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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报纸版面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重要原因是不同的报纸在市场上的竞争越

来越激烈，同时受众接受信息的习惯也大大的改变了。“我们应该出版一份什么样

的报纸，为谁而出版？”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被讨论。版面和内容一样，是报纸的

一个重要部分。版面上的不同元素的对于受众接受信息的意义都是不同的.尤其是

头版，在一份报纸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它让受众了解报纸的一贯风格和当期的

主要内容，并使受众可以快速便捷的通过头版上的导读找到内页中他们所需要的信

息。许多报纸都开始大量的在头版上运用大照片策略来使得它们的头版变的更“视
觉化”，以吸引受众的眼球，并且把这一策略扩展到了报纸的其他版面。由于扫

描、制版和印刷技术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报纸开始用彩色版面吸引读者。本文通过

一些报纸版面，分析头版如何通过构建视觉中心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如何通过导读

把读者吸引进内页。并对大照片策略和色彩应该如何运用进行了分析。本文主要从

头版的版面策略，照片的运用和色彩的运用三个方面来分析现代报纸版面上对受众

影响较大的元素，并认为，现代报纸的版面设计主要是运用照片和色彩来构建视觉

中心，从而帮助读者更好的接受信息。 

 

 

Abstract:
More and more editors and designers focus their attentions on the format 

of the newspapers’ page because of the increasingly vehement competition of 
the medium markets and the variational habits that how the audience fined the 
information. “What kind of newspaper do we want to produce, and for whom?” 
Editors, publishers, and designers argue about this question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Alike the news, pag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newspaper. Varied elements on the page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way 
that the audience find the information. Especially the front page, which act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ewspaper, it make the audience known the persistent 
style and the current content of the newspaper, and allows the audience find 
what is been put in the inside page by the index. Many newspapers tend to put 
big photographs on the front page to make it more visual, and bring this 
strategy to other pages. As a result of the renovation of scan, plate making 
and printing, more and more newspapers use color to attract the aud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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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I try to analyze the front page strategy, the use of photograph and 
the use of color, find out which elements on the page have more influence on 
the audience. The research comes out as this: Contemporary newspaper designs 
try to build a center of visual impact by using photographs and color, and help 
the audience to get in and out of the page quickly and eas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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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报纸可是说的没有版面设计的，新闻稿件就是按照

一定的分栏把报纸排满，然后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加一个标题。因为那时候的采编技

术和印刷技术的水平还不是很高，如何在截稿期（deadline）内把新闻采访好写好

并印成报纸是大部分报社最关心的，而报纸的“外表”似乎并不太重要。除了采编

技术和印刷技术以为，人们不太重视报纸“外表”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电子传媒尚未

产生。电视的普及可以说给印刷媒介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电视在讲述新闻的同时可

以展现新闻事件发生时的画面，这是报纸所做不到的。而随着万维网（World 

Wide Web）和数字技术的诞生，报纸再一次受到打击。因为从那时候开始，受众开

始习惯于接受生动的视觉信息。今天，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周围的设计都是为了吸

引我们的眼球，“视觉”，“可视化”一类的词语改变着人们接受信息的观念。文

字，在信息传播中依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已经失去了他的主导地位。 

内容和形式永远是相互依存的，当文字的魅力相对减弱的时候，报纸的版面形

式的重要就凸现出来了。虽然两者的相互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一段时间里被

人为的忽视了。设计报纸版面不仅仅是一种传播技术，更是一种传播技巧。“通过

它，传播者可以巧妙、灵活地将信息送入受众的感官，深入他们的大脑。”① 

 

什么是好的报纸版面  

How a well-designed page would be
 

    作为编辑，当我们打开一份报纸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那些报

纸的版面。无论是对于头版还是其他的版面，我们总会带着一些职业的眼光

（educated view）去批评一份报纸的版面，认为这样是好的或者这样是不好的。

但是，这些眼光和观点对那些关心，消费，或者是厌恶着我们的报纸的读者有什么

意义呢？他们不会用“通栏”，“碰题”这样的术语去评论一份报纸的版面设计，

但他们用一些普通却足以让编辑汗颜的话对报纸版面的好坏做出了评价：“这个报

纸怎么排的让人看着那么不舒服啊。” 

    

任何一个外科医生都会告诉你这样一个事实，人的大脑的承受能力是非常强

的，即使受到大量的头部创伤，它依然不会“放弃”。我们的读者在阅读报纸的时

候也如此，他们能忍受那些非常糟糕的报纸版面，继续在报纸里寻找他们所要的信

息。可见，大量的读者在翻开报纸的时候，他们不会用平面设计，美学的观点去分

析报纸的版面是否优秀，他们只是在考虑如何快速的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所以， 

“报纸的版面设计和其他的编辑过程是一样的，目的是让读者可以更容易的找到并

接受新闻信息。”② 假设读者还没有读过报纸上的任何一个字，他们是不会知道

哪篇文章是最重要的，哪篇文章是次要的。这些都是要通过编辑运用不同的字体，

文章间不同的位置关系以及用照片来告诉读者。 

 

那么，怎么样的版面才是容易阅读，能让读者快速的找到他们所要的信息呢？以下这些



内容是许多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所认同的： 

①

一、告诉读者那一条新闻是最重要的。 

二、帮助读者不会把稿子读丢了。 

三、帮助读者知道稿子转到何页，并且帮助他们找到它的存在。 

四、帮助读者知道其他稿子哪一条是与他所读的稿子有关的。 

五、帮助读者知道哪张照片是与那条稿子有关的。 

六、帮助读者知道稿子在何处结束，随后是一条新稿子。 

七、保持读者读长稿时不失去兴趣。 

八、排的字够大，用最好的字体，行的宽度或长度适合阅读。 

九、使全版处处可看，不要只在上端下工夫。 

十、帮助读者节省时间去找他们要看的稿子。”① 

 

人性化阅读  

Read friendly
 
读者在阅读报纸的时候，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信息。随着社会的发展，对

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的生活节奏越也来越快。大部分读者在阅读报纸的时

候，不会想以前那样逐个版面逐篇文章的阅读，而是在挑选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另

一方面，随着报业的发展，以及满足对受众对信息分类的要求，报纸的版面逐渐增

多，虽然提供的信息增加了，但是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读者越来越难快速的

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社会环境和媒介的变化，对受众的影响也很大。受众本身的角色冲突越来越

大，他们既是积极选择者又是随意旁观者。就是说，受众既会有积极的寻找他们所

要的信息即媒介内容的需求，但是他们不会直接到某个媒介上寻找特定的信息，而

是在一种随意的的接触媒介的过程中，触发了他们潜在的需求而开始接受信息。当

然，这是一种普通的受众接受信息的状态，当我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情况也会有

所不同。 

因此，在报纸的编辑工作中，除了要考虑把哪些信息提供给读者外，还要考

虑如何把信息提供给读者的问题。怎么样才能帮助读者更有效的寻找接受信息，是

现代报纸版面编辑和版面设计所要考虑的问题。一个友好的版面，应该是符合人们

在读报纸时的目的是寻找信息的要求的。 

①

头版：读者阅读的开始 

Front pages: charting the reader’s journey 
 

之所以所有的报纸都很重视头版，因为头版是读者阅读报纸的开始。其实说是

阅读报纸的开始还不是很准确，或者说是接触报纸的开始更好写。因为随着报业竞

争的加剧，市场上可见的报纸种类越来越多，当一路人路过报摊是，他会选择哪份

报纸？除了一些忠实读者，许多人往往会根据他们对某份报纸头版的第一感觉来决

定是否购买。而现在报纸的运营是否成功和读者的选择是息息相关的，因为现在还

很少有报纸可以依靠营造一种精英文化，吸引一批固定的读者群来维持报纸，很多

报纸还是需要靠大量的零售量和订阅量来吸引广告商。所以分析读者的阅读习惯和

阅读心理是很重要的策略，毕竟现在的读者已经不是枪弹论下那种会被媒介一炮击

到的枪弹靶子了。 

 

头版可以说是一张报纸的“黄金地段”，在每一期报纸中，它扮演的角色是要

展示报纸的一贯风格和当期的主要内容。许多报纸在规划它的头版时，往往把重点

放在头条新闻内容的选择上，当然，头条新闻的重要性是不用说的，但是事实上，



还有一些因素也很重要，比如导读，照片的运用，标题的字号和位置等，但是在现

实中，这些因素往往被一些编辑所忽视。 

 

在我看来，头版主要应起到吸引和引导的作用。视觉中心用以吸引，导读用以

引导。 

 

无论是读者在选择报纸或者要进行阅读的时候，头版上都有一些要素是被他们

所关注的。而版面编辑总是假设读者在拿到报纸的后的阅读顺序是：开始于版面的

坐上方，然后是以圆形的轨迹读完报纸。事实上读者是绝对不会有一种事先决定了

的读报顺序的，他们总会对报纸全版进行“扫描”，这时，他们的目光焦点总是先

落在某一些内容上。 

 

假设在整个报纸的版面上，只有一张照片，无论这张照片有多小，无论它处在

版面的什么位置，读者总会第一个注意到它，这样，我们就可以称这张照片为版面

的视觉中心（CVI, the center of visual impact）。视觉中心并不一定是一张照

片，只要是读者在第一时间内发现并集中注意力在它上面的那些元素，都可以称其

为视觉中心。视觉中心可以是下面这些元素中的任意一种：照片，照片是最常见的

也是最有效果的形成视觉中心的元素。标题，在没有照片的版面上，一个粗黑的大

标题如果放在合适的位置，也能成为一个视觉中心。另外，如果一个标题拟的出

色，可以引起读者阅读文章的兴趣，这样的标题也能成为视觉中心。图文框

（Packaging），从字面上来理解，packaging是打包的意思，其实packaging就是

把一些相互联系的文章或者照片都放在一起，用封闭的或者半封闭的线框围起来。

当一个版面上没有其他的视觉中心的时候，packaging能很好的起到引起读者注意

力的效果。 

   

在一个版面上，最容易引起注意的元素是照片，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报纸

采取大照片策略。同时，处于照片附近的标题也是很容易被注意的。所以，如果当

天头版头条新闻是非常重要的新闻，即需要大照片的渲染，又要用大标题的话，最

好使两者的位置比较靠近，让他们形成一个统一的视觉中心。《北京青年报》采取

的多是这样的头版样式，粗黑的标题和大照片贴的很紧，或者干脆压在照片上，而

同一版面上的其他的内容，处理的就不如头条那么突出，标题字号往往要小两号。

这样就能让读者知道头版上内容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并以一定的顺序来阅读，而不

是一下子被搞的眼花缭乱。 

 

利用视觉中心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只是头版策略的第一步，如何吸引住读者的眼

球那是编辑所要继续考虑的问题。如果头版上只有大照片大标题，的确能引起读者

的注意，但是，这些很容易被注意并理解的信息往往只能吸引读者几十秒钟的注

意。而且我们应当注意到，头版的的视觉中心不论有多强的视觉冲击力，他也只能

吸引一部分读者的注意。因为所有的读者对信息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一个商人会被

一些经济政策所吸引，学生会被流行资讯所吸引，一个居民区的老太太可能关心的

今天这个城市又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而这些对不同群体来说是最重要的信息，

是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头版的，这个是由于版面大小的限制——尤其是头版，它还被

报头占去了很多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导读由为重要。在现在报纸的版面策略中，导读不再是告诉读者

可以在那个版面找到什么，而是告诉读者他们应该到某个版面找到他们所需要的。

一个读者在报摊上购买报纸的原因有很大的可能性是被内页的某个报道吸引，而这

个报道的内容提要出现在了导读上。 

 

在一些西方的报纸上，导读的位置常常处于报头之上，因为报纸放在报摊上出



售，报头是一定会被关注的，导读处于这个位置，恰恰能被很好的阅读。大部分报

纸的导读都配有照片，可以让读者更快的对信息做出反应。国内的报纸也越来越重

视导读的作用，开始学用西方报纸的那些方法。大多数报纸的导读也都位于报头附

近，并配上了照片。比如《钱江晚报》，在报头下面用了四个图文框，采取照片加

标题的形式，告诉读者本期最有价值的新闻是什么？也有一些报纸扩大了导读的应

用，把导读扩大到整个头版的新闻安排上。比如《北京青年报》，除了报头附近的

导读栏以外，头版上文章也并不是采取全文刊登的方法，而是用大标题+导语+照

片，并且说明详细见那一版的报道。使内页有更多的被编辑认为有必读性和可读性

的报道在头版上“崭露头角”，使得头版的引导性的功能更为突出。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样的策略只是用来吸引临时性的读者的，对忠实读者没有

什么用。但是，这样的头版安排策略事实上也符合现代读者阅读的习惯，可以很好

的为“易读性”服务，这也是应该固定忠实读者的很好的方法。 

①
照片：第一个吸引读者的元素 

Photo: attract reader first 
 

在报纸上，照片总是最能吸引读者的。无论这样照片的是大是小，是黑白或是

彩色，只要他出现在版面上，总是最先引起读者注意的。早在1927年，一位记者

Fred R. Barnard就说：“一张照片可以抵的上一千个字。”一段文字，不管它的

描写有多么具体生动，都不及一张照片来的有说服力。因为照片可以使把抽象的具

体化，也可以把发生在远处的事件“拉”得离读者很近，可以让一些事件看起来更

有人情味。所以读者都很喜欢接受这些视觉信息。 

 

但是，目前很多编辑倾向于一种做法，就是在版面上安排一张大照片，觉得这

样有很大的视觉冲击力。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照片本身已经不是报纸的卖点

了。可能在上个世纪中期，一张内容非常乏味的照片——例如一个男人站在街上—

—也能登上头版，仅仅因为它是一张彩色照片，可以说明报社的印刷技术。但是，

这样的事情现在是不可能发生的了。“报纸的版面设计师并不是要去设计某种“造

型”的时尚设计师。媒介工作者主要是要使得这个世界上的信息更容易被读者获

得。”①所以无论形式怎么样，最重要的还是传播的信息的本身。在选择一张照片

时，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是看照片是否在视觉上加强了所配稿件的传播效果。虽然照

片记录的只是新闻事件的一个片段，但它所提供的细节信息应该比文字更生动具

体。而且照片的内容应该是容易被理解的，也就是说读者可以迅速的从照片上了解

到发生了什么事。 

 

同一版面上的照片应该有大有小，尽量避免使用同样大小尺寸的照片，尤其是

这些照片之间没有特别的联系。这样往往会使读者误解究竟哪条新闻是最重要的。

并不一定一张大照片一定就好，或许多幅小照片的组合更生动。新闻照片作为大众

传播信息出现在报纸的版面上，美化版面只是一小部分的作用，更多的还是用来传

播新闻信息的。它也应该具有新闻性，真实性，知识性，价值性，娱悦性等特

性。 现代的传播学者提出信息图象化正是信息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给受众带

来了便利的同时，也加深了他们的惰性，使读者习惯于接受这些一目了然的信息而

不愿意多思考。 

 

当现代报纸的大照片策略越来越多的被运用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仔细分析究竟

照片应该如何被合理运用在版面上。这一张照片是不是有必要占那样大的版面位

置？一张照片是不是已经足够说明问题？许多报纸在运用大照片的时候似乎没有想

到过这样问题。似乎觉得只要是大就有冲击力，就有吸引力。一张大照片如果在内

容上已经能够展现新闻事件，那一定比用两张稍微小一点的照片更有视觉冲击里。

 



《北京青年报》2001年8月20日头版用了接近半个版的大照片报道19日傍晚京城上

空出现巨型彩虹的消息。照片用广角镜拍摄，把整个彩虹都包括进去，而且彩虹的

色彩也很明显，照片气势恢弘。由于彩虹并不是常见的景象，尤其出现在立秋以后

的城市，所以照片本身有很大的价值，而且同时具有了新闻性和娱悦性。用这样的

大版面是有价值的。 

 

有时候，一张照片上会出现很多的人物和细节，而这些人物和细节正是读者所

关心的内容，或者正是这些人物和细节能很生动的反映新闻事实，这样的照片当然

应该放大了。《北京青年报》2001年8月2日报道海南截获带登革热的埃及伊蚊的时

候，用了一张埃及伊蚊的大的资料照片。照片上是一只被放大了千倍的伊蚊。，让

人看了有一些的恐怖和不舒服，但是同时也激起了对登革热的警惕。如果只用一张

小小的蚊子的照片，可能就起不到这样的效果了。反过来说，如果一张只占三栏的

照片也能让读者看清楚上面的细枝末节，那就不应该把它放大到五栏，余下的空间

不如再放一张照片。因为视觉信息总是容易被接受和理解，而读者也希望看见多一

点的照片。杭州大部分报纸的娱乐版都会犯同样的错误，就是喜欢用明星的大照

片，其实除了不太著名的二线明星，一般读者都能把名字和形象对应起来，而且这

些报纸用的明星照片都是网上下载的明星艺术照片，关心娱乐新闻的读者早就看见

过了。所以再在这里使用一点价值都没有。 

 

如果新闻事件涉及到很多的当事人，或者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很复杂。这时候

如果只用一张照片，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比如《今日早报》报道泔水油问题的时

候，用一组照片来表现泔水油是怎么样提炼并用于油炸食品的。本来需要很复杂的

文字描述，但是用了照片来表示就直观和容易理解多了。当然，在运用多张照片的

策略的时候，也应该有一张主导性的照片来构建视觉中心，如“泔水油”那一组照

片中，最后向读者展示泔水油炸出的有害食品就是一张主导性的照片。 

 

照片说明：新闻照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Cutlines: an indispensability element
 

照片的说明文字是常常被编辑所忽略的。照片说明事实上是一个很短的新闻

稿，它也应当包括who, what, when, where, why 和how。虽然由于版面的限制，

我们不可能在一则照片说明里包括所有的新闻要素，但是也应该仅可能多的提供给

读者信息。照片的说明除了描述照片的内容以外，还有个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把读者

的注意力从照片转移到照片所配的文章上去。 

新闻照片还有它的特殊性，它反映了现场而且没有太多的加工，所以有时候不

能避免的造成照片上的内容过于“丰富”，为了帮助读者更快的找到主要的信息，

把照片上的视觉形象和新闻文本中描写的形象联系起来。照片说明中应该尽量避免

重复整个新闻事件，也不要把照片说明写成新闻标题或者导读。因为新闻照片往往

是从一个稍微不同于文字稿的角度来反映新闻事件的，那么照片说明也应当如此。 

 

说明照片中的人物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事件性的新闻中，读者往往关心的是时

间的当事人。这并不是要求在照片说明里列举照片内人物的姓名，最起码的是要说

明那些人的身份和在一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没有必要把所有人物一个一个的

列举出来，但是我们要告诉读者，哪些是主要人物。比如在一张车祸的新闻照片

中，如果出现人物的话，我们应该说明谁是肇事者，谁是受害者，谁是目击者，穿

着制服的是交通警察或是其他什么人，等等。如果个人的身份很难界定的话，我们

也应该说明他们所属的团体。比如交警人员，公安人员。  

 

说明照片的拍摄地点。比如一张报道当地的车祸的新闻照片中，我们应该很仔



细的说明车祸发生在什么路上，发生于哪天的什么时间。因为在提到发生车祸的时

候，大部分人都首先都想知道什么时间发生在什么地方，而照片作为最先被注意到

的元素，就应该及时的提供读者想要的信息，这样才能吸引读者进一步去阅读新闻

文章。 

 

提供一些背景信息。背景信息是很重要的，尤其当一张照片展现的是一个很不

寻常的场景的时候，编辑应该提供足够的背景信息，使得读者不会感到迷惑。比如

在一张照片上一只狮子张着嘴对着一个妇女，看了照片后读者一定会对一些细节问

题存在疑问，这个妇女是饲养员吗？这只狮子给驯服了吗？这些信息对解读这张照

片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 

 

解释一些细节。虽然一张好的照片有它最能吸引人的视觉中心，但是照片上的

其他内容也可能赋予主题特殊意义，对于这些内容也应该有所说明。比如在一张照

片展示的是风筝节上一位参赛者把风筝放上天空，我们关注的是风筝的形态和参赛

者的动作，但是在一边，参赛者的儿子正忙着帮助整理风筝线团，在照片说明里也

应该把他指出来。 

 

但是，有些东西是不适合写在照片说明里的。比如用拟人化的词句来形容动植

物，照片上出现鸟关在笼子里就说它渴望自由，看见鱼浮在肮脏的水面上就说它呼

唤环抱。虽然这样的说明很有人情味，但是鸟和鱼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想法呢？新

闻讲究的是事实。同样，也不要随便的描写照片上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表情，比如

“自信的某某”，“憔悴的某某”等语句都是不合适的，如果这些在照片上体现的

十分明显，那我们就更不用画蛇添足了，让照片本身自己去“说话”，让读者自己

去体味。我们还常常能看见这样的照片说明，“现场一片慌乱”，“人们十分惊

恐”，如果新闻中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表明这些，还是不要这样写的好。如果是显而

易见的场面那也不用说明，因为这并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色彩：不应该是装饰性的元素 

Color: not ornaments
 

随着娱乐消费形式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多，不少报纸为了和其他的媒介竞争，

纷纷推出了彩色版面，有的报纸像北京的《精品购物指南》甚至是基本上是全彩印

刷。而印刷技术的提高，以及其他新技术的出现，比如照片扫描技术，电脑制版技

术，使得彩色报纸的制作成本下降，于是，彩色报纸蜂拥而出。而大多数报纸把彩

色版面当作是提高报纸身价的手段，觉得有彩色就有卖点，事实上色彩并不像照片

那样能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在一个版面上，色彩一般起到引导读者视线的作

用。 

 

在一个版面上最能吸引人的是照片，因此，当我们在选择照片是，应该以照片

的内容作为第一考虑的因素。许多编辑或许会有这样的想法，在一个彩色版面上用

一张黑白的照片，会不会让其他的因素抢了照片的“风头”。事实上，无论一个版

面上的照片是彩色或者黑白的，无论一个版面上有无其他的色彩，照片总是第一个

吸引读者的目光，照片的大小才是读者所关心的。彩色照片的优点在于，它能更生

动，真实的反映事件，能引起读者更多的兴趣，能给版面带来更好的效果，所以不

用为了色彩而强求色彩，其实黑白照片也有独特的魅力，每一个摄影记者都会这样

告诉你。 

①

The Poynter Institute for media studies 在对来自全世界的75名记者，编

辑和出版商进行了一个视线移动测试（Eye Movement Tests）①后认为。一个完全

是黑白的版面，读者首先注意到的三个元素——照片，配有照片的稿件，导读栏—



—都在报纸对折的折痕以上，但是如果有彩色元素出现，即使它的位置在折痕以

下，那么读者的视线在离开照片以后，也会立即移向那些彩色元素。一篇文章如果

加上彩色底纹，那么它就会显得尤为突出。往往能把读者的目光迅速的吸引过来。

但是，究竟用什么颜色作为文章的底纹却不是关键。现代心理学上认为，色彩与情

感是有一定联系的，但是一篇文章的底纹是用明快的黄色还是忧郁的紫色更能吸引

读者呢？其实选那种颜色都是一样的。所以，不能为了吸引读者的视线，就一味的

选一些明度，纯度都很高的色彩，而是应该配合文章或者是版面的本身的内在情

感，而决定用什么颜色。 

 

尤其是现代报纸大量的运用彩色照片，照片本身的色彩就已经很丰富了，如果

版面上其他部分的色彩再丰富的话，整个版面就会给人花哨的感觉。比如《钱江晚

报》的国际版，标题常常用深绿色和黑色，照片的色调很丰富，而且常常用明度很

高的黄色做为底色。整个版面常常给人和刺眼的感觉。 

 

北京的《精品购物指南》是目前中国报纸中不多的一份几乎全彩印刷的报纸。

在处理色彩和主题以及文章的内容上有很多的独到之处。《精品》基本上分新闻、

人才、体育、文化、娱乐、数字、物业等专版，每个专版都有代表自己的色彩，比

如娱乐都用粉红，数字都用天蓝，物业都用土黄。其实这些颜色的选择不但考虑了

表现主题的需要，也和版面风格统一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物业专版中的文章基本上

是和房地产，装修，家具等有关的，而这些文章所配的照片也都是一些房屋造型或

者是装修的不错的样板房，也就是说这些照片的色调都是类似与砖瓦、木材、灯光

的暖黄色调。所以这个版面上的出现的标题，线框都是类似于土黄色的色彩，但是

又不会局限于土黄色。比如2001年8月7日家居D6版，头条占了四分之三的版面，文

章很短，但是配上了多幅客厅装修的照片。照片的主色调是白色和明黄，标题用的

是100%的橘黄，文章用了30%的橘黄的底色，照片和文章都用了一个熟褐色的粗线

框。版面的尾条是一个知识性很强的小稿子，加了30%的明黄的底色。整个版面看

起来非常和谐，给人强烈的家居休闲的感觉。而且用了不同纯度很明度的黄色做底

色，也很清楚的告诉了读者文章不同的重要性。《精品购物指南》的其他版面也都

是采取同样的用色手法，体育用绿色，因为版面上的照片都是摄自绿荫场的，以绿

色为主；娱乐用粉红，因为内容多提到女性的化装品，还有很多心情类的文章，所

以用这种给人感觉温馨的色彩；数字用蓝色，因为大部分的电脑产品都是白色的外

壳，而在拍成照片的时候往往打上蓝色的光。而且人们很容易把蓝色和电脑产品联

系在一起。 

 

不同的色彩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便捷。比如《精品购物指南》的版面很多，如

果没有用色彩区分，很难快速的找到自己想看的版面。而现在把色彩和版面主题结

合在了一起，读者只要随便翻一下报纸，找到同种色彩的版面，缩小检索信息的范

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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