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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6年，“珞珈广告学丛书”第一版面世，迄今已逾一纪。
　　十二年来，中国广告业持续高速发展。
2007年中国广告市场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五，并拥有超过100万的广告从业大军。
　　与此同时，中国的广告高等教育，到目前为止，已增至300多个本科专业教学点，几乎占有新闻传
播学科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并已建构起包括专科、本科、硕士生教育、博士生教育、博士后流动站
在内的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
　　言及广告，这些都令我们无比欣喜、鼓舞和感动。
正是数以百万计的广告从业者和广告教育工作者不怠的努力，才使得中国广告业与中国的广告教育获
至如此巨大的成就。
　　我常在课堂告诫我的学生，既然你选择了广告，就不用在意别人的歧视，歧视广告者，也许是出
于对广告的无知，当然，我们也没有妄自尊大的资本，我们的产业并不强大，我们的学科依然弱小，
要紧的是，踏踏实实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十多年来，我们努力从事着广告教育，并努力构筑着广告的学科平台。
学科平台的搭建，是为了使专业的发展有更大的空间，然而，我们任何时候都牢记着，专业永远是学
科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我们的本科教育。
“珞珈广告学丛书”的编纂出版，便是我们为夯实专业基础在教材建设方面所做出的一种努力。
　　“珞珈广告学丛书”第一版有五种书目：《广告概论》、《广告策划》、《广告经营学》、《广
告管理学》与《广告美学》。
值得庆幸的是，出版后即广受兄弟高校的欢迎，国内几十所高校选用为教材，出版社不得不一次又一
次重印。
　　教材建设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时至新世纪初，新的问题发生了：随着广告业的发展。
部分教材内容亟需更新；原定五种书目，广告学专业主干课程涵盖太窄。
于是，与出版社共同商议，于2002年启动第二版的修订工作。
再版修订，在原有五种书目的基础上，增加了四种：《广告文案写作》、《广告媒体》、《广告创意
与表现》，以及《平面广告设计》，但在教材内容的更新上仍留下诸多遗憾。
　　时间一晃又过去六年，再版修订未能解决的问题依然积累着，广告业的最新发展已使教材内容的
更新刻不容缓。
尽管手头有很多事要做，但我们还是下决心进行第三版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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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平面广告设计与制作(第2版)》是普通高等院校广告学专业“平面广告设计”课程的教材。
全书共11章，分上、下两编。
上编主要介绍平面设计的一般基础理论，如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等；下编是广告设计实务知识，包括
平面广告文字设计、标志设计、POP广告设计、报刊广告设计、户外广告设计、电脑平面广告设计等
内容。
全书充分吸收了国内外平面广告设计的最新资讯，结合了广告从业人员和广大学生的实际需要，将理
论知识和实际操作充分结合，对读者提高平面广告设计的水平和鉴赏能力都有较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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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对比第五节　色彩构成中的色彩调和一、同类调和二、近似调和三、同一调和四、分割调和五、
面积调和六、秩序调和下编　平面广告设计与制作第三章　广告插图设计第一节　广告插图的作用第
二节　广告插图的分类一、写实与具象型插图二、抽象型插图三、漫画、卡通型插图四、装饰型插图
第三节　广告插图设计一、广告插图的设计原则二、广告插图的绘制方法第四章　文字设计第一节　
字体在广告中的作用第二节　文宇设计的分类及特性一、汉字二、拉丁文字第三节　文宇设计一、广
告文字设计原则二、文字设计的方法第四节　文字编排设计一、文字编排的原则二、文字编排的形式
第五章　标志设计第一节　标志的功能与作用一、具有识别功能二、具有提升产品品质形象的功能三
、具有培养品牌忠诚的功能四、具有国际交流的功能第二节　标志的产生与发展一、标志的来源二、
标志的发展趋势第三节　标志设计　一、标志设计的造型要素二、标志的设计准则三、标志的表现形
式四、标志的标准化制作第六章　广告编排设计第一节　广告编排的目的及意义一、提高广告的注目
率二、迅速、准确地传达广告信息第二节　广告编排的视觉流程一、视觉流程规律二、画面的视觉焦
点三、视线的诱导因素四、力势五、空白第三节　广告编排设计的要素一、广告标题二、广告语三、
广告正文四、商品及企业名称五、商标六、插图七、色彩第四节　广告编排设计方法一、感性编排设
计二、理性编排设计第五节　广告编排设计的类型第七章　招贴广告设计　第一节　招贴广告概述一
、招贴广告概念二、招贴广告的分类及特点三、招贴广告的产生与发展第二节　招贴广告的功能一、
信息传播功能二、促进销售功能三、审美功能第三节　招贴广告的设计程序一、招贴广告的创意与构
思二、招贴广告的构成要素三、招贴广告的设计与编排四、招贴广告的设计原则第五节　招贴设计的
表现手法第八章　报纸与杂志广告设计第一节　报纸广告媒介特征第二节　报纸广告设计一、报纸广
告的版式二、报纸广告设计第三节　杂志广告媒介特征第四节　杂志广告的版式与设计第九章　户外
广告设计第一节　户外广告媒介特征第二节　户外广告的设计一、户外广告的分类二、户外广告的设
计准则三、户外广告的设计第十章　DM与POP广告设计第一节　DM广告的媒介特点第二节　DM广
告的设计一、DM广告的分类二、DM广告的设计第三节　POP广告的媒介特点第四节　POP广告的设
计一、POP广告的分类二、POP广告的设计第十一章　电脑与平面广告设计第一节　电脑与平面广告
设计一、电脑的出现与使用给平面广告设计带来重大变革二、电脑技术的发展给平面广告设计带来新
的课题第二节　电脑平面广告设计基础一、电脑数字图像的类型二、分辨率三、文件格式第三节　色
彩深度和色彩模式一、色彩信息二、色彩模式第四节　平面设计软件概述一、图像编辑软件二、绘图
软件三、排版软件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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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平面构成　　第一节　什么叫平面构成　　平面构成是与色彩构成、立体构成、空间构
成等相比较而言的。
所谓平面构成，是一种视觉形象构成。
它主要研究在平面设计中如何创造形象，怎样处理形象与形象之间的联系，如何掌握美的形式规律，
并按照美的形式法则，构成设计所需要的图形。
平面构成强调形态之间的比例、平衡、对比、节奏、律动，同时讲究图形给人的视觉引导，具有美的
价值。
　　在现代设计中只表现功能和技术上的要求是不够的，它们还需要另一层意义，即独特的构思、形
体的合理组合以及美的感觉。
因此，平面形态的造型语言、造型方法以及造型心理效应就是平面构成研究的主要内容。
造型语言主要包括概念元素（点、线、面）、视觉元素（方向、位置、空间、重心）。
这些元素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辅相成的，它们通常包含在一个或多个形态之中，并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
　　对形体的广泛性和普遍性的规律研究不受特定要求内的工艺、内容等具体条件的约束。
因此，形体选择上的抽象性、自由性以及组合上的多变性是它的特点。
　　第二节　“形”的认识　　一、形　　人们感知事物的方式是必须建立在形的基础上的，形似乎
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但当我们想把形的概念理解得透彻一些时，却发现形有其丰富的内涵。
形可以是一棵树、一张桌子、一汪湖水、一头牛等这些可以迅速被人直接感知和理解的由大小、空间
、色彩、质感所组成的形。
但是像一阵狂风、淡淡的晨雾、一股浓香、梦中景象、理念中的抽象形态等，它们并不能被人直接感
知，而是以感觉、幻觉或者预测的状态呈现。
这便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形：现实形态和幻觉形态。
　　1.现实形态　　形的现实形态是在现实生活中，在人们的生活体验中，能被直接感知和实际存在
于空间中的形。
根据其在方式和外形特征大致可分为自然形态和人为形态。
　　（1）自然形态　　自然形态指自然界中一切实际存在的事物的外形，如树木、星辰、动物、花
卉等。
自然形态成为人们想象和创造的源泉，它为人们一切创新性的活动提供某种基质和原型，有生命的、
无生命的，太空中的、地球上的，都激发了不少艺术家创作的灵感。
而且，对自然形态的认识和理解越是深入，越是细腻，就越能发现一些与平常意义不一样的东西，从
而进一步孕育出新的灵感。
平面设计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提高其审美价值。
　　（2）人为形态　　自然形态是宇宙中本来具有的形态，不依赖于人的存在，而人为形态则是人
的创造的产物，为人类所感知，且仅局限于人造物的外在状态，与后面所要谈到的幻觉形态相区别开
来。
人为形态存在的方式和特点往往由人类对于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掌握程度所决定。
　　2.幻觉形态　　平面构成中的“形”除现实形态外，幻觉形态占绝大多数。
幻觉形态指的是现实形态以外的所有形态。
它主要源于人的幻想、预测以及自然界中某些无形的力量，而非人的直觉经验，包括非自然形、怪诞
形、抽象形等。
从造型的角度来看，它与现实形态不同的是不能直接作为平面构成的素材参照物。
对于幻觉形态这样虚无飘渺、不具有可视性、可触摸性、固定性的形，如何将它转化成可视的形，成
为在平面构成中表现幻觉形态的关键。
　　幻觉形态以其神秘性、抽象性补充了现实形态的确定性、直观性，其形体的总体特征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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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存在于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之中，往往是某种思维的转化，具有很大程度
的主观性，是人类深层情感、心理、意念的一种含蓄的表达，甚至由于压抑而被扭曲，但却具有很浓
烈的暗示与隐喻色彩；　　第二，它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往往表现出独有的个性；　　第三，它主要
以自由性几何形为主。
　　自然形态和幻觉形态虽然类型不同、特点不一样，但在平面构成中都要通过具体的画面体现出来
，以具体的、可视的形的面貌出现。
　　二、形成形的条件　　形成形的条件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经验对形的影响，另一
个方面是形与形相互间的关系。
　　1.经验的作用　　经验为人们认识、理解和处理事物提供了一定的参照系，由经验积累起来的知
识或形成的态度影响着人们对于下一个事物的理解，人们难以想象一种完全超出经验之外的状态，新
的知识和态度总是避免不了经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对于形的认识也是如此。
大脑对输入眼睛的原始资料进行解释、归纳、分类，并将它储存起来，形成经验。
当眼睛接触到新的资料时，将新的资料与储存的资料进行对照性地辨认，大脑通过联想作出新的解释
。
这在对一些抽象形的意义的理解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如交通路牌、标志，图形本身毫无意义，人们可
借助于经验判断出它的含义。
此外，形的方向、速度、轻重等都是形引起的人的心理的一种感觉，也是长期积累的一种经验。
不同的形会造成不同的心理效果，如正立的三角形让人觉得稳重、庄严，光滑的圆形给人以不稳定的
滑动感，正方形给人以正直感和可信赖感。
　　2.形与形的关系对形的影响　　任何形，即使是一个点、一条线，在平面构成的画面上，都表现
出与其他的构成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与其他因素的比较显现出自身在画面中的作用，同时形与
形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对整体画面造成影响。
换句话说，形与形之间的关系对形的影响表现在构成画面的形与形之间的关系和形与其他构成元素之
间的关系，即形与形的关系和形与背景的关系，也就是局部与局部的关系和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1）形与形的关系　　在平面构成中，很少仅运用单个形构成画面，多数情况下是由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单形以及基本单位形（指由多个单形组成的复合单位形）组成，而形与形之间又不可能孤立
地存在，它们之间必然形成某种构成关系，相互制约，这种组形关系大致可以包括分离、接触、联合
、重合复叠、减缺、差叠几种不同形式。
　　（2）形与背景的关系　　在形与形的关系中，如果被描绘的图形处在比较单纯的背景下，这种
图形之间的制约关系就一目了然，形与形之间所产生的任何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产生的效果都会很明
确地体现出来。
但是，在平面构成的实际运用中，往往被描绘的图形所处的背景比较复杂，或者与图形不能简单分离
，或者它本身就表达着某种特定意义，这时形与形的关系也就变得难以判断，也就必须考虑背景与图
形之间的相互关系。
　　人们在观看某一画面时，总是被最完整、最易辨认的图形所吸引，而其他部分则隐退其后成为背
景，这就是形与背景最原始的认知形式。
但是欣赏者的认知角度和认知水平往往能够决定图形与背景的区分。
通常图形倾向于轮廓分明、色彩突出、位置重要的形体，而背景则往往显得平淡、结构模糊、色彩隐
退。
总之，图形总是处于背景的前面、上方，即使在后面、下方也都是在十分明显的位置。
　　根据人们的视觉习惯，要突出形，有以下几点要素：　　第一，位于画面中央部分或水平及垂直
方向的形比在侧边或倾斜位置的形容易突出。
　　第二，被封闭的形比周围开放的形更容易显现出来，即完整的形比不完整的形更容易显现出来。
　　第三，异质性的形比相同性质的形更容易显现出来。
例如，在将苹果重复排列的图画中，特殊地出现了一把扇子，那么这把扇子就很容易凸显出来。
　　第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图形在头脑中容易产生记忆联想，所以更容易成为形，更容易在其他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平面广告设计与制作>>

背景中被辨认出来。
比如，一滴水渍像某个动物的轮廓等，这是由于人的视觉经验所记忆的形象在观察事物中产生联想的
结果。
　　人们这种对图形与背景的知觉性和经验性的认识也是决定平面构成中图形与背景相互制约关系和
理解方式的重要因素。
　　在平面构成中，图形与背景的这种相互制约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对它所作的实验性研究。
在实际的应用中，有意识地强调形或有意识地淡化图形与背景的界限，制造出一种令人迷惑不定的意
境，只要所表现的能与自己的意图相一致，它们都将具有同等的意义。
　　第三节　造型的基本要素：点、线、面　　一、点　　1.点的定义　　在几何中，点只有位置，
没有大小、宽度和厚度。
点是线的开端和终结，或是两线的相交处。
从造型意义上讲，点必须有其形象存在才是可见的。
因此，点是具有空间位置的视觉单位，没有上下左右的连续性和方向性。
点的理解往往是指那些与线、面相比较而言小的形体。
　　一个形象之所以会被称为点，并非由点自身面积大小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它的大小与框架的大
小所产生的比例。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平面广告设计与制作>>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