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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设计电脑数字化技术的革新与反思

曾朝辉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顺德 528300）

摘要：从印刷设计发展的宏观视角与电脑数字化技术应用的微观视角着眼，重点阐述了手工设计向电脑辅助设计

跨越发展的时代意义。通过辨证的方法，分析了印刷设计领域电脑数字化技术应用对社会经济的革新性，并对当代

专业设计人才培养、电脑数字化工具及技术手段的利弊进行了审视和反思，揭示了创新性、艺术性与民族性等对现

代印刷设计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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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and After-thoughts of Printing Design Based on Computer

Digital Technology

ZENG Zhao-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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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macro-perspective of printing design development and the micro-perspective of computer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t illustrated the magnificence of design work from hand design to computer-aid design. By

means of the dialectics, it analyzed the innovation of computer digital technology of printing design to the economy of

our society. It also gave the re-thoughts and after-thoughts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omputer digital tools

and technologies. Then it explored the vital roles of creation, artistry and ethnicity to modern print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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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电脑数字化技术快速进

入中国的印刷设计行业，传统手工印刷设计在短短几

年内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经过 20年左右的发

展，印刷设计行业的状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

宏观与微观角度来阐述印刷设计的历史与发展状况，

并从设计创造性、艺术性等方面来对电脑数字化技术

应用进行辨证分析，诣在揭示，在印刷设计电脑数字

化时代，既要认识工具与技术手段所产生的进步性，

也要看到其弊端；既要认识传统手工设计的不足，也

要看到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与人性化的技术优点。在

中国经济腾飞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电脑数字

化印刷设计人才培养与技术应用应充分体现时代的

需求。

1 从宏观角度来看印刷设计的发展

1.1 印刷设计概述及历史状况

所谓印刷设计，其实质就是印前平面设计，专指

那些通过印刷表现以传播信息或者进行装饰的平面

设计形式

[1]

。包装设计、海报设计、标志设计及各种出

版物设计等都是印刷设计的主要内容。从工具材料、

表现手段及制作技术来看，印刷设计可分为手工印刷

设计、电脑辅助印刷设计。

在 20世纪 9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的印刷设计行

业几乎还未出现电脑辅助设计应用，印刷设计表现主

要依靠手工，其工具材料是笔、墨、颜料、纸张、量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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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规、美工刀等。设计稿的文字、装饰图案及色彩设

置基本上依靠手工绘制，图像主要借助传统摄影技术

完成。其技术特点：文字一般采用手写书法体、美术

体绘制，或使用照相排字；插图或装饰图案采用手绘

表现，摄影图片则通过胶片相机拍摄，再用手工合成，

或在设计稿上圈定图片范围，通过电分输出、手工拼

版把照片分色片合成到原稿版面的分色菲林上；色彩

通常是用绘画颜料直接手绘。这时期，中国大陆甚至

还没有“印刷设计”、“平面设计”的普遍说法，国内学

界和业界对于“印刷设计”、“平面设计”、“装潢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等专业名称的概念与内涵还缺乏清

晰的认识，更没有明确的界定。“平面设计”被称为“美

工设计”，平面设计师被称为“美工”，印刷设计师被称

为印刷“美工”。值得一提的是，从 20世纪 90年代后

开始，印前制版行业从国外引进了技术先进的电分

机，电分扫描一度成为兼容手工设计、手工拼版及电

子拼版的最佳手段，它算得上是印刷设计行业数字化

技术应用的先行者。

总的来说，在手工设计年代，印刷设计基本上停

留在手工表现的状态，设计工作普遍由美术工作者来

承担，印刷设计及成品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设备

工具及人为因素。

1.2 电脑数字化技术应用与发展

从 20世纪 90年代初开始，先进的电子制造技术

与电脑应用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推广，电脑辅助设

计从国外引进到中国沿海开放地区，一场声势浩大的

数字化技术革命展开了。在极为短暂的几年时间内，

手工设计的传统地位几乎被电脑辅助设计取代，印前

设计与制版行业出现了争相购置电脑设备、培训技术

人员的新局面。电脑数字化工具与技术手段迅速被

生产企业、设计行业、市场和消费者接受，并被推崇到

前所未有的地位。

进入 21世纪以来，印刷设计电脑数字化技术应

用进一步升级，其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手工设计时

期延续下来的印刷“美工”或快速升级为“电脑设计

师”，或转换成设计的幕后角色，有的被迫退出业界，

成为电脑数字化设计时代的落伍者。显然，电脑数

字化技术应用是中国印刷设计界一个划时代的事

件，它促进了印刷“手工设计”期向“电脑辅助设计”

期的历史转变，促进了中国数字化印刷设计快速地

走向国际先进行列。

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印刷设计行业自20世

纪90年代初引入电脑数字化技术至今，仿如西方发达

国家进入后现代设计时期的经历：“20世纪 60年代中

期以后，随着高科技特别是电脑业的迅猛发展，现代

工业社会随着信息社会急速前进，西方社会进入了一

个与计算机技术密切相关的‘后工业社会’

[2]

”。这个

发展阶段也被称之为西方电子化工业时代，促进它转

变的主要力量之一就是源于20世纪60年代发明的电

脑技术及应用。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电脑应用技术虽

然姗姗来迟，但可以肯定地说，世界电脑数字化印刷

设计技术的高速发展期并非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

而是几乎同步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纵深时期。王

受之认为：“从平面设计400年发展的历史来看……到

了 20世纪 90年代……电脑逐渐取代了笔、尺子、剪

刀，成为设计的最主要的工具……平面设计的真正革

命化时期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

[3]

”。这说明中国

电脑数字化印刷设计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并

不遥远，也没有因起步稍晚而造成“先天不足”，而是

恰逢其时，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

2 从微观角度来看电脑数字化技术的革新

2.1 电脑硬件与软件工具的先进功能

电脑辅助设计的革新性主要源于电脑硬件与软

件工具的先进功能。从印刷设计标准文档设置到图

文信息处理，从设计原稿制作到电子拼版工艺应用，

从电脑文件的存储到数据文件的读取与复制等，电脑

辅助设计在数据化、标准化、规范化等方面的优势是

手工设计与拼版所无法企及的。比如，电脑应用软件

采用数据化的方式处理印刷设计的图、文、色等要素，

对数据原稿的文档尺寸、元素大小、倍率缩放、色彩成

分、图像精度、工艺应用等内容可以做到精确无误，并

能轻而易举地进行文件复制、存储与读取。此外，电

脑辅助设计还可以在电脑虚拟环境里实现三维立体

形态、材质等多方面的逼真效果，有利于提高印刷产

品形态、结构、色彩、材质的可视性与预见性，展现手

工设计所无法达到的视觉效果，也便于观看数字化虚

拟图像或演示视频，免去了设计阶段一些不必要的实

物打样，起到了节省生产成本、提高效率及绿色环保

的作用。

与手工设计相比，电脑辅助设计可做到数据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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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流程规范、工艺严谨、生产高效，克服了手工操作

中的人为误差。不过，电脑辅助设计也存在不足，它

完全依靠电脑软件，设计师被困扰的程度大，感情投

入和设计元素不足，设计师缺乏与作品深层次的交

流，设计作品或缺乏个性，或形式雷同，缺乏新意

[4]

。

2.2 电脑“外设”工具的辅助作用

在电脑印刷设计及后期生产加工中，除了需要电

脑软、硬件之外，还需要一些数字化辅助设备，即电脑

外围设备，简称“外设”。印刷设计常用的“外设”有扫

描输入、打印输出、移动存储、网络传输与数据处理等

设备。其中，扫描输入设备有滚筒式扫描机、平台式

扫描仪，数码照相机也已称为图像输入的重要工具；

打印输出设备主要有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喷绘

写真机、数码直印机、菲林输出机等；移动存储是对电

脑主机硬盘存储的延伸与补充，常指便于灵活移动或

随身携带的电脑磁盘，它是电脑“外设”的重要成员，

为电脑数据文件存档、移动办公及异地数据传输等提

供了充分的技术保障，常见的移动存储设备有移动硬

盘、闪存盘、数据光盘等。

从微观角度来看，印刷设计数字化技术发展与进

步，既要有功能先进的电脑软、硬件，也要有与之相辅

助的“外设”工具。正是这些先进的数字化设备与技

术应用改变了印刷设计及印刷产品的传统生产模式，

开创了电脑数字化印刷设计的新时代。

3 电脑数字化技术应用带来的反思

3.1 设计教育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在20世纪末，中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扩

容扩招，与电脑数字化技术应用紧密相关的艺术设计

专业成为了各高校竞相设置或扩招的热点。在近十

年的招生就业中，虽然高校给社会提供了数十万的平

面设计毕业生，但那近乎急功近利的扩招与人才培养

方式暴露了许多弊端与隐忧：在一些高校的艺术设计

人才培养过程中，电脑工具及技术的功能作用被过分

夸大，甚至把电脑软件操作当成是艺术设计教学的主

体内容，而个性化与创新教育严重不足；基础绘画训

练在一些院校遭到质疑，被看成是过时的手工艺术形

式，不如电脑数字化技术的革命性与时尚感，完全忽

视了手绘对培养学生构图、审美及创意草图快速表现

等方面的基础作用，有“去艺术”化的倾向；民族艺术

与传统文化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盲目崇洋及拿来主义

等现象严重。高校艺术设计教育要健康发展，这些现

象、问题必须得到正视和纠正，绝不能“瞎子摸象”主

观臆想。否则，设计教育不仅将失去创造性与艺术

性，还将丧失民族性。

俯瞰 20世纪 60年代中后期的欧洲，意大利的现

代设计之所以能后来居上的取代风靡欧美数十年的

“斯堪的纳维亚风格”，依靠的就是意大利深厚的传统

文化、艺术与手工制造工艺，以及个性化的创造。在

北欧人创造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中，“为日常生活

创造更多的美”就是设计师们的座右铭，从中不难看

出，艺术美对于北欧设计的重要性。在当今，电脑数

字化技术的重要性已经没有人会质疑了，不过，当电

脑辅助设计工具解决了许多设计的技术问题后，设计

师个人的知识积累和创造力、想象力就成了决定设计

优劣的重要东西

[5]

。同样，作为传统手工设计主要表

现手段的绘画艺术，对提高电脑数字化时代印刷设计

的形式美感、个性化表现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手绘

在草图表现、创意记录等方面具有更灵活、快速、方便

的优势，明显优于电脑绘制。“人类大脑进行创造和想

象的潜能无穷无尽，绘画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这种能

力”，“绘画是一把能够产生创造力并打开其他思维问

题大门的钥匙

[6]

”。尤其在机器大生产的时期,手工设

计、制作的一些优势，应该得到保留与发挥，提倡高度

情感化的产品形态

[7]

。因此，当代印刷设计师既要掌

握电脑辅助设计的操作技能，更要具备良好的手绘基

本功与艺术修养、丰富的创意方法与创新能力，在设

计作品中体现出时代性与民族性、独创性与思想性。

3.2 技术手段与设计创新引发的思考

从世界文明进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历史来

看，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现代设计的创新发展，电脑数

字化工具让技术因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但世

界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表明，工具及技术手段的进步

跟设计创新没有必然的联系。人类可以用现代的科

学原理与技术手段解释古今中外的物质现象，却还无

法量化人类所有的创新思维，解答全部艺术创造的主

观成因。纵观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精神需求与意象美

感贯穿造物设计之中——原始彩陶的拙朴之美、青铜

器的狞厉之美、秦汉瓦当的吉祥寓意、汉代漆器曲线

构成的抽象表达等。中国传统艺术以为“意象是融入

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于客观物象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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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主观情意”

[8]

。在提倡多元化的今天，设计在体

现高薪技术、提供良好功能的同时，还充当着表现民

族传统、人文特点、个性特点的多重角色

[9]

。因此，高

新技术不是设计创新的本源，它仅仅是创新的外部条

件；先进的电脑工具与技术手段不是万能的，它只能

作为艺术家或设计师创作的“拐杖”。在当前电脑数

字化技术手段推动设计走向时代前台的表象中，切不

可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创新思维、方法等对于

设计生命力的本质作用。

通过反思认识到，设计教育必须遵循辩证统一的

思想方法与实事求是的办事原则。既要培养懂电脑

技术、工艺的技能人才，又要重视培养具有创造性、责

任感、民族性的创新人才；在设计创新的过程中，既要

重视工具、技术的客观因素，也要重视人的主观创新

因素；设计作品要关注情感，体现人性化，关注环保，

体现责任感，创造个性，体现创造性。“设计的要义是

创物-创生-创符-创和，即创造真的日用产品物品、善

的生态智慧环境、美的视觉传达符号，以利于人类的

和谐同存悠久共存

[10]

”。

4 结语

综上所述，电脑数字化技术在印刷设计领域的应

用，促成了印刷设计行业的历史性转变与跨越式发

展，促进了行业新经济模式的转变与生产力的提升，

增强了“中国制造”的质量水平、市场竞争力与国际地

位，推动了印刷设计行业专业技术人才的推陈出新。

世界发达国家工业现代化道路与中国改革开放

发展经济的实践表明，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手段替代不

了设计的创新要求，电脑并非人脑，仅仅是辅助工

具。在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快速融合，多元化

与个性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结合的背景下，应该努力

探索技术手段、创新思维、民族艺术、传统文化等多方

面的有机结合，培养好数字化时代所需的本土创新设

计人才，创造出更多、更好、更美的作品。在全球科技

进步光环的照耀与中国社会转型期浮躁的情势下，既

要驾驭好科技“利好”造福于社会经济及文化教育，也

应遵循设计艺术的客观规律与创新要求，多点理性、

多点反思。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日益成熟，代表先进

的创造观念和方法必定会溶入本土

[11]

。中国的设计教

育与产业经济必将会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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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驱动力推进着一个时代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

式并非必须异常节俭、过度绿色环保的非常态化生

存，而是倡导一种尽可能低调朴素的生活方式，倡导

一种回归自然、平衡生态环境的绿色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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