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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摄影报》2002年2月1日发表徐沛、周丹的文章《图片故事在网络时代的困境》，提出了图片故事在传统纸介传媒中面临的

困境和"图片故事格式塔因为互联网浏览方式的破坏而无法保全"的困境，并且断言，图片故事所代表的价值体系开始边缘化。笔者对该

文中的某些论断尚存疑问，但觉得该文中把图片故事的版式视为格式塔（Gestalt），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说法。 

     为了清楚地说明图片编辑与格式塔的关系，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格式塔。格式塔心理美学早在1912年就以韦泰默《关于运动知觉的

实验研究》为标志登上了学术舞台，其主要人物有柯特、考夫卡、阿恩海姆等。格式塔心理美学有几个基本观点：  

     1. 完形，是格式塔美学的出发点。格式塔，是Gestalt的音译，而完形，才是这个词的意译。完形有三个特点： 

     首先，完形必须是一个整体，各个部位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整体要由各种要素和成分构成，但不能

把完形分解成各个成分，它的特征和性质是从原来的构成成分中找不出来的。没有多余的东西，没有令人不舒服的地方。"整体大于部分

之和。"比如一个正常人，作为人的特点和能力就不能够在他的某个部分或成份中体现，他的整体结构中各个部分是协调自然的，也感觉

不到某个部位的存在，当感觉到某个部位存在的时候，这个部位已经出了毛病。再如，把一只鸟的各个部分肢解后堆放在一起，绝对与

这只鸟自然长成的整体不可比拟，它飞不起来，就不能再称作鸟了；比如一只好看的时钟，把部件拆开来堆在一起，就无法计时了。  

     其次，完形，在它的大小、方位等发生改变的时候，仍然保持整体性和功能不变，具有变调性。比如，一首曲子，可以用不同的乐

器和调式来演奏；一幅摄影作品，可以放大到5寸，也可以放大到16寸，可以冲印，也可以打印，可以整体调薄一些，也可以加厚一点。 

     第三，完形是人类活动中因对物理结构的一种视觉上的感知判断而形成的一种心理结构，它不完全是客体的性质，也不完全是心理

幻觉，而是客体经过知觉活动组织成的整体，是客观的刺激物在主体知觉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式样。总之，人们在观看的时候，物体内在

的物理结构使人通过视觉形成了一种和谐一体的心理结构。完形是"看"的过程中，主客观相互作用所得之形。 

     2. 格式塔是一个力的结构。有中心、有边缘，有重心、有倾向，有主次，有虚实，有对比，完形自组织地追求着一种平衡，力的

蕴涵、运动都围绕着平衡进行。这种平衡，是力的平衡、动态的平衡、活的平衡。力的运动和平衡，是格式塔心理美学的两大基石。 

    3. 格式塔，从客体方面讲，是结构；从主体方面讲，是组织。格式塔的活动原则有两个：简化与张力。简化就是以尽量少的特征、

样式把复杂材料组织成有秩序的力的骨架，我国古代美学中的离形取神，就是这个道理。简化以分层、分类、忽略等多种方式，走向知

觉上的动态平衡。动态平衡的基础在于张力。点、线条、面的结合，色彩的对比、过渡，其中蕴涵着内在的"倾向性的张力"，一幅摄影

作品是静态的，但我们能够感觉到其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紧张的运动，比如草原上一株树的向上长和向下扎的力量，大海边惊涛拍

案的力量。有时，艺术创作中，采用超广角镜头，用一定的变形来突出张力。再比如，骏马奔驰四蹄腾越的真实景象是1872年美国的迈

布里齐通过连动的摄影机拍摄到的，但画家传统的画法并不遵守实际情况，而是把马的四蹄都画得向外翻，这也是为了凸显张力。格式

塔要求在表现张力时，要凝固最具有包孕性的一瞬间的态势，许多成功的体育摄影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比如赵彤杰拍摄的体操运动员刘

璇在身体腾空成水平的那一瞬，就是典型的用法。 

     4. 格式塔具有表现性。表现是完形过程中固有的特征。造成表现性的基础是力的结构。因为外在宇宙与人的心灵宇宙具有异质同

构的性质。 

     以上简要说明了格式塔美学的基本要点，为的是进入对于图片编辑的分析。具备格式塔特点的对象，一般来说，因为非常符合人的

知觉规律，具有艺术性，因而是一种生命的形式。而优秀的造型艺术品，无不是格式塔。如果把图片故事的版式，看作格式塔，那么这

种版式设计上也应该具有上述几个基本特点，应该是一件艺术品了。就徐、周文章中所例举的《一个大孩子的终极游戏》来看，笔者基

本同意他们的分析，这个版式设计很成功，但如果就此认定，这个版式就是格式塔，笔者觉得这样运用格式塔的概念，至少不够周密。  



     首先，格式塔的整体性要求没有达到。这个版式里大幅图片的选择很有说服力，但小幅的图片真的是不可替换或者不可或缺的吗？

与两张大幅的图片的关系真的达到了不可分割、相互交融的程度了吗？显然还没有。格式塔大于部分之和，意思有两个：一是多幅图片

的组合从信息量、视觉冲击力看，要好于单幅作品，一是处于格式塔中的图片能够比单幅作品具有更大的效力。但徐、周文中所例举的

版式，因为没有达到格式塔整体性的要求，所以在整体效果上还不能说是最理想的。  

     其次，《一个大孩子的终极游戏》这个版式，两幅大图片相互位置是倾斜的，有一定的呼应关系，几幅小图与各自旁边的大图是依

附关系，上下的小图之间是堆垒关系，作为一种力的结构，两个大的板块之间显示出了张力，而几个小板块之间显得死硬、松散一些。

笔者认为，这个版式还有改进之处。  

     再次，《一个大孩子的终极游戏》的版式设计是不是格式塔，可以众说纷纭，各圆其说，并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徐、周二人文章

的逻辑起点。他们的逻辑起点是：图片故事在纸介媒体的版式是格式塔。笔者看来，这个命题是一个假设，而他们的论证就建立在这个

假设的基础之上。 

     因为，从目前纸介媒体图片版的设计来看，绝大多数没有达到格式塔的要求。任何一个专业人士，都可以将当年度纸介媒体图片版

的设计做一精确统计来证明。就图片编辑的业务性质来看，应该说，格式塔，是传媒版式设计的理想，应该成为图片编辑终身奋斗的目

标。  

     从数字化的发展进程来看，目前网络中的图片传播常见形式是以拖动滚动条的形式在17英寸左右的屏幕上以从上到下罗列，但我们

并不能因此断言，网络上的图片传播就只能是这种形式，而且就网络技术进步和竞争状态来看，这种僵化的模式很快会打破，大屏幕、

具有格式塔性质的滚动条或静态版式设计，一定会出现。对此，我们都应该抱有充分的信心。 

     从理论上说，图片编辑的任务，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符合传媒整体风格和版面内容要求的条件下，将一块固定面积的平面组

织、设计成一种生命的形式--格式塔，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单幅图片和组合图片的传播效能。图片编辑，在纸介传媒和网络传媒中，任

务是一样的，只是技术指标不同而已。我相信，随着电子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中的图片版式也可以搞成格式塔，成为一件艺术品。 

     在艺术创作中，格式塔的创造具有很大的自由度。要把图片版式设计成格式塔，难度就大得多。基本的局限是版面的四个边界是不

可突破的；其次是传媒的整体风格和版面内容有限制，支配余地也不很大；还有时效性的要求，我们无法坐下来从容发挥自己的创造

力。所以说当一个优秀的图片编辑，有多么不易。目前各种传媒中，除专业摄影人员外，其他人员对图片编辑普遍缺乏认识。  

     从图片编辑工作的流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图片编辑的作用。在摄影是记录这样一个大的界定下面，存在不同的侧面。从不同的侧面

去看待照片，就会把照片编辑成为不同的样式。可以说，我们看待图片的观念，决定着对图片的编辑方式。 

     如果把摄影图片看成是一种消费品，它将过去的现实转变为一种纸质的形象印记，那么它期待的是剪裁和编排。不可搬运的外在世

界被搬运了，不可剪裁的被剪裁了，一组组的照片就是一个个物象集，编排的大小、顺序不同，给消费者的感觉和认识就不同。 

如果把图片看成是一个框架--事件的框架（决定性瞬间），那么它期待的是与它所记录的事件松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意义不再系

留、捆绑在所记录的对象上，而漂移、溶解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中，任人解读，每个人都可以赋予它一个主题。 

     如果把一张照片看成是一个引语，一组照片是一个引语集，那么它期待的是读者的联想。 

     如果把照片看成现行世界的一个切片，一组照片是现实世界的计划性切片，一堆照片是世界的非计划性切片，那么它期待的是分

析、收集，整理成文献。 

     如果把照片看成某事件的一个证明，在场的证明或真实的证明，那么它期待的是读者的验证。  

     这几种观念在传媒的图片运用中是常见的。不管哪一种看待照片的方式，都是一种编辑思路，都在对读者施加无形的影响。从理论

上说，任何一种编辑思路，都可以设计成格式塔。需要的，是编辑的努力。我们期待着一批具有独立观念和创造力的图片编辑的涌现，

为我们编辑出丰富多彩的图像格式塔。 



 说几句 & 看看别人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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