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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阅读⼤容量及多元化资讯，是版式特点发⽣变化⽽产⽣动态编排最主要的原因。动态化编

排不只是单纯的线性动态版式，还包括了灵活多变的交互体系。⽆论电⼦阅读主要的读者群有多时髦或开

放，都仍会希望再添加进⼀些基本的秩序，让阅读的载体能够与⾃⼰交流，⽽不是凌驾于读者之上。本⽂

从电⼦阅读的本质、编排特性、设计元素和体验感出发，着重探讨电⼦阅读的视觉流程体验和导视交互系

统在动态编排中的应⽤，结合视觉传达设计理论阐述这种全新的编排⽅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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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阅读主要的信息来⾃于⽂字、图表、图形、图像、动画、视频、⾳频、⾊彩。其版

⾯设计主要就是组织这些元素，从⽽使读者能有效的与内容产⽣交流。这⼀特点需要设计者

在编排时对信息的归纳有更明确的思路，合理安排各种资讯的阅读体验。 

1，电⼦阅读中的视觉流程 

视觉流程是“ ⼀种视觉空间的运动，是实现随着各种视觉元素在⼀定的空间沿着⼀定的

轨迹运动的过程。” i 视觉流程是动态编排中最主要的研究重点，设计者应使各设计元素组织

有序、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从⽽诱导受众的视线，完成设计本身的信息传达功能，使受众

能够迅速、流畅完成浏览和阅读。 

视觉元素是电⼦阅读中最为重要的构成元素。正如⽇本学者⽯井勋博⼠指出：“ ⼈类通

过五官—眼、⽿、⿐、⾆、⽪肤接纳信息和知识。我们所获得的所有信息中，83%靠眼睛，

11%靠⽿朵，其余占 6%。” i i 可⻅，视觉是接收和传递信息的主要⽅式，电⼦阅读中的视觉元

素包括⽂本、图形图像、动画、视频和⾊彩，它们具有不同的特点。由于视觉元素较多，在

设计者进⾏动态编排时，如果掌控不好就容易出现视觉流程不清晰，视觉焦点不明确，主从

关系混乱的⽑病。设计师要将⻚⾯上各视觉要素做整体考虑，以周密的组织和精确的定位来

获得⻚⾯的秩序感。 

1. 1，视觉信息分配 

要规划好版⾯的视觉流程，⾸先要做的就是对构成⻚⾯的内容进⾏分析。以电⼦杂志为

例，杂志于与书籍不同。“ 它不需要读者从第⼀⻚开始顺次阅读。读者通常都是先选择最感

兴趣的内容阅读，然后在选择其次感兴趣的内容，对于没兴趣的部分则不看。” i i i 结合受众



的阅读⼼理，分清楚哪些是必须有的重要信息（读者感兴趣的信息），哪些是次要信息（读

者可能感兴趣的信息），哪些是多余的信息（读者不感兴趣的信息），保留有⽤的信息，去掉

多余的信息。 

版⾯设计上，要合理规划版⾯的视觉流程。当受众的阅读成为⼀个动态的过程时，设计

者应遵循⼈的视觉规律。版⾯设计必须让读者在⾃然⽽然的视线流动中，轻松、流畅、舒服

的完成对信息的接收。某种意义上说，动态编排的视觉流程就是视觉的连续性。所谓的视觉

连续性，即从注意⼒的捕捉为始，通过视觉流向的诱导，直⾄最后的印象留存，这⼀程序的

规划和诱导性。合理的视觉流程应在⼈们的认识过程的⼼理顺序和思维发展的逻辑⼀致的基

础上，根据信息的主次（即传达重点）来确定的各元素的顺序，是通过精⼼安排从⽽影响、

引导浏览者的视线流动。画⾯中任何视觉形象都有动⼒性和诱导性：“ 如垂直引导⼈的视线

做上下运动；⽔平引导⼈的视线做左右运动；斜线更有张⼒，使视线斜⽅向运动；折现和正

⽅形使视线做四个⽅向的辐射；圆形则是⼀种均衡的辐射状的扩散；三⻆形使视线沿三个⽅

向运动等等。”i v此外，构成元素的位置、⾛向也会影响⻚⾯⼒的⽅向；构成元素⾃身的⽅向、

⾊彩的深浅则影响到⼒的强弱。⽐如在电⼦阅读的版⾯上，标题应该设计的⽐较突出、明晰，

让读者⼀⽬了然；正⽂的内容则要合理安排字距、⾏距、⾊彩等设计元素，从⽽⽅便读者进

⾏阅读；版⼼⼤⼩和字号、字距、⾏距，都要让读者读起来感到流畅。为此，设计中就要求

将强调与放松、密集与疏朗、实在与空⽩、对⽐与协调以及⿊⽩灰、点线⾯等艺术⼿法进⾏

合理的运⽤。 

2. 2，视觉信息组织 

在视觉信息组织的设计过程中，⽹格编排显示出了⾼速有效的巨⼤功效。设计师可以运

⽤⽹格设计原理对⻚⾯进⾏区域划分，由于版⾯的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程度的视觉注⽬度，所

以应当将重要的信息放在最佳视线范围内，并以此类推，使得⻚⾯所有内容在视觉流程上形

成清晰的主次关系，达到形式上的有序和统⼀。⽹格为设计元素的编排提供了结构⽅案。但

与此同时，放弃⽹格可以使设计释放出更多的设计创意并拥有更⼤的发挥空间。但是，设计

师必须学会控制这种应⽤，以免做出⽆效果的设计。即便放弃使⽤⽹格，但在潜意识中仍然

应该有⼀定的准则在指导着我们进⾏设计或帮助他做正确的决定。因此，在⼀定情况下结构

依然存在，不同的是这类版式不是⽹格的产物罢了。版式设计注重⻚⾯上设计元素之间的结

构关系，因为这种结构关系可以促进设计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其实，⽆结构能有效的传达出

⼀种特殊的设计效果，其本身也是⼀种结构形式。 

原研哉曾说：“ 平⾯设计应不仅能作⽤于⼈的视觉，⽽且应该能够触动⼈的所有感官。”



v因此调⽤出现在电⼦阅读中⼀切的信息传播因素，并整合搭配，成为⼀种新的“ 图⽂并茂”。

动态编排不仅仅从视觉上，更从听觉上、⼼理上、时间维度上感染读者的情绪。 

 

2，导视系统 

电⼦阅读中的⼈机交互性使以往的视觉传达设计作品变得⽣动活泼起来，⼈与⼆维作品

之间变成了使⽤者和⼯具、娱乐者和玩具之间的关系。 这部分的设计严格来说属于⽹⻚交

互设计的范畴，但在电⼦阅读中它也成为了动态编排的⼀环，电⼦阅读导航系统和电⼦阅读

的内⻚需要设计者融合在⼀起，从整体的⻆度来做出合理的安排。“ 设计学科的构成是与许

多其它学科相互⽀撑的，设计学科中的知识、⽅法甚⾄技术都带有其他学科的痕迹，在设计

和研究时不知不觉会涉及到别的领域。这种种转变同时反映着学科的重叠和交叉的成果，它

将推动着各项研究的深⼊。” vi 现在，这些具有导视兼互动的设计，改变了以往采⽤陈述⽅式

的设计构思⽅式，把设计变得简单、⾮正式，阅读的过程吸引着观众，并与之建⽴关系，引

导观众去完成⾃主阅读，从⽽使沟通在不知不觉中完成。 

1. 1，互动 

互动是视觉传达设计的崭新课题，也是动态编排中最终要达成的⽬的。⼀改传统印刷载

体的读者们要被动地接受信息，到了电⼦阅读时代读者会更主动地接受信息并与之产⽣强烈

的共鸣。“ 传统的平⾯印刷品设计仅仅是从单⽅⾯思考，与观者之间始终单向的关系，单纯

起到⼀个信息表达的功能，但信息的内容是否成功的传达，以及信息是否被受众理解、感受，

就不得⽽知了” vi i ；互动的阅读体验加强了与受众之间的交流沟通，使视觉传达设计不再是

平⾯的、单⽅向传达的设计，⽽改变为与受众有交流的、富有⼈情意味的互动设计，使静态

的视觉元素产⽣了动态感。 

互动所带来的趣味性在平⾯设计中起到了⾮常重要的作⽤。它以⼀种亲和⼒，使受众在

新奇、振奋的情绪下，深深地被作品展示的视觉魅⼒和情感魅⼒所打动，它可以让接受者在

获得信息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在审美体验的过程中轻松、⾃然的接受设计作品所传递的信

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趣味性帮助平⾯设计以其特定的语⾔⽅式，⽣动、有趣地揭示出作

品的主题和内涵。 

1. 2，交互服务键 

⽬前，不计其数的媒体机构竞相发布“ 电⼦阅读”，其中⼀部分以信息的发布和检索的

⻆度来看待⽹⻚，然后从传统出版、媒体和信息技术的⻆度来考虑解决问题的⽅案。“ 极少

部分则以“ 概念⽹⻚” 的⻆度来看待电⼦阅读。这⾥的“ 概念⽹⻚” 是指⾃由发挥⼈们的想



象⼒，以现实⽹⻚为基础，对未来⼈机界⾯做出预想的⽹⻚艺术设计。” vi i i 与使⽤者实现⼈

机交互的交互构成元素：按钮、菜单、滚动条和⿏标操作，它们都是在电⼦阅读中出现的新

产物。 

交互服务键设计者不应该将它们复杂化，应该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特点、运⾏机制把

⼀个⽐较抽象的事物，分成⼏个种类，⽅便⼈们理解。使⽤者会问：“ 嗯，这是⋯ ，那是⋯ ，

我要的东⻄在哪⾥啊?” 松散、⽆主次、不规则的布局，⽆意义的装饰线条和图形，都会迫

使初访者花费⼤量的精⼒浏览。例如猜测⾃⼰选择的流程是否正确，猜测按钮的功能，猜测

⾃⼰项⽬分类⾥是否有⾃⼰想要的信息等等。 

解决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最朴实的语⾔与符号描述最直接的过程，丢弃所有⽆⽤

的元素，⽐如摒弃花哨的装饰及艰涩难懂的专业术语等，以适合⾮计算机专业的使⽤者操作。 

1. 3，翻⻚ 

与印刷品这种以有序的⻚码连接内容相⽐，电⼦阅读的版式与还具有多维性和超链接性，

这使其具有了隐形的⼀⾯，很多信息是隐藏的，这些信息很可能会被读者忽略。这样的阅读

顺序不再局限于单线性，这就要求设计者的创作思维要与读者的浏览思维紧密结合，除了要

考虑单个⻚⾯的视觉流程外，更要注意各种可能发⽣的链接⻚⾯与⻚⾯之间的视觉流程的巧

妙安排和引导。 

翻⻚是最近⼏年电⼦阅读⼯作者争议的焦点之⼀。⼤家都在质疑如果改变了翻⻚的形式，

这样看上去还能有很好的阅读感吗？ 因为屏幕上的东⻄本身就很难朴素地围着⼆维做⽂章，

动感的趣味已经成了⽹络媒体的标志了。没有这些引⼈眼球的外在形式就⽆法吸引读者⻓时

间的阅读，这也许就是电⼦阅读不能逃避的事实吧。但现在的问题是，到底翻⻚是不是最终

极的形式？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个新问题，但是直到如今还是没有⼈拿出⼀个颠覆性的作品来给它

⼀个答案。许多⼈认为模拟真实翻⻚的⽅式算是电⼦阅读的特性，不容改变；也有⼈认为阅

读体验太花哨怎么看。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翻⻚形式的探讨和追求的不是花哨，⽽是在每个

环节都⽤⼼加⼯。 

⼈的体验和感受，终归还是要⼈来设计和控制。很多电⼦阅读设计者还是很难接受翻⻚

形式的改变，更怀疑完全脱离了模拟真实阅读中翻⻚的动作后是否奏效；如果加⼯后可能这

些效果会像 ppt，那么电⼦阅读不是成了相册等等。其实，杂志形式的改变如果为配合内容

的需要，与其说这就是⼀种阻碍，不如说是⼀种发展，更是为了和读者发⽣化学反应的所建

⽴的⼀个独特的桥梁—更有效、更⽣动、更坦率的沟通桥梁。电⼦阅读摆脱纸张⽽完全基于



数字技术本身就是⼀个最好的证明。经过仔细的策划和认真的制作，让翻⻚与众不同⼜不是

单纯的图⽚播放，这对于设计者并不是⼀种刁难。电⼦阅读是电⼦媒体平台，⽣动的视听效

果是它的⼀⼤优势，当这个优势有可能或者需要延展时，电⼦阅读设计者有必要尝试着迈出

这⼀步。⽆论是注重内容的说法也好，还是精⼒不要放在形式上的说法也好，两者的结合相

得益彰才是最好的。因为需要这样的理念，所以才需要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单纯炫⽬的效果

才这么做，否则那将只是好看却没功能的东⻄⽽已。即便是翻⻚的环节，仍然需要⼀些想法

上⾃由的空间应该好好思考。 

 

设计者能够成功平衡这些艰巨任务的唯⼀⽅法就是理解阅读存在的⽬的。其中功能是最

重要的，它是确定其他问题的决定性因素。设计师在每天的⼯作中，⼩到决定字体、⼤到封

⾯和栏⽬的设计，都必须坚守功能的信条。对功能给予⾜够的重视，能够有助于设计者将其

创作冲动从理想主义的艺术队列中拉出，⽽投⼊到有计划、有⽬的向受众传达信息的技巧中

来。有四句设计上的格⾔强调了电⼦阅读中动态编排的核⼼要求：“ 根据受众进⾏设计、功

能决定形式、保持简洁、内容决定⼀切。” 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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