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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90年代勃兴的“版面革新”浪潮几乎席卷了中国报业市场的每个角落。面对激烈

的市场竞争，从党报到都市报，从大众化报纸到专业性报纸，纷纷意识到：想在争夺受众中取

胜，不仅要报道出好新闻以满足其求新、求奇、求知的需求，还必须依靠报纸的“第一眼效

应”，即版面的吸引力。版面是读者透视报纸的第一扇窗户，凭借对新闻内容的布局安排，传

达出报纸对新闻事件的立场和态度，因此可以说，版面是一份报纸个性和风格的最直观表现。

这场方兴未艾的版面革新浪潮中，越来越多的报纸在色彩、图片、标题、版式等各种版面因素

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于是，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浓眉大眼的《北京青年报》，看到

了清新淡雅、精巧细致的《新民晚报》，看到了成功“瘦身”、纤细挺拔的《南方日报》，看

到了全部以橙色印刷的《21世纪经济报道》。在这些报纸的引领下，众多报纸为争夺读者视线

开始在版面设计上“花大力气，做大文章”，“五颜六色”、“图文并茂”、“厚题薄文”、

“视觉冲击”等流行的版面特色成为报纸间竞相效仿和追求的目标，可谓“春兰秋菊，异彩纷

呈”。 

  内容与形式是相互依存的，恰当的版面形式可以更有效地传播新闻内容，使报纸具有吸

引、感染读者的独特魅力。但是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中，内容始终是占据主导地位并起决定作

用的，一张报纸最终能否得到长期的稳定的市场认同，根本还是在于它提供的内容能否最大程

度地满足读者对信息的需求。报纸的版面设计始终要为其宣传内容服务，两者相辅相成才能相

映生辉。新时期的报纸版面应该以丰富的元素和内涵传达信息、引导受众、反映时代精神，使

具有艺术美的版面形式和高质量的报道内容达到完美的统一。但是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一些

报纸过分夸大和强调“形式美”，在缺乏理性思维和正确审美指导的情况下，走入了版面设计

的误区，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新闻性的缺失。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活节奏的加快，我国报纸由传统的“读文时代”

进入“读图时代”，这既是对读者已经变化了的阅读习惯的主动适应，同时也是发挥图片的视

觉优势实现版面革新的要求。各类图片在报纸版面上的地位不断提高：新闻照片凝固真实的瞬

间，以视觉艺术的魅力吸引读者；部分专业性 强的科技、经济报道应用图表、图解使复杂又

难懂的问题简单化，易于被读者接受；更有报纸将漫画引入版面，以艺术形式评价新闻内容，

其形象性、直观性远胜于传统的文字评论。比起长篇累牍、洋洋洒洒的文字，图片凭借鲜明夺

目的色彩和极具张力的表现手法更容易形成视觉冲击，在“三步五秒”内吸引观众的“眼

球”。 

  但是，“厚图”不是泛用、滥用图片，“薄文”也决非以牺牲新闻的信息含金量为代价，

一些报纸在过分追求图片效应的同时走入了新闻性缺失的误区。 

  首先表现为图片篇幅过大，数量过多，占用了新闻报道的空间。图片的数量和篇幅大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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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报道需要决定，以“最能表现相关新闻事实，最大限度发挥传播效果”为依据。2002年12

月18日《北京晚报》的“超薄阅读”全版以近2／3的面积刊登了一张名为《窥探》的照片，画

面上一位伊拉克母亲抱着她的孩子躲在自家墙后观望，灰色的土墙，伊拉克妇女黑色的长袍，

怀中婴儿无辜的眼神，都传达出了战争前伊拉克老百姓的恐慌心态，巨幅照片产生了同样巨大

的震撼效果。但是许多报纸片面追求“眼球效应”，将文字报道“挤”出了版面，毫无选择地

将图片“做大，做多”，非但传达不出新闻性，反而浪费了版面空间。某报2003年2月21日的

一个版面在除去广告后剩余2／3的面积内使用了3幅大图片，并都配以大号加粗黑体标题，导

致整版只刊登了4条新闻，削弱了报纸的新闻性，不能不说是一种浪费。新闻性缺失的另一个

表现是图片的新闻价值低，内容与相关报道不切合。“厚图薄文”的目的是以图片表现力强之

长弥补大量文字枯燥、繁冗之短，因此选择的图片应该兼具真实性、新闻性、艺术性与表现

力，达到“一图胜千言”的效果。但是有的报纸为了版面内容“丰富多彩”，刻意压缩文字报

道，代之以缺乏新闻价值的图片，放大并占据了重要位置，严重削弱了报纸传播信息的功能。

某报为《五百家长排队买课本》加配的5寸见方的大照片内既没有显示出“书店”这一场所，

也没有显示出“家长排队”的情景，看上去似乎只是一 

条人员川流不息的街道，完全表现不出近500名家长在新华书店前排队为孩子买课本的场面，

更无法传达出“基础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一深层含义。 

  二、导向性的缺失。在版面的编排过程中，标题字号的大小、字符颜色的浓淡、图片的色

调及内容等“版面语言”也在某种程度上传达着编辑部的思想，  版面通过充分调动这些元

素来“发言”，往往可以传达文字不便传达和不易传达的信息，有着更为直观和直接的导向作

用。鉴于版面的这种导向作用，众多报纸开始注重通过对标题、字号、色彩、图片的特殊处理

来营造版面强势，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导到当前的热点问题上。 

  但是一些报纸在版面编排中顾此失彼，在片面追求版面视觉吸引力的同时走向了导向性缺

失的误区。 

  尤其是市场竞争压力下的一些都市报和大众化报纸，不惜以浓重的色彩、猎奇的图片、夸

张的标题等手段达到对读者的感官刺激，走向庸俗与媚俗，脱离报纸的宣传、教育和导向功

能。色彩具有表达情意的作用，如红色代表热情、积极，黑色代表庄严、肃穆，橙色象征幸

福、富裕，色彩的使用要符合报纸所要表达的主题。一些报纸以为传统的黑、白、灰不如红、

黄、蓝、绿等颜色“夺目”，不分情况和场合大量使用“浓墨重彩”，或给一个标题套上几种

颜色，或整版“姹紫嫣红”，让读者分不清到底在表达什么感情，以至在导向上出现了偏差。

2003年2月18日韩国大邱市的地铁不幸遭遇人为纵火，伤亡惨重，报纸在编排这一新闻的版面

时应尽量使用黑、白、灰以达到肃穆、凝重的视觉效果，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之情，但是一些

彩色印刷的都市报却不适宜地表现了它们对色彩运用的“慷慨大方”，某报在《夺命大火惨惊

韩国》的整版报道中，出现了大面积鲜亮刺目的橙色、绿色作为底色，有失严肃，没能表现出

媒体应有的立场。有的报纸在图片选择上欠慎重，片面追求视觉冲击力，使一些格调不高、导

向模糊的新闻照片堂而皇之地被放大登上版面重要位置。某报为2003年2月21日第8版一则50余

字的短新闻《横穿二环主路当场被撞身亡》加配的新闻照片占新闻版面（除去1／2的广告版

面）的1／4，画面内死者的惨状清晰可见。这种对死亡的大肆渲染首先就缺乏人文关怀，由于

记者没有掌握好拍摄时机，可能在交警刚赶到现场时按下快门，画面中的交警给读者的感觉不

是在紧张地处理事故，反而像是些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给人以错误的导向。 

  三、艺术性的缺失。版面设计是一种艺术，因此要讲究艺术美。一个成功的版面，不仅能

准确地能动地表现内容，而且能使读者在阅读新闻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①字符、图片、色

彩、线条、底纹等要素在版面中的存在并非孤立，也并非简单的叠加、排列、铺陈，而是通过

彼此的优化组合达到“1＋1＞2”的效果，“使片景孤境能织成一内在自足的境界”②，利用

局部的巧妙组合创造“整体美”，在灵活的变化中求得“统一美”，通过有秩序的安排达到

“和谐美”，真正具有艺术性的版面应该能够将这3种美融合在一起。强调版面艺术性不仅是

对读者阅读需要的满足，也是对其审美需要的满足。以《北京青年报》2003年4月3日A21版



（体育新闻）为例，视觉中心为版面中部一幅矩形图片———齐门尼与积臣精彩的“防守反

击”，因此图片中“白”（白色的球衣）、“橙”（橙色的篮球）以及“黑”（两位外籍球员

的黝黑肤色）构成的色彩基调主导了整个版面。为求整体的和谐与统一，版面其它部分都以视

觉中心的基调为依据“优化组合”，各模块以橙色线条分割，标题在颜色处理上服从视觉中

心———非黑即白，在排列上纵横兼顾，于整体的和谐统一、错落有致中体现了体育版的活

泼，颇具艺术性。 

  但是有一些报纸在追求感官刺激，标新立异的同时走入艺术性缺失的误区。具体表现为：

不顾各元素、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乱造视觉中心而导致版面无“中心”，有的报纸乐此不

疲地对读者进行“视觉轰炸”，在一个版面上几乎所有的标题都用特大号加粗黑体字———

“题大无度”、“字黑无边”、“线粗无比”③，似乎满版“皆为重点”，产生污浊混乱的视

觉效果。印刷技术的提高使版面更为鲜艳逼真，但也造成了部分彩印报纸在颜色使用上毫无章

法。如某报2003年2月20日的深度报道《咱老百姓为啥光存钱不花钱》，横跨第8、第9两个

版，标题下面的大幅矩形图片内以反差极大的绿、红二色为主色调，考虑到整体和谐，应该在

其它部分色彩的使用上注意对“绿、红对比”这种强烈反差进行一些调和，尽量用简单柔和的

颜色舒缓一下读者的视神经，但是该报却在横跨两版的通栏大标题（包括文字和底色）中使用

了黑、黄、绿、白四种颜色，整个版面像个“大花脸”，颜色的使用无层次感和节奏感。线

条、边框、网纹、空白、花边等要素也是创造版面艺术美的有效手段，但使用时如果百无禁

忌、有“放”无“收”，也会破坏版面的完整、统一和协调。有些报纸使用线条忽粗忽细，忽

曲忽直，使用花边与花角时任意错位和断裂，用网纹作标题衬底时不考虑色彩间的对比反差效

果，有的底纹与标题色彩相近，不易分辨。有的编辑刻意求繁、求变，试图在一个版面上调动

所有的编排手段，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花哨、松散、含糊的 

版面除了造成视觉疲劳外并不能让读者感到一丝美的享受。 

  四、风格与个性的缺失。每张报纸惟其拥有自己的个性，才能具备吸引读者的魅力，成为

芸芸众“报”中的“翘楚”。“个性不仅表现为内容的独特性，也表现为形式的独特性。版面

的个性正是报纸内在个性的外在表现，人们浏览报纸版面，在看到形式上的独特性的同时，也

感受到内容的独特性。”④综观我国深受读者喜爱的几种报纸，都具有卓尔不群的风格以及鲜

明突出的个性，而且均能通过其版面明显地传达出来。《人民日报》版面结构简单、层次清

晰、照片突出，具有庄严、凝重的风格和统筹全局的气势，与其党中央机关报的地位十分吻

合；《中国青年报》版面活泼、标题善变化、照片幅面大，具有冲击力，体现出共青团机关报

独特的个性；《华西都市报》的版面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善用独家新闻制造“版面强势”、

编排不拘一格，顺应了都市生活的节奏和步伐。 

  报纸的个性往往通过长期以来较为稳定、连续的风格表现出来，但是在版面革新的浪潮

中，一些报纸迷失了方向，走向了风格与个性缺失的误区。目前我国报业在版面设计上“跟

风”现象严重，尤其是一些大众化报纸，受经济利益驱使，在版面风格上盲目模仿“流行版

面”，缺乏准确的定位。《北京青年报》的流行曾造成“千报一面”的“浓眉大眼”，《新民

晚报》火爆后“小家碧玉”又成了诸报追求的风格，《南方日报》“瘦身”成功引来了一哄而

上的报纸“减肥”运动，《精品购物指南》的“走红”又带动了多家报纸以全彩巨幅明星照片

作头版的风潮。许多小报在一股股的流行带动下随波逐流，时而庄重，时而诙谐，时而故作深

沉，时而嬉笑怒骂，丧失了稳定的风格、鲜明的个性。风格与个性缺失的另一表现是同一报纸

内的各个版面风格不协调，缺乏统一的定位。某报头版采用“浓眉大眼”的版式———72磅加

粗黑体通栏大标题、大幅彩色新闻照片以及醒目的导读，但是其它版面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

格：文化版的编排采取长、短稿件穿插、咬合，有纵有横，较为传统；时事版稿件排列则采取

较为流行的矩形版块，避免穿插咬合；“国际特刊———海湾风云”中的图片组合方式又让人

看出《南方周末》“写真”版的“影子”。诸版面“各自为政”，报纸没有属于自己的整体风

格，这也是当前不少报纸的弊病。 

  以上所述版面设计的4个误区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版面代表报纸的形象，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版面的设计应该与时俱进，提倡改革和创新。只有坚持正确的方向，进行理性的思

考，才能使我们新时期报业的版面设计工作走出误区，走向成熟，使版面真正成为向读者传达

信息，与读者进行交流，为读者提供享受的平台。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释： 

  ①焦国章：《报纸编辑学通论》，第33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宗白华：《艺境》，第10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沈兴耕：《报纸编辑学实务》，第15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 

  ④郑兴东、沈史明、陈仁风、包慧：《报纸编辑学》，第19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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