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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杂志中的动态编排是在静态编排的基础上，增加了

时间的维度和虚拟空间的深度，借鉴或结合了电影、动画、

摄影、插图和音乐等艺术元素，是一种融合了多种学科、多

种技术手段的传达方法和设计理念。动态编排设计是随时间

的进程来展开的视觉形象创意，利用文字段落运动、图形图

像变换以及多媒体播放等动态创意来达到信息传达的目的，

使版式编排这个由来已久的平面手段从以往形态上的传递

化、静态化开始向交互化、时间化方向转变，使读者获得更

加丰富的阅读可能性、更加强大的信息延展性和更加直观的

体验效果。

越来越多的人尝试着阅读电子杂志、制作电子杂志，并

期望电子杂志可以形成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产业。但是由于

电子杂志是新生事物，在编排上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从而

造成了电子杂志缺乏行业标准和出版产业基础薄弱。

一、研究源起

与传统印刷的版式比较而言，电子杂志中的动态编排更

能引人注目，并具有兼容性，让人们产生无限遐想和扩充视

觉表现张力。电子杂志的动态编排具有如下特点：

1. 交互性好，具有多媒体效果，阅读随机性加强；

2. 大容量资讯；

3. 非线性阅读；

4. 即时传播和较短的更新周期；

5. 色域更宽；

6. 现有的技术给视觉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但是，杂志从纸质媒介转移到屏幕，本质上说，这种差

别就像是看白纸和看一个日光灯管，载体改变了，人们的阅

读方式不可能不跟着改变。因此，一味地按照传统印刷出版

的编排模式来设计电子杂志是不适宜的。

根据读者留言板的调查结果显示，网民不看电子杂志的

原因主要有三个：电子杂志文件太大；阅读电子杂志对传统

的期刊读者来说并不像实体杂志那样方便；电子杂志不符合

他们的阅读习惯。电子杂志中的动态编排融入音乐、视频、

超链接和时间维度等元素，更多的功能和更多的信息不应该

成为隐晦的功能和读者的阅读障碍，这意味着设计者的思考

要更周密、更系统 [1]。

二、电子杂志中动态编排的两大类视觉问题

就上述问题，可以将近期电子杂志中出现的视觉设计问

题归纳为“设计不足”和“设计过度”两种现象。

( 一 ) 不重视版面设计，造成“设计不足”

1. 版面设计不适宜在屏幕上阅读，容易造成视觉疲劳

与印刷杂志相比电子杂志受到页面大小的限制更多，电

子杂志的版式设计不能死板地套用印刷杂志的版面。而有些

杂志的设计理念陈旧过时，不因载体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一

直循着印刷杂志的版式原地踏步，因而导致了版面设计在屏

幕上阅读十分困难。

比如，通常纸质载体的杂志实际有效的阅读空间是屏幕

有效阅读空间的两倍大。“中文书籍正文每行排印 20~35 个

字符比较适宜，少于此限会造成读者视线频繁移行，多于此

限制会使人的目光做长距离水平移动而感到疲倦”[2]。而人

眼通常无法阅读一行 20~35 左右的字符，用缩小文字字号的

方法同样会造成阅读困难。而设计师应就易读性重新设计适

合屏幕阅读的版面。

2. 滥用模板，欠缺对内容的挖掘和配合

过多依赖模板减弱了对版面设计可读性、原创性、独特

性的追求。模板的出现普及了电子杂志的制作群，初级制作

者利用模板也可以完成一本完整的电子杂志。许多杂志也因

此不再开发适合内容设置的版面，安然地吃老本。很多不同

类型的杂志看起来十分的类似，版面单调乏味。

同时模板的滥用也导致了许多杂志迷失了方向，在杂志

的定位上缺失应有的风格和个性。目前一些大众化电子杂志

在版面设计上的粗制滥造、照搬原样，忘记了自身的准确定

位；或是盲目使用一些流行时尚元素或某些高端杂志的编排

设计方式，让读者在阅读中感觉不伦不类，莫名其妙；更有

甚者为了节省制作费用，用分解软件盗用模板，有窃取他人

知识产权之实。

3. 版面设计不能恰当使用技术

在电子杂志中，技术这一环格外重要，它决定了比印刷

的杂志制作更复杂，设计者要考虑到更多的细节来调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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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网络上的读者比印刷读物的读者具有相对少的耐

性，对技术的草率就等于抛弃了和读者沟通的机会。

如《体育画报》《surface》等，这些凭着印刷杂志已成功

拿下市场的杂志巨头们，纷纷掀起了电子杂志的浪潮。内容

是一如既往的不错，但令人颇为遗憾的是，其唯一的功能就

是比传统纸质杂志多了一个放大镜，读者可以把杂志的每个

细节都看得很清楚，可是阅读的乐趣也随之被挥霍掉。不管

杂志的内容再怎么权威专业，可是一旦失去了与读者之间的

化学反应，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读者，失去了电子杂志特有的

传播优势也是一种暴殄天物。

( 二 ) 过度强调版面设计，造成“设计过度”

1. 形式大于内容，版面太花哨

有些杂志盲目追求声光电效果，在版式上过度追求视觉

冲击力元素，设计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不协调不匹配。这类型

的电子杂志陷入一种取悦他人的媚俗状态，急于展现杂志效

果，过于花哨的设计造成了喧宾夺主，这种倾向已引起了读

者丧失忠诚度和认同感。

2. 滥用 Flash 效果， 版面“多动症”

其表现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是 Flash 动画播放太长，

又缺乏架构，读者在播放和阅读的长度无法控制的情况下，

过长的动画播放会让读者感到乏味。尤其，当 Flash 动画粗

制滥造或与内容脱节时，使读者会对丢掉专业水准的版面丧

失阅读的耐心。

二是版面一旦“动”起来，就“停”不下去。版面上几

乎所有的视觉元素都在动，版面呈现的信息一团混乱，且不

分主次。没有层级的信息造成了阅读上的眼花缭乱，读者无

法分辨信息的主次性，阅读时更是无从下手。尤其，电子杂

志的导航功能键如果也同杂志内容混淆到一起，经常会造成

读者错过杂志中需要点击才能看到的内容。

3. 版面的变化无系统，缺乏稳定性

电子杂志的排版设计风格各期之间、甚至各页之间缺

乏连贯的辨识度，这种不稳定性的现象其表现大致可以归

为两类。

一是杂志每页的版式编排差异过大，一本杂志中各个栏

目的版面设计缺少统一的秩序。随意编排、过度编排，结果

只能使整本杂志无法形成统一的形象。比如标题字体更换频

繁、字号不统一，分割、删栏以及版头缺少梳理和一致的定

位等。

二是杂志每期之间风格跳跃，差别迥异，找不准定位。

杂志面向相对固定的读者群体，且具有周期发行的特点，内

容和形式都应该符合读者的需求和喜好，形成连续性的出版

结构。一份杂志如果为了迎合市场，失去了对自我定位的

坚持，就会出现新一期“自立山头”，上一期和下一期之间

“井水不犯河水”，失去了核心竞争力的支撑，极易造成杂志

整体形象的混乱，也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认同感受，进

而减少了出版物的读者黏性。

因此，如果我们还以平面媒体的静态版式设计方式进行

思考，就会产生不协调的视觉效果。“动”虽然是动态编排

中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但这里的“动”不只是单纯的运

动，它是一个持续变化、灵活生动的动态体系。衡量杂志永

远都是以内容为核心。而标题、篇名、作者、包装、创新等

都是经营，也包括版式在内。不同的杂志内容决定不同的版

面设计，唯一的标准就是“内容为王，功能至上”。印刷杂

志也好、电子杂志也好，其版式的编排都要建立在杂志的栏

目设置和内容架构上。

三、动态编排是技术、形式和内容的结合

动态编排是设计者们不断探索的新技术，但一些设计者

们过于热衷追随短期流行的技术与特效，反而使动态编排作

品的创意性和艺术性被削弱。设计者应该把握动态编排的传

播规律、探究浏览者的视觉心理效应，辅之有效的视觉表现

形式，在保证信息传达有效的前提下发挥技术优势，创作出

创意为先导，技术巧妙融于其中，并为创意主题锦上添花的

作品。

电子杂志中的动态编排取决于是何种类型的杂志，由其

内容来决定何种呈现方式，又由呈现方式来决定技术要求。

“做杂志对我来说就像拍电影”这是徐静蕾在《开啦》的卷

首语中写到的一句话。“就像我以前拍电影，抓点文章、抓

点图片、抓点音乐，这边捏捏、那边凑凑。”读者每次一打

开《开啦职场》，杂志播放出舒缓的音乐，非常适合阅读，

而且调侃味道的文章，也十分切合年轻读者的口味。同时整

本杂志相当有节奏，到了下一个栏目又换了个音乐，给读者

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感觉。《开啦职场》不仅在技术上体现动

态，形式上表现动态，包括在内容逻辑上也可以形成某种意

义上的动态，这就是徐静蕾所说的“电影”。

电子杂志要求设计者对技术方面有一定的操作能力，这

甚至是基本的设计能力，至少设计者要知道哪些想法可以实

现、哪些不可以。设计师们要意识到，如今的平面设计已不

再是单一的造型美了，而是向着功能、形式、心理、市场营

销集于一体的更高要求发展了。

四、结语

有人提出过纸质书会不会消亡的问题，其实数字媒体和

纸质媒体都是形式而已，或者说对读者而言是不同的阅读形

式，它们各有所长、互相取代不了。而动态编排在未来成为

传达设计中的一个新的领域，而不是完全取代印刷版式。因

此，我们应该去设想一下读者的体验感，具有数字出版载体

下动态编排的意识，使电子出版业日趋成熟。

总之，社会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潮流是势不可挡

的，并且具有加速发展的趋势，作为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数字出版也将同步快速发展。这不仅是出版传媒业发展

的需要，也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我们应积极的把握机会、

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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