成视觉反差，但是版面画面感

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和谐的整体效果。色块与文字、

留白之间形成对比与和谐关系，形成一种和谐的艺

术符号语言。“在版面构成中巧妙地留白讲究空白

之美是为了更好地衬托主题集中视线和造成版面的

空间层次”。[4] 颜色对比是一种冲突关系，相互冲

突即形成对比，颜色的冲突不是无序的，而是要遵

从一定的秩序和规律。色彩的作用不是孤立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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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需要借助背景、文字、图形、线条等元素发挥色

彩的视觉心理优势，同时借助平面构成的美学原理，

实现对比与和谐的版面美学。

3. 版面中的“立体”美学

版面设计中的立体美学不是单独存在的，作为

平面美的补充，起到增加版面立体感和审美层次感、

辅助版面更深入地传达信息的作用。随着信息化、

智能化、网络化、人机交互以及新的立体印刷技术

的发展，各类出版物向多元化信息传播的趋势发展，

二维码、APP、流媒体、超链接、音效、视觉立体

印刷等内容逐渐渗入，通过版面给人以类似 3D 电

影的“立体”体验感。“在新的电影报纸版面设计

中，编辑将更多借鉴基于移动端的互联网模式，其

中的图片、文字编码组合与呈现方式都更为灵活多

变、突出视觉张力的新锐形式进行融合，在沉浸式、

立体化的氛围中展现相对的电影内容与状态”。[5]

版面设计中经常会加入立体印刷技术增加版

面的立体感，体现在纸张的凹凸感、镂空及立体印

刷技术。纸张立体效果的处理可以在平面和色彩的

基础上增加版面视觉和触觉的维度，给人以“3D”

的感知体验。版面设计的立体美学还体现在各类

APP、二维码、音效、动画等内容的应用，增加了

版面信息传递的维度和层次感，给观众带来“立体”

的视觉和知觉的体验感，提升了信息传递的质量和

美的体验。“在新阅读形式下，单单依靠纸质媒体

来传达信息、发表观点变得局限性越来越大。为此，

报纸也应顺应潮流，在发挥自身所长的同时，借力

其他媒介载体，更全面、立体地呈现报道内容”。[6]

这类信息载体反映在一些网络、移动终端的 UI 设

计上，在版面的基础上加入了各类 APP、二维码、

音效、动画等内容，通过丰富的交互形式及多样的

信息传播模式，与平面及色彩的美学构成一起，给

用户带来多元的信息体验，是在版面平面构成和色

彩构成美学基础上的“立体美学”体验。

二、版面美学特征

版面设计中，除版面本身要传达的文字信息之

外，很大程度上是在营造一种画面感，即绘画美学。

画面美学的存在，可以改善以文字为主的阅读模式，

提高版面的艺术审美内涵，使读者在一种愉悦的、

沉浸式的状态下接收版面信息，从而提高了版面信

息传达的有效性和人文情感的关怀。时下，版面设

计的表现形式会普遍性地体现出我国传统绘画的美

学思想，如笔墨、构图、空白、自然、意境等美学

内涵。

首先表现在内容上。版面设计主要应用图片、

文字、装饰等内容进行布局，形成画面艺术感，而

国画通过描写物、题字、落款以及画中的鱼、虫、

鸟等内容形成绘画美学，版面艺术与国画有着相似

的艺术表达方式。版面内容有虚实浓淡的节奏变化，

这与国画“笔墨”干湿浓淡的变化相对应。

其次体现在表现形式上。版面形式主要是内容

布局，以达到内容安排合理、整体和谐的效果，这

与国画构图、留白、自然的美学内涵类似。版面设

计的构图，决定了其整体结构关系，内容之间要形

成对比和节奏变化，版面中的留白就是营造虚实对

比，使画面不至于密不透风，也要有一定的透气感，

产生画面的疏密节奏关系。版面布局的目标是要将

所有内容整合成一个和谐整体，这一点与国画追求

“自然”天成的理念相一致。

最后，版面设计美学与国画美学同样是在营

造一种意境，“主要是靠联想而实现的一种情感表

现”[7]，引起创作者与解读者之间的情感共鸣，起

到传达作者创作精神的作用。意境的营造需要不同

的题材、内容及版面的形式。不同类别的出版物有

着不同的艺术意境定位，如文学类的风格偏向于诗

意、高雅，这就要求版面题材要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艺术类出版物的风格偏向于轻松、美感，要求其题

材内容自由、活泼，充满美的享受 ；科技类出版物

的风格则倾向于理性、严谨，其版面题材要有想象

力和创造性。版面图片的内容及色调倾向会对版面

整体意境产生导向作用，“色彩的大规模使用可以

给版面定下情感基调”[8]。此外，版面构架及内容

对比关系也会对画面意境产生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版面与绘画的社会功能不同、

受众不同，绘画艺术的功能是欣赏，而版面艺术的

功能是辅助版面信息，因此版面艺术的营造要与版

面信息相辅相成，营造一种美学符号意境，让读者

在美的体验的状态下接收到版面的信息，使信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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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有效的传达。因此版面艺术符号的营造不能像

绘画一样，要以信息为主，艺术氛围次之。同时，

二者使用的元素不同，绘画艺术可以使用任意的素

材进行美的语言创造，而版面艺术要将文字、功能

部件作为要素进行布局，文字可以成为面、成为体、

成为线、成为点，图片可以成为字、成为物。可见，

版面艺术符号的创造是以字和图为主要要素、以主

旨传达为主要目标的艺术创造活动。

三、版面艺术符号营造

版面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有着与艺术品共有的

符号性特征，即艺术符号。它反映着版面设计师的

情感，承载着与版面主旨信息一致的符号风格，有

助于营造艺术情境，从而更好地传递符号信息并感

染读者。苏珊·朗格说，“艺术是情感的形式”“艺

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9]。各类有艺

术内涵的物品都是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因此，版

面的美学形式也是设计师“情感符号”的创造，包

含着设计师对美的规律性的把握、对版面信息的理

解，以及个人创造艺术时的情感状态，合而为一形

成版面艺术符号的整体。

但版面艺术符号形式不同于纯艺术，其首要任

务是传达内容主旨，然后才是艺术性符号的组织表

达。设计者需要根据内容的重要性和读者的阅读习

惯将信息按照主次顺序进行排布，这种排布方式符

合信息传达及阅读的规律性。同时由于读者的阅读

并不是单纯的信息获取，读者需要从中找到美感、

找到趣味，需要有一个享受阅读的意境，这就需要

版面排布的艺术化营造。

1. 版面艺术符号的美学编码

版面整体艺术符号的营造是符号整合的方法

论，这需要设计者（编码者）对版面构成要素的编

码来完成。符号创造者要根据信息接收者的符号解

码能力进行有目的的符号创造，版面的艺术符号编

码要得到读者的顺利解码，就需要符号编码者与解

码者具有对符号信息一致的理解和认同，才能使版

面符号得到稳定和准确的解读。

版面艺术符号的营造需要艺术形式，即美学法

则的内容参与才能达成。美学法则有很多，笔者将

美学法则关键词划分成了 3 个类别，分别是对比的、

秩序的、和谐的。其中，对比范畴的包括大小、浓淡、

面积、疏密、明度、纯度、色相、冷暖、高低、多

少等 ；属于秩序范畴的，有节奏、韵律、色调、风

格等；属于和谐范畴的有均衡、稳定、圆满、和谐等。

对比可以在局部也可以在整体，如颜色的浓淡形成

明暗对比，图片与文字形成整体的面积对比，内容

与留白形成疏密对比等。对比的连续性和规律性形

成节奏和韵律，如版面中一行字一幅图、一行字一

幅图的连续性对比形成节奏感和韵律感。对比和秩

序都包含在和谐的范畴之内，对比和节奏韵律关系

可以增加版面的效果但不能破坏整体的和谐，这样

才能营造整体的版面艺术符号。

2. 版面的格调符号营造

版面设计会给人以格调感，即风格，这是内容

与形式共同协调实现的，任何版面都离不开形式与

内容的关系，内容是版面承载的信息，形式是版面

内容的组织形式，二者互为依存。

版面的形式要根据版面内容的主旨以及媒体的

定位进行设计，不能脱离了要表达的内容任意塑造

版面形式，这样会造成形式与内容的背离，甚至相

互冲突。如报纸版面的设计，版面设计要首先考虑

刊物的严谨性、严肃性、信息传达的主次关系以及

读者的阅读习惯等，然后将内容按照秩序化、条理

化的布局方式进行排列，从而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

一。相对轻松一些的读物，在形式上也要符合其轻

松的内容与定位。如各类艺术画报、时尚画报、体

育画报等，画报本身就是以娱乐、放松为目标的，

因此其形式上就可以丰富多彩、轻松愉快，图片不

用方方正正，文字体也不用条条框框，内容排布可

以不拘泥于一格。“因此，编辑们要习惯以‘非写作’

的方法向‘非阅读者’提供‘非文字’的报道”。[10]

在版面风格符号塑造中，图片（或画）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大面积、色调鲜明的图片，由

于图片的视觉中心地位和色彩冲击力，往往可以瞬

间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形成对版面先入为主的符号

认识，给版面总体信息的解读定下基调。版面设计

时，一般是先考虑图片的位置，然后围绕图片排列

文字和装饰等内容，最终形成整体性的画面感。这

其中，大面积的图和画在版面中发挥着视觉主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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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符号性营造的作用。“影像转向意味着在文字

理性统辖人类思想几千年之后，图像崛起和复兴，

成为人类传播中一种最有效的传播方式”。[11] 此外，

图片有着冷暖色相的倾向，可以将版面营造出冷暖

或黑白色系的风格语言，给版面的风格符号语言定

下基调。

3. 版面的和谐性符号营造

宗白华认为，美的形式在于“严整的秩序，完

美的和谐”[12]，可见，作为形式美，其内在秩序性、

和谐性是美的本质所在。版面艺术形式本质上也属

于艺术形式的一种，因此，版面艺术也是秩序性、

和谐性的完美统一。当然，形式感的和谐统一是在

版面信息主旨传达的基础上实现的，不能脱离了主

旨谈形式。版面内容是信息主体也是版面美学的组

成部分，要将全部内容作为版面符号美学营造的要

素，在此基础上寻求秩序与和谐的统一，使版面信

息得到充分、有效的传递。“为了有效地处理好内

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美术编辑要具有整体概念，

全面地把握版面的所有内容，深刻领会整个版面所

要体现的中心思想，在排版时要紧紧围绕版面主题，

既要使整个版面的内容丰富，又要避免片面性”。[13]

艺术符号语言作为一种整体的符号，通过艺术

整体传达出一种情感含义，触发观者内心的符号解

码系统，形成情感体验的关照，进而形成对艺术符

号的共鸣。艺术反映着创作者对美的理解以及情感

的融入。由于版面设计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因此，

版面内容需要用艺术的法则进行组织，形成对比、

秩序及和谐，只有这样，才能使观者从艺术符号的

角度进行解码。同时，并不是版面实现了对比、秩

序与和谐就能形成理想的版面艺术符号，这里还需

要形成一种版面风格。一方面是形式上的，这在于

构图的形式与尺度，如豪放的、婉约的、大气的、

朴素的、诗意的、压抑的等风格。另一方面是由画

面色调决定的，如冷的、暖的、淡雅的、靓丽的等

等。内容基于美学法则的组织形式，加上整体情感

风格的营造，就成了可以让读者形成情感对照的艺

术符号。

四、结语

版面艺术设计作为一种艺术的存在形式，需要

大量的构成美学、传统绘画美学及符号美学思想的

参与。版面的美学、符号学设计可以有效提升版面

的艺术审美性内涵，给读者带来更加沉浸和享受的

参与体验，有助于协助版面信息更加有效地传递。

版面设计中，除基本的美学设计思想和法则之外，

版面整体还流露着一种艺术符号的特征，这种特征

不是局部的、细节的特征，更多的是以整体为特征

的符号语言呈现，表现为版面的气质、格调。版面

艺术符号语言是对版面内容艺术形象化的处理，是

版面内容的美学升华，艺术符号语言的营造需要将

版面内容视为艺术美学符号的素材，用美学法则对

素材进行设计与组织，形成对比与秩序，同时需要

将内容提升到风格、格调和气质的高度，由此形成

和谐统一的版面艺术符号。

（作者单位 ：宁波财经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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