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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点、线、面是版式设计中的基本构成元素，每个元素的存在与变化

都可以确定由其所产生的作品的形式与风格的不同。通过点的空间排列，线的曲

直粗细，面的虚实与面积的对比关系，进行综合性视觉处理之后，点、线、面就

会变的相当具有表现力。点的不同的组合与排列，可以产生多种不同的视觉效果；

线的曲直粗细给人以一种秩序的美、规则的美；面的大小、虚实、空间、位置等

不同状态也会让人产生不同的视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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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版式设计被广泛的应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以不同的形式和媒介传播

着各种不同的信息。版式设计是针对平面空间而言的视觉设计，是将视觉元素有

机的结合在一起后的视觉表现。作者选择版式设计中的基本构成要素点、线、面

作为研究对象，围绕版式设计中的基本构成要素的几个中心问题，相对具体的进

行分析论述。然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点、线、面并非是单纯具象的，而是相对与

版面空间而言的一种视觉感受。  

一、版式设计的基本构成要素  

点、线、面作为版式设计的基本构成元素，而每个元素的存在与变化都可以确定

由其所产生的作品的形式与风格的不同。通过点的空间排列，线的曲直粗细，面

的虚实与面积的对比关系，进行综合性视觉处理之后，点、线、面就会变的相当

具有表现力。  

二、基本构成要素分论  

1、构成要素之一——点的构成  

点是所有状态发生变化之前的根源，同时也是最简约、最基本的构成元素之一，

点虽然面积小，但是当对它的形状、方向、大小、位置等进行编排设计后，点就

会变的相当具有表现力。点是相对于空间而言的，也是相对的。在版面视觉之中

称之为一种视觉感受，例如在操场上站一个人，那么这个人相对于操场则形成一

个视觉的点；又比如对于一片广阔的草原来说其中有一只羊，那么这只羊也就形

成了一个视觉的点。那么回到版面来看，版面中的点既可以是一个字，也可以是

一个符号或一个图形。那么这些点的不同的组合与排列，就可以产生多种不同的

视觉效果。 

（1）    点的大小：大点与小点之间可以形成一定的对比关系。如图 1 这本书籍的封面设计，

由散开的文字构成大小不同的点，在这个版面里便形成了视觉的大点与小点。                图 1  
然而这种大小不一的点在视觉上就形成了一定的强弱、主次关系，同时给人一种视觉的空间

感和强烈的形式美感。  
（2）点的重复：点有序的重复排列在视觉上则给人以一种机械的，冷静的视觉感受。如图

2 的版式设计，当点在版面中以水平的方向排列，则带给人安定、平稳的感觉。在大面积黑

色底上，白色的文字形成细小的点，犹如纤纤细雨，给人以柔和细腻的心理感受。版面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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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位置将文字密集，形成点的集合和图形化。使人的整体视觉感受有一种冷静渗透于其中。

元素有规律的重复，稳定的构图使这种点的有序重复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视觉效

果。       图 2  
    
（3）点的集散与疏密：点在版面上的集散与疏密的排列会带给人们一种空间的视觉效果。

这样便强调了点的空间化，加强了整体作品形式感，使点和空间融为一体，强化了元素的表

现力和视觉的个性。在这个问题上，日本设计师 Uwe Loesch 的海报设计图 3，就以点为设

计元素，通过对点的集散、疏密以及空间排列，在整张海报中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光感和神

秘的视觉效果，同时还将点的空间感和层次感表现了出来。当这些点在版面上以空间的形式

出现，从而有规律的纵向或横向排列则会出现另一             图 3  
种空间感。               
2、构成要素之二——线的表情  
线是点的移动所产生的轨迹。那么在版式设计中，线可以是一排文字，一条空白或一条色带。

然而每一条线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表现方式。在传统书籍设计中行栏的分割就是线的一种

表现形式。它给人以一种秩序的美、规则的美。垂直方向的线令人产生向上的感觉，曲线带

给人们一种流畅、柔美的感觉。线条的粗细也会带给人们不同的视觉感受，即使两根相同长

度的线条，不同的粗细，也会带给人们远近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所谓的线的表情。  
（1）重叠的线条：在版面中的线可以有多种的表现形式，重叠就是其中的一种。其中手绘

的线条，比机械的直线让人从心理上产生自然和轻松的视觉的感受。如图 4 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前卫思想家》                   图 4  
系列丛书，我们通过封面可以感受到一种手绘线条的轻松，自然。设计师用重叠看似杂乱的

线条，象征前卫的思维模式，将其层层叠加使其产生图形化的倾向。用来表现前卫思想家的

思维运动过程显的如此恰如其分。这些手绘的线条使整体封面在视觉表现力上大大加强。从

而更加吸引读者的眼球，在书店众多封面中具有较强的视觉吸引力，同时显的更加别具一格。 
（2）垂直的线条：垂直形式的线条在视觉表现上更为清晰、理性、富有较强的方向感、指

向性、视觉语言统一，但又不失生动。如图 5 德国设计师米克•依博登的海报作品。在沉稳

的黑色底面上，一根根白色的线条垂直摆放，组合成为很有意思的图形，砟一眼看来是众多

的线条如此的密集，但仔细的观察每一根又是如此的清晰。在心理的感觉上是那么的冷静、

理性和富有科技的感觉，形成极具特色的视觉空间感。带给人们更多的是一种方向感和理性

的思维。                                            图 5             
（3）富有空间感的线条：利用线条的平面空间处理方法，使线条成为一个画面的主要视觉

语言，然后再利用线条所具有的空间感，将二维的平面向三维的空间推移，形成独特的视觉

效果。如图 6 日本设计师广村正彰的海报就利用了线的空间感，使其画面有了一种推向三维

空间的视觉效果。在海报的上方还有一些密集的细小文字，垂直排列由一个个视觉的点组合

成了一条条垂直的线条。整张海报将线条排列所形成的多种空间表现了出来。  
3、构成要素之三——面  
面是点或线密集到一定程度所产生的，往往会表现为不同的形，例如规则的基本形状有，圆

形、三角形、正方形等，而这些形在版式中都具有不同视觉感受，圆形就具有一种运动感；

三角形就具有稳定性、均衡感；正方形则有平衡感；面是形的一种具体表达，在版面视觉

上             图 6                     有一定的重量感。所以在版式中出现面，在视觉强度上则要比点、

线来的强烈的多。然而面是多样的并非单纯的形体，所以由面所具有多样性决定了它有点的

面化、线的面化等多种形式构成的面。面的大小、虚实、空间、位置等不同状态都会让人产

生不同的视觉感受。  
（1）虚、实的面：面拥有它自己的多样性。所以会出现虚的面，如点化的面或线化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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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面，如填实的色块、图片等。面的虚实会产生层次的美感。那么这种虚实在视觉上就会

有不同的感受，同时在心理上就会有着不同的量感。填实的面在心理上一定会比虚的面会造

成一种重量感，感觉沉甸甸的出现在画面中，而虚的面则会有一种透视的空间感觉。然而这

些感觉也都是这些元素之间相对而言的。例如图 7 俄罗斯设计师安德雷•劳格文为印刷公司

设计的标签。标签的下方是由英文字母组成的面，充实的黑色位于标签的下方使整个标签的

画面稳定牢固。在画                      图 7  
面中同样是填充的色块，上方的图形和下方的字母所组成的面，在心理的体量感觉是不同的。  
例如图 8 设计师 Lana Rigsby 所设计的 DM 广告册中所出现的图形与文字和线与面的强烈视

觉对比。在右册的图片形成面的体量感，而左侧的文字在版面中形成线的视觉效果，那么整

体版面在视觉                       图 8  
中形成强烈的线与面的对比，强调了视觉效果的图形与精细的文字之间的对比。  
（2）虚、实面的对比：在版面设计中常常会出现点化或线化的面，然而对于这种面一般情

况下我们通常称之为虚面。那么在版式设计当中虚面与实面的对比会对我们的视觉产生怎样

的影响呢？如图 9 在我的书籍设计——中医古籍《千金方》书籍的封面                     图 9  
设计中就利用了疏密的文字关系形成了面的对比，从而突出了书名。在封面的左侧出现大量

的竖排版细小文字从而形成了一个虚的面，让人们的第一视觉首先集中在了左侧密集的文字

之中。之后又将书名与象征长寿的图案相结合置于细小的文字之上。放大的书名与之前细小

的文字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产生出一种强调的关系。同时这些密集的文字所形成的虚面又

与底色这个填实面形成对比。然而这种对比所带来的应该是增强版面的层次感和丰富版面的

视觉效果。 
（3）面在版面里所占的大小比例的划分。如图 10 吴勇设计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封面

的版式设计与函套外型的版式设计上利用了两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M 和 E 作为基本元素（分

别代表恩                   图 10                             格斯 Engels 和马克思 Marx）。将字母放大于整个

书的封面，字母的块面同时将封面进行了分割，强烈的块面形式感，产生了极具方向性的箭

头。这为《共产党宣言》这本革命运动纲领的学术性专著，赋予了一定的体量感。当人们看

到这个封面时首先会被大面积的色块所吸引，得到了视觉的集中。而这种填充实在的色块给

人一种分量感和安全感，在版面中色块的划分，产生了空间的视觉效果。这便是面在版式设

计中所产生的视觉效应。  
三、结语  
版式设计中的基本构成元素在设计中的几种表现形式并不是单纯的、具象的，而是在版面之

中的一种相对的视觉感受。然而这几种构成元素往往是相互穿插、相互支持的，并非单独的

脱离其他元素而独自存在的。而元素之间的协调统一，可以使版面简洁化，从而同时也避免

了版面的生硬呆板或杂乱无章。那么，把握好这几个基本元素之间的关系，就是为了使版面

的整体形式与美感可以更好的表达。所以，只有正确的把握各元素之间的关系，才可以合理

利用从而产生更多、更好、更新颖的版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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