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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格式塔理论为切入点展开对视知觉规律的设计性研究，确认了格式塔理论与视觉艺术设计的关系原理，探

讨了设计图像的“图形与背景”的关系、设计美学的相似性关系、图像的闭合与简化原理以及设计图像所引发的视觉

好恶问题等，提出了以格式塔理论作为观察艺术设计的新视角，必然会为设计思维提供一个新的方法，对设计师而

言也找到了一把开启设计创造力的新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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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the famous gestalt theory as cutting points, it carried out the design research on conscious principles,

firstly confirm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gestalt theory and visual design, then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phics

and background, similar relationship of design esthetics, the close and simplified principle of image, and the visual

problems caused by design image, and proposed the gestalt theory as a new perspective for art design. It provides a new

method for design thinking, which also is a new key for designers to find design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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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范畴里的图象形态主要依赖于或者首

先依赖于视觉传达来传递信息，即通过人的视知觉反

应来实现。视知觉的产生是由于光波作用于视觉分

析器而产生的，视觉适宜刺激波长在380~760 nm之间

的光波，也叫可见光，这也是视知觉的生理基础。视

知觉具有思维的一切本领，人们的视觉能够捕捉事物

的本质，具有选择性、持久性，能够把对象简化、组合、

抽象、结合、分离。视知觉并非低级的“观看”，它本身

已经具备了思维功能，具备了认识能力、理解能力和

判断能力。所谓“视知觉”，也就是说视觉思维，知觉

和思维这 2者是相互作用着的，知觉中包含着思维成

分，思维中也包含着知觉成分。最早且较详尽研究和

阐明这一概念的，应数当代美国德裔艺术心理学家鲁

道夫·阿恩海姆，他先后在著作《艺术与视知觉》和《视
觉思维》中开创性地、深入细腻地探讨了视知觉与图

象形态的关系规律

[1]

。

1 格式塔与视知觉概念

“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的音译，在德文里

“Gestalt”被用来表示“形状”或“形式”。中国学界将

其意译为“完形”，含有“整合使之完形”的意思，这是

一种反对单个元素的分析而强调整体组织的知觉理

论学派，强调经过主体的知觉活动加以重新建构的

整体

[2]

。

视觉格式塔理论中的要点就是形式关系的整体

观念。这个观念表明，不要孤立地认识形式因素的

作用，而是要把形式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形式与表

现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视为一个整体，形

式效应就是这种综合作用的结果。视知觉的格式塔

原理又被称为“完形律”，格式塔揭示了一个重要的

视觉原理，即视知觉具有整体组合性。人们很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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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并不是孤立地看待某一形式因素本身的作用，而

是注重多种形式因素组合关系所具有的表现力和意

义，这种形式组合意味着可以机动变化，可以重新增

减、改组、调整，因而具有丰富的视觉表现力。掌握

视觉的格式塔原理，可以帮助图像形态创意者辟建

一条能够穿透点线面及空间重重关卡，跨越造型、色

彩、图案、质感、运动等本质的形式原理及规律，进而

通往形成视觉认知，建构新形态的道路。正由于格

式塔所指的“形”不是简单的空间结构和物体单纯的

排列关系，而是强调它的整体性，并且是知觉活动组

织成的经验中的整体，所以用“完形”来表达“合适视

知觉的愉悦”。正是由于各种“形”又都是视知觉进

行了积极建构的结果，所以那些在特定条件下被组

织得最好、最规则、最简明的视觉形态，自然会给人

美的感觉。

2 图形与背景的关系

人们的视知觉在感知各种各样的视觉信息时，

可以能动地建立“图形”与“背景”的对比关系，从画

面构成的角度又称之为“形”与“地”、“正形”与“负

形”的关系，没有视知觉这种“本有的对比”就不会有

人们看到的一切，其它的“视觉之美”也就不复存

在。在约翰·伊顿看来，所有的感觉都产生于对比，
若是没有什么不同质的东西衬托着，一个孤立的东

西本身是让人看不见的

[3]

。从生理学角度看，人们的

视野中主视野分辨率最高，位于视野中心；余视野分

辨率依次降低，位于视野的边缘，人们的视觉会自觉

地将主视野调控至自身最感兴趣的位置，这即是人

们看到的“图形”，同时位于主视野之外的信息也就

自然而然成为“背景”。

现代艺术、设计形态的创意讲究视觉画面的能

动性、独特性，讲究形态辨知的多义性，讲究“图形”

与“背景”对比关系的模棱两可，讲究打破传统画面

构成“背景”服从于“图形”的消极特性。简言之，就

是主张营造“背景”空间在整体画面空间中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倡导画面构成中“图形”与“背景”应取得

一种既相互对抗，又相互平衡的摇摆不定的模糊效

果，见图 1。这种构成的模糊效果是很多现代艺术家

们所共同追求的，诸多艺术家作品的画面组合特征

有力地验证了这一点。

3 图形的相似性关系

在观看物象时，人们的视知觉总是在能动地寻找

内在的组织关系并将其归纳成为一个整体。一般来

说，视知觉容易把相似的形式因素视为一个整体，而

统一协调是形式美的一种基本性质。如性质接近的

色彩组合可以形成整体形式感，如果用多种色彩等两

两混杂、无序排列，就会使视觉无从把握，不能构成整

体的形式效应；又如报刊杂志的版面编排，图与文、字

母与字母、词与词、行与行之间，也都运用了相似关

系，使版面整体分为若干贴近的栏块，成为若干个相

关的视觉组合

[4]

。设计者要注意利用形式因素的相似

性来构成整体形式感，统一的形式感就是相似性的结

合，见图2。而形与色的变化过大、过多就会显得杂乱

无章，不成其为整体形式效应，同时，这也是满足一般

视觉心理的需要，人们通常所说的协调感，就是这种

视觉心理的反应。

4 视知觉的闭合延续功能

视觉容易把互相邻近的形态看成一个整体，贴近

图1 图形与背景的模糊性表现

Fig.1 Fuzzy expression of graphics and background

图2 图像形态与文字形态的相似性表现

Fig.2 Similar expression between graphic form and character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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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指各种形式因素之间的距离彼此靠近，共同形成

的整体感。格式塔心理学认为，视觉心理有一种推论

倾向，可以把不连贯的，有缺口的图形尽可能在视觉

心理上得到弥补，这就是视知觉的整合、补充、闭合的

视觉心理倾向

[5]

。视觉心理具有整理、组织、填补的功

能，这是一种经由生活经验摄入而产生的能动作用，

这种现象也可称为视觉延续。形态构成所营造的这

种视觉的“闭合”效果是一种由隐性的“结构”组合而

成的整体效应，这种隐性的“结构”可以带给人们的视

知觉一种间接的、若隐若现的、虚拟的、更加微妙的画

面效果，这种“闭合”构成法是一种得到了广泛应用的

画面构成法则，见图3。

5 视知觉的简化功能

形态表现的意义首先体现在满足人的视觉生理

和视觉心理愉悦，其次要保证视觉信息快速、有效、准

确地传递，而“简化”就是达成这一美的历程的必经之

路，也是一种视觉心理的需要。格式塔理论研究者发

现，人们的视知觉可以能动性地将视野中的画面信息

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即“画面整体性”。如果人们

视野中的图像信息是复杂的、涵义陌生的乃至中断不

完美的，人们的生理机体会积极产生一种“内需”的

“完形压强”，视知觉会基于这一“内在的完形压强”而

对图像信息进行梳理和组织，最终将其“简化”为相对

的完美图形

[6]

。从艺术、设计形态表现来说，简化首先

是为了突出主要特征，传达主要意图，删减不必要的

琐碎细节，比如人们会本能地以圆形去还原、表现所

有类似形态的太阳、瓦罐、脸庞、眼睛、球体等。形式

的简化同语言上的简练意义相似，“言简”才能“意

赅”，琐碎、多余总是容易令人生厌。“简化”的另一个

特点是符合形式的某种秩序和规律，以便视知觉更容

易把握，对形式关系的秩序化处理实际上也是一种简

化，同时也是美化的方法之一

[7]

。需要指出的是，简化

不同于简单，简化是一种能动的使对象更易识别的、

更秩序化的过程，一个充满多元元素的、复杂的构成

画面也可以被视觉简化，简化跟复杂、丰富并不矛盾，

而简单则更倾向于“量”的“少”，它与复杂、丰富是对

立的矛盾关系。

在一个格式塔单位（即一个单一视域）内，人们的

肉眼基于接受力的局限只能处理少数不相关联的单

位信息，这种接受力的强弱取决于这些画面信息的不

同性、相似性或者它们所处的相关位置。若一个格式

塔中包含有多个数量的互不相关的画面信息，人们的

眼脑就会积极能动地试图将其“简化”，从而促成一个

易被视知觉处理的画面整体。若这个能动的处理过

程失效，画面形象就会在人们的视野中呈现出混乱无

序的状态，由此导致视觉信息无法被正确或快速认

知，简要之，人们的视觉会很难接受或者排斥这种画

面。因此，在设计画面信息时应当特别注意组合元素

之间的相似性、呼应性以及合理准确的布局，把握好

“简练”与“丰富”的有机统一关系，这一切都源于一个

明确的格式塔理论观点：人的眼和脑是一个持续不断

的组织、简化、统合的过程，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才产

生出易于被人们理解、协调的视觉画面整体，如 Siggi

Eggertsson的图形设计，见图4。

6 视知觉的能动选择性及其好恶

视觉在感知事物时是流动的、跳跃性的、不安分

守己的。在日常的视觉经验中，眼睛会自我调控，促

使视觉中心定格于相对感觉舒适的位置，当肉眼面对

图3 图形的闭合延续功能

Fig.3 Close and continuation of graphics

图4 Siggi Eggertsson的图形设计

Fig.4 Siggi Eggertsson graphic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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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样、复杂多变的视觉信息时，视觉会本能地进

行快速过滤、组织处理，它会在简短的时间内注意到

自身最感兴趣的画面信息，譬如人们往往会在人群中

迅速准确地注意到最熟悉或者最美丽的那一个。视

知觉的这种能动性、选择性一方面受制于人们自身的

视觉经验、知识、需要、兴趣；另一方面则受制于感知

对象的构成特征：人们会优先知觉自己关心的、想要

注意的事物；容易知觉曾经有过亲身体验的事物；对

于外界事物容易按照自己设想的方向去知觉；对于自

己认为关系重大的事物容易知觉；对于移动的、变化

的、新奇的事物容易知觉

[8]

。视知觉的“简化”功能也

是一种典型的能动性和有选择的视觉提炼。

视知觉是有好恶之分的，人们都会有这样的体

验：比如大家有时会很喜欢某种形态而且会长时间注

视这一形态，有时也会很讨厌某一形态或者躲避某种

形态。“美”的形态构成首先需要引起视觉注意，它要

形成足够的“力”来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足够的“视

觉注意”和“兴趣”不等同于“视觉美感”，“美”的构成

需要更高的准则去约束和规定，其背后也会有更为复

杂的心理机制和生理机制的制约，视知觉的“美”是一

种感知对象后的“愉悦”、“舒适”。

首先从人的感知机制来看，无论动物、人都有一

套预设的视觉愉悦的生理和心理机制。人体本身称

为人的“内环境”，在这个内环境中，人的呼吸、心跳、

血流、脉搏等在有序地按一定的节奏和韵律循环运

行，又把这种生理的运行机制称为人的“内形式”或者

“生物钟”。人的内环境机制有其运作的节奏、韵律、

速度，人的感官系统在这“内形式”的指引下与外界物

象发生关系，产生知觉。人体以外的外界物象形态是

“外环境”或“外形式”，当某一“外形式”的造型特点、

构造规律与人的生理节奏的“内形式”合拍而产生共

鸣时，人们就会感知到视觉的愉悦，即视觉美感

[9]

。因

此，重点需要探讨的就是如何创造出与人们“内形式”

合拍的视觉形态图形，这种“美”的画面构成需要遵循

一些基本的形式规律，例如：设计画面应当是视觉经

验中所期待的理想画面；符合色彩调和“美”的法则；

层次分明，符合视觉阅读规律；丰富且富有变化，多而

不乱，要符合秩序美法则；形式简约但富含意蕴等。

当然，反之若一种画面不符合如上诸种形式美的准

则，那么这样的画面就会很容易让人们感到单调、疲

惫、无趣甚至厌恶。

7 结语

从艺术设计角度来看，把握视知觉规律决定着图

象构成的组织规律，从这个角度反观艺术和设计必然

具有积极的意义。格式塔完形律原理提供了一种解

读设计问题的新视角，同时打通了一个启发设计创造

力的重要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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