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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大数据”“全媒体”已经成为

本年度热词，受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人

的热捧，其所体现的商业价值逐渐成为业

内人士争相追捧的焦点。
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纸媒坐不住

了，纷纷设立自己的全媒体。微信、微博等

社交平台上报业账号大规模出现，一大批

APP 在移动媒体应用商店上线，二维码大

行其道，俨然已提前进入云时代。然而，报

业在抢占这块沃土的时候，却忽略了自

身。在这个移动互联网占据大壁江山的时

代，纸媒更应该关注自身的优势，为报纸

发展增强竞争力。
下文将试图从报纸视觉化表达方式

角度，结合西方主流大报的版面设计概述

报纸设计的趋势以及带给我们的几点思

考，希望这种趋势是与众不同的以及对国

内纸媒有意义的。
一、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报纸发展瓶

颈与优势

1、报业缺少自己的融合渠道

2013 年 11 月，《人民日报》旗下即

刻搜索的首页仅剩新闻、网页、图片、地图

4 项服务，且页面搜索结果直接跳转至盘

古搜索或无法显示页面。《人民日报》刊

头也已去除“即刻搜索网址：http://www.

jike.com”字样，即刻搜索或将面临关停。
移动终端的升级带来了生产革命，电

信行业开始介入内容生产，渠道也越来越

开放，平台日益多样，热衷报纸的读者开

始转移平台，这种变化给报业带来巨大冲

击。面对这样的竞争，报业缺少自己独有

的融合渠道。
2、报纸独特的注意力优势

戴尔菲神庙镌刻的箴言中，最著名的

一句是“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在
众多解救报业的灵丹妙药中，报人忽略了

报纸自身，一味地向新媒体伸出橄榄枝。
纵观近十年纸媒与新媒体融合之路，纸媒

并没有借力新媒体实现质的飞跃，反而逐

渐失去自己的品牌。汽车和智能手机复苏

了毫无生气的广播，使广播定位越来越明

确，报纸也需要一种角色来帮助其复苏，

而这个角色就是报纸本身。我们需要注

意：纸媒有巨大优势，而且自身优势的最

大发挥将会给报业带来希望。
报纸最重要的是“注意力”———足以

提高发行量的特殊素质。最早提出“注意

力经济” 的迈克尔·戈德海伯（Michael

H．Goldhaber） 指出，“当今社会是一个

信息极大丰富甚至泛滥的社会，而互联网

的出现，加快了这一进程，信息非但不是

稀缺资源，相反是过剩的。而相对于过剩

信息，只有一种资源是稀缺的，那就是人

们的注意力。” ①著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赫

伯特·西蒙 （Herbert Alexander Simon）在

对当今经济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时也指出：

“随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

而是注意力。”②

注意力可以使报纸的自身优势最大

化，这种注意力主要体现在报纸的视觉化

表达方式上。
二、报纸的视觉化表达方式与发展趋

势

报纸怎么设计，在很大程度上表现着

整份报纸的风格，直接影响品牌影响力。
首届中 国 传 媒 变 革 与 发 展 峰 会 暨

2013 中国报纸设计师年会于今年 10 月

在扬州落幕，大赛评审组专家在对近

3000 件参赛作品认真评审后，提出“报纸

视觉化表达方式是当今纸媒发展的一大

趋势”③。我们从刊登“伦敦奥运会开幕”
（2012 Summer Olympics in London）、“英

国王室喜添丁”（Britain's Royal Baby）、
“美 国 政 府 关 门”（Government Shut-

down） 三个不同时间发生的国际瞩目的

新闻事件的近百余份著名报纸去分析报

纸视觉化表达方式，挖掘出提高国内报纸

报纸的视觉化表达方式与发展趋势

○张中雷

【摘 要】大数据时代，纸媒出现了盲目追逐“云时代”“大数据时代”“全媒体时代”而忽略自己一亩三分田的怪象。本文引入

经济学“注意力经济”这一概念，从报纸的视觉化表达方式角度去挖掘报纸本身的注意力优势，注入企业识别系统（CIS），建立独特

鲜明的报纸风格与形象，重塑报纸品牌。
【关键词】报纸 设计 视觉表达 注意力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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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美感的元素。归纳起来，报纸的视觉

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头版海报化趋向

香港成报传媒集团副总编辑、香港成

报网总裁陈进认为，头版海报化设计，可

以第一时间抓住读者的眼球。这种处理可

让报纸既卖内容也卖设计，许多读者可以

沉浸在报纸设计的美感中，并且这类读者

未来会越来越多，而且非常固定、忠诚。
与报纸杂志化完全不同，这种趋势主

要体现在封面设计的运用上，借鉴海报或

是杂志的封面化设计，而不是纯粹的模仿

杂志。这种形式运用在诸如《泰晤士报》
等严肃大报上是不可思议的，在国内也仅

仅见诸于晚报、都市报等少数几家报纸

上。海报化设计能够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但同时也要避免一味的模仿，以免陷入极

端的同质化怪圈。
2、设计简约化趋势

《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大报是简约

化设计的典范。
简约化设计是符合现代化设计潮流

的。人们常常将简约等同于极简主义，

“简约不是简单、单调，而是基于艺术和

审美的一种报纸设计理念。” ④这种理念

推崇“简单即美”的设计原则，倡导减法

设计，削减不必要的装饰元素，注重空白

和线条的使用，但是，真正的简约远不止

删除矫饰和去除杂乱那么简单。
这种设计理念应用于整张报纸的全

新架构，带来简洁直观的版面体验，刺眼

的修饰元素越来越少，去除了不必要的装

饰。在摒弃华而不实的设计元素过程中，

脱颖而出并受到更多关注的将是最重要

的部分：与读者有关的美的感受。读者的

这种感受极易塑造报纸的特色和品牌。
3、视觉表达的人情味

这种人情味不仅仅是消除暴力、色情

以及毫无创意可言的低俗娱乐，更多的是

视觉表达的人情化以及内容、设计上以人

为本的需要。
正如苹果公司发布的 IOS7 所要表达

的理念那样：“当一件产品设计合理时，

它的设计会以你为中心，让你不必为迎合

科技而改变自我。这时，你与它之间便会

形成某种纽带。它对于你的意义，将变得

不只是一部设备那么简单。”报纸的视觉

化表达更是如此，跨越横亘在商业与读者

之间的鸿沟，既要不夸张地引人注目，又

要有情感的表达，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
对设计情感的追求能让我们跨越这道鸿

沟，将二者融为一体。对于读者来说，形成

更加与众不同、心灵愉悦的阅读体验是至

关重要的。
三、提升国内报纸影响力的对策

即便西方报纸与国内报纸在主体与

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视觉表达面前

却存在共同点，就是本文一再强调的“报

纸需要设计”这个理念。所以，以下几点

意识尤其值得国内报纸思考。
1、受众意识

一份报纸办得再出色，缺少有效发行

也不会形成影响力，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如今，国内纸媒渐趋低俗，新闻娱乐

化、栏目抄袭化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
国内也不乏有思想的纸媒，而且读者群非

常广泛，很有影响力。观察分析搜集到的

西方主流大报后，我们发现这些报纸的共

同点就是以用户为中心来设计，不断根据

用户的体验和反馈来改进报纸的版式设

计，使其更加适合他们。
2、设计意识

现如今，国内报纸的设计已经达到一

定水平，但仅仅存在于少数几张晚报或是

都市报中。这些走在市场前沿的报纸，虽

然设计和风格基本达到精细化水准，但同

质化问题严重。除此之外，党报等传统主

流报纸对于“报纸需要设计”理念接受度

仍不是很强。
《新民晚报》艺术总监靳文艺曾经讲

到，报纸要更加注重设计、品质，才能吸引

读者购买。英国《星期日独立报》艺术总

监科林·威尔森认为国外的报纸非常重视

设计，因为一个版面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决

定读者对这份报纸是否感兴趣。未来，设

计应当是构成报纸竞争力的一方面。
3、情感意识

某著名 主 流 媒 体 曾 刊 播 一 条 题 为

《警方查明 网络大 V 薛蛮子嫖娼且涉嫌

聚众淫乱》的新闻，这条新闻运用大篇幅

报道，且语言低俗露骨。纵观国内媒体，谋

杀、强奸、暴力、绯闻等比比皆是，语言描

述“栩栩如生”，毫无人情可言。
举《星期日独立报》（Sunday Inde-

pendent） 新闻报道的例子。挪威枪击案

后，报社摄影记者拍回来的图片很血腥，

考虑到会给放假的孩子造成不良刺激和

影响，封面采取了比较柔和的图片，另外

做了导读，内页用图片设计做了凶手何时

出现，如何缉拿归案的过程图解。这样的

设计是充满人情味的，考虑到了用户心

理，易于让读者接受。
4、品牌意识

品牌是纸媒的“活化石”，也是其它

媒体不可企及的“王牌”。在报业缺少融

合渠道的大数据时代，重塑品牌显得尤为

重要。
报格、设计、用户、人情味，都是塑造

报纸品牌的良好元素。报业不妨引入企业

管理中的 CIS（企业识别系统），重塑报业

的理念识别系统 （MIS）、行为识别系统

(BIS)和视觉识别系统（VIS），为读者建立

一个全新的报业形象，以此建立独特鲜明

的报纸风格，提升报业的整体竞争力。
报纸设计也是生产力，报纸既要卖内

容，更要卖设计，让读者享受到报纸设计

的美感，设计应当构成报纸未来的竞争

力。视觉设计在报纸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视觉手段的呈现已成为传统媒体表现形

式上的最大优势。国内的主流大报也将意

识到“报纸需要设计”并将以此引发一场

报纸的设计革命，报纸将进入视觉化表达

时代，这种趋势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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