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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艺术 / ART OF DESIGN

“灰色贵妇”《纽约时报》是一份以美国社会精英为主要阅读对

象的新闻综合类报纸，它以立场严肃、态度严谨、风格稳重而闻名于

世。直至今天，其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报纸之一，在美国乃至全世界

仍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可以说，《纽约时报》是报纸行业的典范，特

别是其头版的版面、组版、设计、价值取向等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认真分析其成功与不足之处对我国报纸版面设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

义。本文对《纽约时报》头版的特点、版面设计、　文字与图片的编

排设计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借鉴《纽约时报》的成功设计经验，努力

形成我们自己的报纸风格。

一 《纽约时报》头版的特点
一般而言，报纸版面风格就是版面内容与形式的特色。报纸版面

设计与报纸的立场、态度、风格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定的版面内容

需要通过一定的版面形式来体现，同时版面内容也制约着版面形式。

报纸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而恰当的版面设计有助于新闻信息的传

播，如标题、线条、位置等版面语言都可以传递出新闻信息。头版是

报纸的窗户，它决定着读者对报纸的第一印象，而头版的变化往往反

映着报纸的整体变化趋势。①报纸版面风格是在长期的排版实践中，

不断逐步完善和积淀而成的版面特色，它是报纸风格的重要组成部

分。

《纽约时报》是一份严肃的大众性新闻综合报纸，它将强烈的视

觉冲击力、深入的报道有机结合起来。头版的彩色画面不多，只有图

片是彩色的，其他均为黑白，从而显得比较庄重、严肃。同时，《纽

约时报》头版没有广告，比其他大型日报更加稳健。《纽约时报》栏

区清晰，垂直分成六栏，图片一般占据四栏，图片的数量一般为三到

六张。《纽约时报》常用突出右上角的方法来抓住读者的眼球，头版

头条常出现在头版的右上角，这是因为在阅读过程中，右上角总是首

先进入读者的视线。《纽约时报》的头版是简朴、严肃、优美而具有

现代感的版面，与报纸内容、设计风格相得益彰，大大增加了报纸的

可读性。《纽约时报》的头版四平八稳、整齐划一；其版式稳重，重

点突出，选题精当，照顾周全，很少有花边、套色的现象，从而形成

了一种视觉上的对比与平衡，表现出一种庄重、严肃、谨慎的版面风

格。

《纽约时报》头版对国内外新闻十分关注，其中国际政治、国内

经济、国内政治这三方面占据头版内容的百分之七十。②在报界流行

这样一句话，凡未经《纽约时报》报道过的新闻不算是真正的新闻。

可以说，《纽约时报》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地位，与其高水平的新闻

报道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为了迎合年轻读者的需求，《纽约时

报》头版的体育新闻开始增加，有时甚至超过了最受关注的国际政治

主题，这也是报纸发展的一种趋势。

二 《纽约时报》头版的版面设计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报纸版面设计并不为人们所重视，报纸版

面往往是比较单调、呆板、陈旧。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报业市场竞

争激烈程度的加剧，报纸版面设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③如《纽约时

报》的报纸版面设计就充分汲取了现代设计理念精髓，更加注重设计

的实用性、合理性和消费者体验等方面。今天，越来越多的报纸版面

设计者开始意识到，应将“简洁”这一现代设计理念贯彻到报纸版面

设计之中。

（一）报纸版面的静态式设计

研究发现，现代读者有两个重要的阅读习惯，即希望从报纸中获

取有用且有趣的东西，每天看报是出于习惯。因而，在报纸版面设计

中，应将版面的实用性放在首位，将名人专栏、天气预报、新闻时评

等专栏放在固定的位置，这样读者无需寻找就可信手拈来。④此外，

静态设计还十分重视连续性与关联性，就是说报纸的设计风格、设计

形式应当具有前后一致性，不能随意改动，报纸各部分的设计应大致

相同。《纽约时报》就非常注重头版的静态式版面设计，对各版面、

各栏目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使其版面位置与形式相对固定，同时注

重设计的连续性与关联性。

静态设计反映出来《纽约时报》严格按照制度行事的管理模式，

一旦模式确定下来，各个环节都应严格执行，编辑只能在有限的范围

内发挥个性，从而使报纸的静态设计成了报纸品牌的外在表现。⑤

《纽约时报》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是宜图则图、宜文则文，黑白灰三

种颜色相互映衬，力求完美。从总体上看，《纽约时报》的头版长短

有致、显隐相衬，整个版面显得严谨庄严。

（二）版面的图像化设计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图像爆炸的时代，如果报纸仍旧是文字当

家，满版灰色，难免会疏远读者。因而在报纸版面设计中应突出图像

化设计。上世纪70年代以来，《纽约时报》开始追求照片的视觉冲击

力，常在头版刊登大幅照片。如08年3月13日，《纽约时报》就在头

版头条刊登了前纽约州州长斯皮策辞职的消息和大幅图片。另外，冗

长、抽象的文字会让读者望而生畏，要想吸引读者就必须在表现手法

上下功夫。为此，报纸编辑使用了新闻图示，这样可以将抽象的内容

变得直观、形象、具体，使读者能够方便、迅速地理解信息内容。

以图形化报道为特征的“视觉革命”，带来了报道形式的改革，

也使编辑部内部工作流程、组织结构等发生了改变。摄影记者为文字

报道配图，美工承担了美化版面的工作。正如报纸设计家马里奥·加

西亚所说的，写作、编辑、设计逐步走向一体化。报纸设计的图文结

合，要求图片与文字内容必须相融合，这无疑是对记者、编辑提出了

新的要求。《纽约时报》在这一方面就具有前瞻性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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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纽约时报》头版文字与图片的编排设计
（一）文字的编排设计

目前，《纽约时报》头版文稿仍保持有衬线体，标题用庄重的

加粗有衬线体，除了头条新闻使用大写字母标题外，其余标题冲破了

传统束缚，改用首字母大写。⑥在设计上，《纽约时报》注重总体原

则，力求报纸的头版采用统一的尺度，文字说明用与文稿同样的字

体，而稿件署名字体则是千差万别，有时为突出某一稿件，就将文字

加粗。而这些设计并不是编辑的心血来潮，是长期实践经验的结晶。

《纽约时报》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它一直采

用传统的扶梯式标题，并且十分注重标题的叙述功能。如2006年６月

９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有“经过长久搜寻，美军炸弹在伊拉

克炸死卡伊达首领”的新闻，这就是典型的叙述式新闻，这中新闻标

题有助于读者迅速获取信息，了解报纸对新闻的立场看法。近年来，

《纽约时报》开始频繁使用信号式新闻标题，如“9.11”事件发生的

第二天，《纽约时报》头条的主题“Ｕ.S.ATTACKED”就是典型的信

号式标题。

（二）图片的编排设计

现代报纸中，图片占据重要的地位。图片成了报纸吸引读者的

重要手段，有人提出“图文并茂，双翼齐飞”的观点，将图片置于和

文字同等重要的位置。《纽约时报》就力求在图片应用、文字编辑、

版面设计的结合上寻求突破，用合理的版面设计增加报纸的视觉冲击

力。

在图片的选择上，《纽约时报》十分重视用图片来吸引读者，用

图片来带领文字，以更好地发挥图片的解释功能。同时，善于利用图

片的视觉吸引力，使图片变配角为主角。新闻图示是报纸图片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能在短时间内给读者更多的信息。《纽约时报》在色彩

运用上比较保守，一向被称为“灰色贵妇”，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

始，《纽约时报》放宽了新闻图片的使用，新闻照片、广告等开始使

用彩色，版式也越来越活跃，以求通过彩色与版面的创新增加报纸的

可读性。

精英媒体只有构建起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与差异化优势，才能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头版的版面设计方面我们可以清楚

地看出，《纽约时报》就是这样做的。正因如此，《纽约时报》的发

行人坚信《纽约时报》这样的新闻媒体绝对不会被取代。在报纸版面

设计方面，我们应学习借鉴《纽约时报》的设计风格，努力形成自己

的报纸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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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的图案或雕塑运用于建筑装饰之中，表达了人们对长寿的祈求。

无论是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还是对长寿、平安的祈求，都体现出

了人们的传统文化心理。而传统的文化心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传统建筑装饰中动物图案或雕塑不仅仅美化了建筑物，还深深地

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使整个建筑物的文化底蕴都截然不同了，给

人营造出不同的感觉。如北海道的九龙壁，通过通过对栩栩如生的飞

龙刻画，在整个审美视域上给人提供了一种超然的联想余地。龙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本身就有“天”、“神”、“皇”的象征意味，照壁承

接和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意绪。

三 传统建筑装饰中动物图案或雕塑所体现的审美观
每一件艺术作品都蕴含了艺术家的审美观、时代的审美观。每

个朝代对美的概念都是不一样，每个朝代的艺术作品都是体现出了那

个朝代的审美观。说起审美观，就会让我联想到当代女性掀起的减肥

热潮，她们“以瘦为美”，而在唐盛时期盛行“以肥为美”，这两种

截然不同的现象，是有当时时代的审美观所决定的。虽然每个人的审

美观是不一样的，但是时代的潮流是统一的，也可以说是大众的审美

观。

在封建社会，虽然不同的朝代在建筑装饰时，装饰中动物形象所

表达的寓意大致相同。但是每个朝代所呈现出来的动物造型都有所不

同，这主要是由于受到当时朝代的审美观影响。比如，南北朝石狮的

翼翅造型处理得有点花俏，而且身上也布满了火焰纹与云纹，虽可以

此来显示狮子的无限神威，但也略感做作与怪异。也许这其中的“做

作和怪异”是我们现在人的看法，而在当时这种造型是美的体现，

这种“装饰性”正是那个朝代所追求的审美观。而到了唐代，石狮的

造型逐步走向成熟、稳重。众所周知，唐代女性有“以肥为美”的说

法，所以唐朝蹲狮造型都非常丰满。它的胸部和肩部的处理相比于其

他朝代要更加宽大、厚实。唐代的走狮整体造型圆浑壮硕、沉稳有

力，和唐代以丰满为美的审美定位相一致。

四 结语
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推移，虽然中国的建筑风格逐渐走向西方化、

现代化，但是人们对传统建筑文化还是一样的喜爱，不管再过多少

年，还是会有许多中国传统化、民族化的建筑存在。我国现在越来越

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是传统的，就越具有民族性，越能体现我

国的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深入对传统建筑装饰中动物图案或雕塑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

解各各朝代的传统文化以及审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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