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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平面设计是学习艺术专业的基础课程，是最广泛、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视觉艺术。
平面设计中包含的众多内容，几乎每天都在生活中被人们所接触、认知。
在当今社会，平面设计的作品百花齐放，设计的表现手法与构成形式可谓日新月异，对于想要进入设
计行业的人们而言，掌握平面设计的知识与技能是从业的必经之路。
　　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平面设计的传播途径及范围也日益广泛，自然对作品的内容呈现也
就有了更高的要求。
本书结合平面设计及应用的最新发展形势和创作流行特点，以法则的形式来将不同要点逐一呈现，通
过图形与文字的组合编排，让读者能够更为生动具体地了解平面设计的各项构成法则。
　　平面设计这一学科的产生，符合视觉艺术的发展趋势，它是其他众多艺术设计的基础，能够以丰
富的变化效果来诠释各种类型的主题，触发人们的审美意识。
所以，利用平面设计的创意思维打造出与时俱进的艺术作品是满足时代需求的一项重要任务，它不仅
起到了传递信息、情感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人们的审美眼光。
平面设计的创作过程，是强大而又细腻的，能够利用色彩、图形等具有直观视觉特征的基本构成元素
来传达不同的情感信息，也可以运用适当的文字语言来直接表达版面主题。
总之，对于平面设计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打造出具有鲜明特色的版面效果，提升作品的传播力，刺
激人们的喜爱感。
　　本书通过创意的思维、科学的编排样式，系统介绍了平面构成的基本元素、如何利用三大元素进
行平面设计及各种平面构成类型的形式美法则等知识要点和应用技能。
本书内容共分为7章，每章都以法则的编排形式来阐述学习内容，再配上图片的分析说明，而在章节
的最后更有典型案例的实战分析，供读者参考并巩固所学知识，力求让读者能够尽量全面且深刻地记
住平面设计的各类构成形式。
　　第1章～第3章讲解的主要是关于平面构成元素的形式法则；而第4章对平面设计的骨骼基础进行了
分析；第5章讲述的是平面设计的空间构成形式；第6章～第7章则描写了如何利用平面构成法则增强画
面的表现力及缔造最美的画面效果。
所有章节的编排都是图文并茂的，将枯燥的知识概念变得生动有趣，使读者更易于理解，从而掌握不
同的平面设计法则，希望能对各位读者起到实质性的参考、帮助作用。
　　本书由SunI视觉设计编著，参与编写的人员还有孟尧、李晓华、陈慧娟、周维维、李江、王彦茹
、徐文彬、朱淑容、刘琼、杨婉莉、赵冉、杨欣、李杰臣、柏梅、王异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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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让读者能够循序渐进地对平面设计的各项法则有所了解，本书的编排包含内容丰富的各种相
关知识点，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来传达要点定义，力求使书中理论的呈现通俗易懂，让读者能够在学习
本书时感到轻松舒适。
要做越来越优秀的平面设计，使其被受众广泛接受与传播，就需要不断提升自我的艺术造诣，不仅要
能够自由地运用色彩、文字和图形等基本构成元素，还要尽可能地发挥创意，打造出独特的版面与视
角，做到推陈出新的同时，给人们带来赏心悦目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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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如何利用平面基本元素激发设计灵感
1.1　点元素——设计的起点
1.1.1　了解几何学中的点形态
1.1.2　体会点在不同位置的视觉感受
1.1.3　不同点的心理特征
1.1.4 点的个性特征及表现法则
法则1　线化的点赋予版面抽象性
法则2　面化的点彰显版面凝聚力
法则3　点的组合形态呈现不同的视觉体验
1.1.5　点在设计中的实际应用法则
1.2　不可或缺的线元素
1.2.1　了解几何学中的线形态
1.2.2　感受不同的线带来的心理体会
1.2.3　线的运动表现法则
法则1　利用水平线表现平稳状态
法则2　垂直线制造强烈的上升或下坠感
法则3　强调节奏感的曲线运用
法则4　巧借放射线展现力量感
1.2.4　线在版面中的切割法则
法则1　巧用线条对版面进行分割
法则2　将版面中的图文进行直线分割
法则3　借助线的引导作用调整版面空间指向
1.2.5　线框在版面中的构成法则
法则1　利用线框限定版面中的编排元素
法则2　线框在版面中的强调作用
法则3　由不同粗细的线框带来不一样的版面效果
1.2.6　线在设计中的应用法则
1.3　利用面元素增添画面真情实感
1.3.1　面的形态特征与心理特征
1.3.2　面的构成法则
法则1　几何面增强版面功能性
法则2　有机形体面赋予版面表现力
法则3　偶然形态的面凸显版面戏剧性
法则4　自由形态的面使版面更具灵活性
1.3.3　面在设计中的应用法则
综合案例解析
第2章　掌握形象在平面中的构成法则
2.1　了解基本形的组合法则
法则1　联合法打造相加的新形象
法则2　接触法使想象并置相切
法则3　分割法赢得多变的造型形象
法则4　重叠法表现不同的形象特征
法则5　给人意外惊喜的形象透叠法
法则6　带有奇特视效的差叠法
法则7　分离法营造崭新的形象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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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8　利用重合法加强形象留给人的视觉印象
法则9　通过对组合法的使用来丰富版面格局
2.2　掌握基本形的群化过程以塑造画面主题
法则1　线性构成展现画面延续性
法则2　对称构成体现画面均衡感
法则3　放射构成强调画面舒展性
法则4　三角形的构成凸显画面稳固感
法则5　多方向的自由组合构成
综合案例解析
第3章　巧借平面三大元素打造完美的平面作品
3.1　不得不掌握的色彩配置法则
法则1　借用色相的表现形式决定物象位置
法则2　色彩的明度变化赋予画面不同的表现力
法则3　通过调整色彩纯度控制画面情感
法则4　同类色搭配打造简明的画面印象
法则5　类似色搭配强调画面协调性
法则6　邻近色搭配呈现画面非凡的表现力
法则7　给人强烈视觉印象的对比色搭配
法则8　利用互补色搭配打造具有戏剧性的画面效果
法则9　多种有彩色的配置打造热闹的画面效果
法则10　使用无彩色配色赋予版面特殊情感
3.2　巧借图片的运用法则增强画面整体氛围
法则1　根据图片的位置编排表达不一样的画面情感
法则2　通过控制图片数量强调画面表现力
法则3　利用图片的大小来决定画面的醒目程度
法则4　大胆使用抽象图片使画面更具戏剧性
法则5　文字图片表现画面惊奇感
法则6　具象图片的使用增添画面景深感
法则7　表象图片的使用给予画面想象力
法则8　利用符号图片传递直白的画面诉求
法则9　通过图片的多种组合形式增强画面层次感
3.3　不可忽视的文字编排法则
法则1　注意文字编排中的间隔处理
法则2　注重文字的易读性
法则3　利用传统的文字编排体现画面规整性
法则4　将文字进行交错编排表现错落视效
法则5　文字绕图为画面带来新奇感
法则6　增强文字跳跃率加强画面视觉印象
综合案例解析
第4章　平面设计中不得不掌握的骨骼构成
4.1　如何利用规律性骨骼严谨版面格局
法则1　单栏式对称网格打造务实的版面风格
法则2　双栏式对称网格呈现版面理性美
法则3　使用多栏式对称网格表现丰富多变的版面效果
法则4　利用对称式单元格保持版面规整性
法则5　利用基线骨骼规范版面信息
法则6　通过显露的基线骨骼强化正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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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7　利用重复骨骼保证版面的规律性
4.2　非规律性骨格设置自由的版面结构
法则1　非对称栏状网格打破传统版面编排
法则2　非对称单元格增添版面灵活性
4.3　作用性骨格分割相对独立的版面组织
4.4　非作用性骨骼缔造理想的独立版面
4.5　活用成角骨骼展现版面创意视角
4.6　高位置图片骨骼提升版面醒目度
综合案例解析
第5章　空间构成法则决定画面视觉特效
5.1　了解空间构成的形式分类
5.1.1　平面空间
5.1.2　立体空间
5.1.3　多视点空间
5.2　借助多种表现空间创造版面立体感
法则1　通过重叠空间表现层次感
法则2　大小空间增强版面透视感
法则3　利用倾斜空间表现版面深度
法则4　曲面空间打造具有幻觉的空间效果
法则5　给人真实印象的投影空间
法则6　利用面的连接形成实体的
空间感
法则7　给人三维印象的交错空间
5.3　感受矛盾空间中蕴藏的反常规视觉空间
法则1　利用不同空间结合实现多变的形态转换
法则2　矛盾连接打造不定性的空间方向
法则3　给人错位感的交错式幻象
法则4　边洛斯三角形实现非凡的视觉转移
综合案例解析
第6章　巧用平面构成法则增强画面表现力
6.1　排列对比提高画面注目度
法则1　巧用方向对比形成视觉上的错位感
法则2　利用位置对比在不对称中求得平衡
法则3　给人错落印象的聚散对比
法则4　利用大小对比明确画面主次关系
6.2　近似构成使画面效果恰到好处
法则1　形态近似
法则2　肌理近似
法则3　大小近似
6.3　发射构成增强画面冲击力
法则1　离心式发射使画面呈现扩张力
法则2　给人集中印象的向心式发射构成
法则3　同心式发射使画面层层递进
法则4　利用多心式发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6.4　密集构成中的不同表现风格
法则1　单一元素的密集构成
法则2　多个元素的密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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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常见的4种特异构成法则
法则1　基本形的特异
法则2　骨骼特异
法则3　形象特异
法则4　肌理特异
6.6　感受不同渐变构成带来的微妙感情
法则1　利用形状渐变强调画面鲜明的反差
法则2　制造动感的大小渐变
法则3　方向渐变展现画面个性风采
法则4　位置渐变增强画面趣味性
法则5　色彩渐变打造绚丽的画面印象
6.7　力求秩序感的重复构成
法则1　绝对重复呈现机械化的秩序印象
法则2　相对重复实现统一与变化的画面效果
综合案例解析
第7章　善用平面形式法则缔造最美画面效果
7.1　平衡与对称
法则1　简洁的平面元素打造画面淳朴视效
法则2　将平面元素对称摆放保持画面平衡感
7.2　对比与和谐
法则1　恰当的对比使画面呈现和谐变化
法则2　通过元素间的对比排列寻求要素共存感
7.3　主从与重心
法则1　妥善处理元素间的主从关系
法则2　抓住画面重心打造“兴趣”中心
7.4　节奏与韵律
法则1　将元素进行规律性排列展现画面中的节奏变化
法则2　利用元素间的强弱对比赋予画面起伏的韵律感
7.5　比例与尺度
法则1　设计中必须把握好尺度
法则2　调节元素的比例尺度突出画面个性效果
7.6　空白与虚实
法则1　明确虚实间的和谐转换
法则2　利用留白提供舒适的视觉空间
综合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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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虚线与实体线在概念上恰好相反，它是指版面中那些没有实际形态的一类线条，简单来讲
，就是在视觉上没有给人带来明确印象的虚拟线条。
例如，海平面与天空相交接时形成的线条，或者直接由点排列而形成的线条等。
由于虚拟线条不能给人带来直观的视觉印象，因此受众在接触该类平面作品时，需要经过认真的观察
才能发现它们。
 2.线条的长短 所谓线条的长短，是指线在长短上的差异，而短线就是那些线段长度值偏短的线条。
在平面设计中，将少量的短线元素运用在画面中，可使整体散发出强烈的精炼感；而将大量的短线条
填补到版面中时，则会在视觉上形成局促、紧凑的效果，并给受众带来强烈的冲击感。
 所谓水平线，是指那些在画面中以横向形式进行延伸的一类线条，我们借助水平线在结构上的高平衡
性，来使版面整体的表现变得更为肯定与果断。
 所谓向左排列，是指设计者通过一定的排列规律，以使线条给人带来向左的视觉牵引力，而受众也将
完成一个由右至左的视觉流程。
由于此类表现方式违反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因此它常给人们带来一种新鲜、有趣的视觉感受。
 向右排列是指将线元素按照向右的方向进行延伸，以此来指引观者的视线，使其完成由左至右的视觉
流程。
在平面设计中，它与向左延伸的水平线表现存在着对立性，借助由左向右的排列流程，来迎合受众的
阅读习惯，从而在视觉上给人带来顺遂与流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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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平面设计法则》可作为各类艺术设计人员的自学速查书，也可作为艺术设计类相关专业的教材
，也是艺术设计爱好者提高的必备案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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