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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文从视觉传达设计的角度上，针对数字媒体中

的字体、图形图案、色彩等基础元素，探讨如何突破传

统印刷版式编排和局限；并通过研究电子杂志中的封

面、目录、内页等翻页结构，尝试用动态的阅读体验和

方法来应对新的出版需求。

电子杂志能使读者着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

的设计与讲故事有关。讲故事是指恰当的使用好的排

版、分析、策略、思考、阐释、包装、肖像、结构和颜色。再

决定讲故事时所要用的工具和使用它们的方式。每一

个工具和设计都应该与故事和要讲的东西有关。每一

期杂志的版式也许会根据主题的不同而自由设计，但

是杂志整体的段落安排、字体设置等版式设计都必须

具有统一性，形成该杂志的独特视觉风格。为此，成功

的设计者都会转向杂志出版业一贯的自由准则，这就

是杂志设计的“四个F”：

（一）形式（Format）

确定每期之间的间隔时间，确定杂志的整体外观，

并确定版式。包括标志、封面标题、杂志的大小、栏目标

题以及页数。

（二）准则（Formula）

准则包括了杂志社论内容的方案、特写文章的字

体和长度、封面和封底上的专栏、照片风格以及所有支

持准则的插图。

（三）框架（Frame）

框架是指外层书页的页面距和装订线。有些杂志

全书都是采用相同的页边距；而有些杂志各页的页边

距并不一致，例如为特写文章使用较高的顶边距以为

其留出空间。页边距的使用规则一旦创建好就必须在

各期中保持一致。

（四）功能（Function）

简单的说，功能就是杂志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它所

要传达的信息。像《Real Simple》这样一份介绍如何生

活得更雅致的入门杂志，其目的就和《Entertainment 

Weekly》（《娱乐周刊》）这样以炫目多变的娱乐新闻为

主的杂志截然不同。①

而当这些元素有“动”的可能时，又该如何互相搭

配，就需要考虑动态编排应遵循杂志最轴心的设计目

的——用于阅读。 “要事先设计的完美，并不是要思考

加入一些设计元素，而是应该考虑去掉那些无用的设

计元素。”②就动态版面设计而言，电子杂志为了让读者

可以更好的阅读，设计时应屏蔽桌面上干扰阅读的元

素，引导读者进入纯粹、轻松、心无旁骛的阅读状态，更

好的辅助读者沉浸内容和进入思考，将交互手段应用

到一个更实际的层面。

二、基础视觉元素
（一）字体

动态编排中的字体元素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

运动的方式出现字体，但字体最终仍以静止的状态供

观者阅读；另一种是字体元素成为播放的对象，始终以

运动的方式传达信息。如果最后以静止方式呈现的字

体元素过量或占据过大篇幅，则会让观者感觉枯燥拖

沓，容易视觉疲劳。而始终以动的状态呈现的字体元

素，如果字体运动过于灵活，不仅不会凸现即时信息的

重要，反而会让版式繁杂凌乱；相反如果字体运动过于

单调，设计的主题挖掘不够深刻和制作粗糙，则会造成

传达的信息不到位。

在动态编排中，运动的字体是有时间维度的，这就

意味着文字的传达具有时间的限制。因此，动态编排中

要求文字的传达要比印刷媒体中的文字传达更有效、

更精准、更具有视觉吸引力。字体层级是针对动态编排

中文字信息处理的一种有逻辑性的、有组织性的视觉

导引体系。尤其对于出现大段正文的电子杂志来讲，字

体层级可以很好的平衡阅读质量和版式美观这两个要

求。字体层级的字形切换、磅值大小、字体风格、面积比

例等都直接影响着读者感官刺激的强弱程度，如，杂志

的标题通常使用与全书整体不同的字体，但是同一级

的标题、副标题和正文等要使用规范下的字体、字号和

灰度，才能建立阅读的顺序。除了以字体大小来区分字

体的层级关系，还可以运用色彩、空间、运动频率等方

式使观者的视觉自然而然的按照设计者的预想依次获

得信息。

摘　要：目前市面上流通的一些电子杂志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设计上的问题，如何能让读者快速无干扰地阅
读，杂志的观点表达是否一矢中的，何种视觉形式更适合屏幕上的体验感受，都是设计师目前必须关注和解
决的问题。版式设计编排动态化这个新的设计思维，不仅是电子出版日益规范下必须注意的一环，同时它也
适用于几乎所有在屏幕上显示的媒体信息。
关键词：动态编排；电子杂志；版式设计
中图分类号：G23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079 （2021） 01-0162-03

动态编排的视觉元素与翻页构成的应用研究
——以电子杂志设计实践为例

鞠　然

（鲁迅美术学院，辽宁　大连　116650）

作者简介：鞠然，女，汉族，山东荣成人，博士在读，讲师。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



163　

第 4卷第 01 期 一线视点

动态编排中的字体基本上都是屏幕用字体，因此，

在选择使用字体时不仅要注意在一个画面中的字体种

类不要过多、要契合设计内容，同时字体的字型是否适

合在屏幕上阅读也成为重要的条件。通常情况下，无

饰线体要比有饰线体更便于在屏幕上阅读，如Euros-

tile、Helvetica、Verdana等字体。但是无饰线体字体

在屏幕中过小或过多，其坚实的线条往往会使小字看

起来像个小黑块，或者是字体较多的版式看起来沉闷

厚重。

另外，有饰线体在屏幕上的使用也是有其长处的，

如Times New Roman，Garamond，Georgia等字体，虽然

最初他们是为印刷媒体而设计的字体，但它们在屏幕

上的辨识度也相当不错。另外，屏幕上的字号相较于印

刷物上的字号应大4、5个字号，比如印刷杂志中最小字

号可达到6号，但在电子杂志中小于10号的字基本上就

无法辨认了。

有一点需要注意，当动态编排需要双语排版时，在

同一字号下中文字型总是会比英文字型大，包括字距

也有明显的视觉差异；再加上同一语意下，拉丁文会比

中文的字符长很多，如英文会比中文多7—8个字符，而

德文则会比中文多出约15个字符。当两种语言字数较

多时，大段的文字会使两种文字的视觉差异拉得更大。

因此，当动态编排出现双语编排的情况下，调整两种文

字的字号大小和色彩灰度可以起到平衡视觉的效果。

（二）图片和图形

动态编排使图片和图形具有延展性，即由互动键

引发图片图形的出现或者图片图形出现后有后续的相

关动作（比如第一帧画面播放后一系列的图片一次播

放等）。因此，当图片和图形不再呈静止状态时，它们与

其他元素的联结和搭配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和安排，

既不妨碍观者的浏览和阅读，还要使版面运动的巧妙

而又合情合理。如视觉类杂志，为了强调视觉效果，版

面中会应用到大量色彩艳丽的图片，必须要处理好图

片的主次关系，考虑到版面的视觉要素之间的主从关

系，确定一个视觉焦点。与此同时，图片出现的触发要

与文章内容的契合，包括图片图形出现后如何播放以

及播放效果等等也要一一考虑。 

（三）影像和动画

视频文件的出现，可以说使出版人员对信息搜集

的范围更加开阔，内容上的设置也可以更加丰富。视频

文件使电子杂志也具备了多功能播放器的特性，当然

也可将这部分元素融入到杂志的剧情当中，应需要而

出现和播放。

（四）色彩

动态编排主要适用于屏幕显示，屏幕上的RGB色彩

显像相对于印刷中CMYK色彩显像色域更宽，与人眼对

色彩的反应情况非常相似且可重现大部分可视色彩，

色彩饱和度和色彩纯净度高但视觉刺激性较大，阅读

舒适度较低。与纸张不同的是人眼辨识的RGB色彩都来

自于光，屏幕本身就是一个发光体，我们看着显像管犹

如看着日光灯管，长时间的阅读对于视力的影响比纸

张上的阅读要大得多。因此，在编排时的色彩安排上既

要保留RGB色彩模式的亮丽色彩视觉效果又要保证良

好的视觉接受度和品质感。

在印刷平面媒体中，设计者需要考虑的是最后画

面定格的色彩，因为考虑到杂志印刷，所以总以固定的

颜色作为标准。而动态编排中，设计者要考虑到此时色

彩具有运动变化这一特点。色彩的色相、饱和度、黑白

灰关系等色彩性质都可发生切换、渐变等。动态编排则

可以突破固定颜色的束缚，展现一个色彩斑斓的变化

形态，并且在屏幕上可以使用传统载体所不能表现的

高纯度色、荧光色、透明色等，这些颜色的表现形式具

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强烈视觉记忆感，加上听觉、情绪

和感受的心理暗示则制造深度沉浸感和虚拟现实感。

同时，设计者应始终清醒意识到色彩使用的服务

对象。出版当中有“杂志色彩销售力”一学。绿色的杂志

LOGO和蓝色的背景色总是会让杂志卖不出去。而可以

刺激杂志销售量的色彩是红色，尤其是在西方的期刊

出版业，然而在南非，红色则代表哀悼。蓝色通常在杂

志的设计中很难起什么作用，奇怪的是在美食类杂志

中却非常的奏效，等等。③而在屏幕上经过实践，灰色

调是众多色彩中比较适宜于在屏幕上长时间观看的色

彩，是对人眼的不适感影响较小的色彩。当然无法把色

彩在杂志上的使用特点定性，选用什么色彩要综合考

虑杂志的风格和内容所需。

三、翻页构成
（一）封面

“在报摊上，一份传统的印刷杂志必须在2.5秒的

时间内吸引读者的注意。”④杂志的名称和重要内容的

标题要放在封面的上部，这样杂志摆放在书店的书架

上时，杂志封面上的信息不会被摆放在前面的杂志遮

挡住，影响读者购买。并且要在封面上将最有代表性的

栏目和文章展现出来以吸引读者的兴趣。通常，微笑的

年轻女子形象会刺激读者的购买欲等等。杂志的封面

有其特定的形态，一方面是为了让读者在众多杂志中

更快找到自己的目标，另一方面是出于印刷出版贩卖

的特性。

而电子杂志身处的环境却不再是嘈杂的书报亭,

读者们不再仅靠三秒钟的判断来决定是否买一本杂

志。电子杂志的封面更像是剧情预告，达到“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的效果。动态编排中的封面元素与传统杂志

可以相差无几，如杂志封面中的标题、刊号、主要目录

等仍可以通过文字来表现；或者杂志的名称可以通过

使用标识或搭配不同的颜色来与封面中其他标题和元

素区别开，等等。不过，将这些封面元素融入具有时间

维度和节奏的播放中，才是将动态的特点物尽其用。

（二）目录

杂志的内容可以通过目录变得清晰明了，因此，目

录的框架一定要有条理，才能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虽

然电子杂志中有导航条，也可以起到引导读者选择页

数的作用。但是就一本杂志而言，目录是不可或缺的，

它可以归纳整本杂志的大体内容，使读者在完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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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情况下，对整本杂志呈现哪些内容有个大概的

了解，这个功能成为电子杂志目录中最重要的功能之

一。设计者利用互动的技术，可以使读者在极短的时

间内了解到更全面的信息。如当鼠标滑过标题时，立

即显示图片的效果，可以让读者即读到文字也浏览到

了图片。

（三）内页

在浏览或阅读时，读者所能直接看到的页面可能

只是15英寸或17英寸或者更小的显示器屏幕的一部

分。因此，在动态编排的设计中必须要考虑到版式设计

与空间尺寸的关系。

一般在设置内页的大小时，设计者就面临着一系

列的问题。市面上电脑屏幕尺寸区间跨度很大，非制式

的尺寸标准导致读者的阅读条件众口难调。例如，最

小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在7寸以下，如富士通5寸屏幕、

SONY4.5寸屏幕等等，虽然小却一样可以装操作系统，

形成电子杂志阅读平台；另外，国内较小的上网笔记本

通常为分辨率是1024*600的10英寸屏幕；而较常用的

14寸为1024*768、15寸本为1280*800（宽屏的尺寸），等

等；再加上台式机显示器从17—27寸满足不同消费者

的需要，最大的分辨率可达到2560*1440。

因此，根据屏幕使用时的距离、视角、宽高比、坐姿

等等，屏幕的大小没有一个绝对的尺寸。并且，通常杂

志的内容区以外，还要留出一显示区域增加服务键。诸

如翻页、关闭、缩小之类的功能，这些还会占去一部分

显示像素。

设计作品的关键，首先是要考虑给哪些人看，读者

们通常会用什么样的电脑，屏幕一般会多大。如果杂志

是给大众看的，比如休闲类、生活类的，那就要保证在

所有的屏幕都可以看，毫无疑问就要用最主流的尺寸

了。目前内页常用的像素基本是750*550，这个大小能

够保证10寸以上的屏幕都可以看。800*542这个尺寸也

可以在小笔记本上看，不过加上了服务键的话就很拥

挤了，还甚至有可能看不到服务键而影响使用。

然而，如果是视觉类、创意类的杂志，给从事设计

的、作图的读者看，那么这一部分的人因为职业的关系

不会使用小屏幕的电脑，使用800*542这个尺寸，它适

用于几乎大部分创意类杂志；若追求更佳的体验，个人

认为电子杂志的像素越大越好，如950*650的尺寸可以

设计起来限制更少，看起来也轻松。

不过，如果对杂志的制作精益求精，那么还是要看

受众和内容的多少来决定杂志的大小。为了让读者舒

适的浏览页面，可标注“建议分辨率为800*542”等字样

作为提示。

四、动态编排带来的设计思维转变
动态编排并不仅仅成为电子杂志迫切需要的设计

思维，也适用于目前的媒体传播，包括电影片头、广告

宣传、网站等一切需要以时间和屏幕为载体的传媒媒

体。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我们应

当辩证地看待动态编排带给我们生活的某些改变，当

动态编排成为更普遍和更具活力的设计趋势时，我们

也绝不能过分夸大它的影响力，而忽视它的副作用。

首先，动态编排一方面大大地提高了人们信息接

收的效率，但另一方面，也使现代人对于阅读产生了一

种浮躁心理。

其次，动态编排作为最后的呈现，使设计者很容易

过多关注技术表现而受到诸多约束，或是顾此失彼忽

略其他设计因素，有的甚至沦为技术道具，让设计成了

技术的堆砌。在最终达成动态之前，还有许多的步骤和

过程需要斟酌，然而动态呈现的独特影响力，使人们对

它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其他环节的经营，片面追求动态

呈现使得作品成了信息含量少、无交流、无意义的动态

画面。动态呈现仅仅是多元表达的一种手段，只有将动

态呈现和其他一切会涉及到的有影响的设计元素有机

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动态编排。

五、结语
设计的发展是基于市场需要而决定的，越来越多

的设计师和艺术家涉足动态图形的设计与创造，但在

形式规律上却没有可以依据与判断的规则与标尺，这

不免是一个缺憾。作为设计师本身就要有新事物的接

受能力和根据市场需要及时作出调整的能力。目前，我

们不能说印刷就一定会被数码技术完全取代，这是截

然不同的工作方法，谁也无法完全取代谁。而应该说，

数字出版正在显示出更多的优势，也极有可能成为未

来出版的趋势。作为设计师我们应该变得更为全面，来

解决新的视觉问题。基于多媒体传达设计专业课程的

构架与搭建这样的时机，动态图形形式语言研究在学

科中的基础性地位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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