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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留白艺术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策略。方法 在分析了留白对现代平面设计的重

要意义及应用原则的基础上，以具体实例分别探究留白在海报设计、包装设计、网页设计、标志设

计中的具体应用方法。结论 留白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在符合艺术规律的基

础上恰当地应用留白能够更好地烘托主题、渲染气氛，使作品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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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Blank Art in Modern Graphic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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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blank art in the modern graphic design.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nd application principles of blank in modern graphic desig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blank in 

the poster design, packaging design, web design and logo design with specific examples. Blank has an important value and 

function in the modern graphic design, in accord with the art rules based on proper application space, which can better be 

able to foil theme, apply color to a drawing atmosphere, and make the work more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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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白，顾名思义就是在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空

白。艺术设计领域中的留白是一种狭义的留白，主

要是指在设计作品中没有任何图形和文字的空间。

虽然留白在艺术设计中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是

不等于说可以忽略，它在画面中与实体形态相辅相

成，起着拉开实体与实体之间的空间距离、增强整

个画面的空间感、突出主题形象的重要作用[1]。在

现代平面设计中，适当借鉴和使用留白艺术，通过、

留白营造视觉和心理活动的焦点，可以深化平面设

计作品所要传达的信息内容，构筑想象空间，为人

们提供更舒适的空间和视觉感受。 

1  平面设计需要留白 

1.1  留白能够强化设计作品的传达效果  

在中国传统绘画界，画家极其重视留白，希望

借助这种感性的方式体味人生。这一点在山水画中

尤为明显，那种不着墨色，只留纸面，以虚当实的

画面处理方法，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画面意境，寥寥

几笔就使物象达到了以有限寓无限的画面效果[2]。

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设计师恰当运用留白的这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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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作品画面作类似的构思设计，能够营造深远的

意境，增强作品的视觉感染力，强化作品的传达效

果。 

1.2  留白能够提升设计作品的格调情趣  

传统绘画中常常用“虚”来指代留白，这种“虚”

并不是“虚空”，而是“实”与“虚”的共同配合，以景

与情的“虚”来凸显画面中的“实”，提升作品的格调

情趣。虽然平面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传达信息，但要

想要迅速抓住观者的眼球，仅靠直接地表述往往显

得单调乏味。这时，将留白与图形、文字、色彩等

相互配合，可以达到虚实相生的传达效果，能够唤

起观者积极的心理感受，提升作品的格调情趣[3]。 

1.3  留白能够增强设计作品的意蕴美 

作为对作品画面深层次的情感理解，意蕴一直

具有审美意义。在传统绘画中，意蕴的营造主要依

靠留白，看似没有任何具象表现的物象，却在明确、

清晰地传达主题内容的同时加强了画面的艺术性，

使画面呈现出一种浓浓的意蕴美[4]。将这种传统的

留白意象观与平面设计理论相结合，可以给设计师

提供更多的灵感，以适当的留白形成独具特色的设

计意象，给观者带来视觉享受。 

2  现代平面设计中留白的应用原则 

虽说留白可以使平面设计更具视觉冲击力，但

留白不能乱用，更不能滥用，应做到既要有空白，

又要有呼应。具体来讲，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应用留

白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2.1  和谐之美 

和谐是一种自然美，这种美需要靠人的审美修

养和感觉去创造，虽然没有一定的章法，但是会受

到受众的制约。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运用留白时，设

计师必须要以和谐为前提，不可胡乱使用，过多或

过少都会使作品的整体效果大大降低，应根据实际

需要，与作品中的其他元素恰当搭配，给受众以舒

适的感官体验，这样才能达到和谐美的艺术效果[5]。 

2.2  整齐划一 

整齐划一是审美的基础部分，也是受众对艺术

设计的最低要求。现代平面设计要想使受众乐于接

受自身所表达的内容，必须坚持整齐的原则，将留

白与简洁、工整的画面统一规整，达到视觉统一的

目的，让观者不自觉地深入作品，产生情感共鸣。 

2.3  符合规律 

整齐划一现象存在于客观世界里，是人们对事物

形态的一种基本要求。符合规律要比整齐划一更复杂

和高级。在现代平面设计中，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

对变化的追求。作为平面设计师，在将留白加以运用

的过程中，应遵循一定的艺术规律，不能将其他元素

随意分割，要在富于变化的空间中恰当地融入留白，

使留白成为设计的助力，而不是反作用[6]。 

3  现代平面设计中的留白艺术 

在平面设计实践中，设计师应使画面中各构成

要素与留白无形的气场协调统一，加强作品的格调

与意蕴，使平面设计作品获得最佳的画面表现效

果。 

3.1  海报设计中的留白艺术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在

杂乱地摆放了众多物品的小商店时，心情会变得压

抑和烦躁，会降低原本的购买欲望；而在合理布置

物品的高档商店，却能心情愉悦、乐于购买。造成

这种反差的原因就是留白的合理与否。在海报设计

中，要想达到理想的设计效果，同样要合理利用留

白，让留白的“虚”更好地衬托画面所要表达出来的

“实”，给受众以舒适的视觉体验[7]。 

比如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设计的《跨越中

西》海报就巧妙地运用了留白艺术。在这一海报作

品中，上下两个亮点完美呈现了东方与西方两种风

格的融合与碰撞，把靳埭强和格吕特纳两位设计大

师的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更好地照应主题，

那些具有传统经典元素的文字与图形在作品中仅

存在于小面积的范围，更多的是运用黑白两色进行

的留白，深远的意境为观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

间。虽然从视觉上并不能看到具体的影像，但是观

者却能够从整体上去感知留白与具象图案所营造

出的浓浓的含蓄美，进而了解作品所要传达的信

息，从内心里感受到艺术的洗礼，获得情感的共鸣。 

又如一则关于节约用水的公益海报设计，它同

样利用了留白艺术来增强设计效果。在 120*8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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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幅画面中，“节约用水”4 个字被安置在画面纵

向黄金分割点处，其余面积全部留白。这样的设计

既给人以视觉刺激，又发人深思，远比满纸的画面

与文字更能震撼人心。 

当然，留白并不只限于中国的平面设计界，在

国际设计界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样是海报设

计，日本国宝级平面设计师田中一光的海报作品将

本国传统艺术和现代设计理论完美结合，再配以简

练的语言和恰当的留白，营造出了深远的意境，增

强了作品的美感，受到了日本民众的喜爱。 

3.2  包装设计中的留白艺术 

在包装设计中运用留白，可以将包装设计的重

点和主题凸显出来，烘托情境，渲染包装的意境和

艺术性特色，给消费者以舒适的视觉体验。尤其在

当前这个生活节奏快、信息爆炸的时代环境下，人

们更加渴望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安宁，相比于颜色绚

丽、繁复多变的商品包装，运用适当留白的简约设

计反而更受消费者的喜爱[8]。日本品牌 MUJI 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突出包装的主题，MUJI 在

包装设计中运用了大量的留白，增大了图形与背景

的差异，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品牌标志。这样的设计，

不仅提高了消费者对图形的关注度，而且让消费者

的眼睛有了休息的空间，延长了视觉的停留时间，

最终以“无”胜“有”，让消费者更准确、快速地提取

了商品信息。 

除了在视觉上影响消费者的情绪，留白在包装

中还可以用来烘托情境，渲染包装的意境和艺术性

特色，使包装更加传神和形象，增强包装的吸引力。

以孔府家酒的包装设计为例，该包装设计以金色来

镶嵌底边，除了白虎纹样和书法品外，留白几乎占

据了全部的空间，不但突出了自己的品牌，而且以

古朴的神韵营造出了深远的意境，让人不由地对中

国文化啧啧称赞。 

3.3  网页设计中的留白艺术 

在网页设计中，很多设计师更加注重可用性，

对艺术性缺乏重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性可以忽

略，恰恰相反，具备一定艺术性的网页设计能够将

可用性进一步延伸和扩展，在实用的基础上增强美

感，给浏览者带来舒适的体验。难以想象在布满了

图像与文字的网页页面中，过大的信息量、繁多的

图像将会给浏览者带来怎样的压抑感，没有了浏览

兴趣，自然无法进一步理解和欣赏，过犹不及所指

的就是这样的状况，因此，在进行网页设计时，设

计师切不可贪图多与满，要利用留白的体量感，在

文字与图形之间构建节奏感、层次感和主次感，化

解信息繁多所造成的压迫感，让浏览者能够在透气

的氛围中轻松、愉悦地浏览与享受，达到在不平衡

中寻求平衡的艺术效果[9]。比如一个网页中的左右

两部分都有文字，设计师可以适当调整它们的大

小，将左边的文本内容放大，置于靠上的位置，留

出一小部分空间；右边的内容较少，可以放在下角，

在上面部分适当留白，使整个页面上的要素排布呈

现出高低错落、跌宕起伏的节奏感。当然，并不是

所有的网页设计都要在不平衡中寻找平衡，不同种

类的网站要区别对待。例如，政府官网要求威严、

素雅，设计师在运用留白时应把握好度，不能盲目

地用留白制造效果，而要与网页主题风格一致，有

节制地利用留白，使网页在风格统一的前提下达到

理想的设计要求。 

3.4  标识设计中的留白艺术 

在标识设计中，在图像后的基底空间设置留

白，可以打破僵硬的画面，促使留白中的主体物得

到强化，更好地传达设计理念。以中国人民银行的

标识设计为例，该标志将我国古币和汉字的造型元

素与留白完美结合，传达了企业理念。通过 3 个古

币构成的人字，将人民银行中的“人”字表现了出

来，而在这个“人”字中间的留白部分也形成了“人”

字造型，这么多的“人”凝聚成抽象化的意义，将人

民银行“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很好地表达了出来，

既有效地显现了标识内容，又让整个画面得到了一

种视觉平衡，增强了标识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4  结语 

留白是一种意象表达形式，对现代绘画、设计

及审美具有深远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

重要地位[10]。尤其在世界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不

止在中国，很多国外的设计师也将目光聚集在了留

白这一独特的艺术手法中，通过恰当运用留白提升

了设计作品的艺术价值，实现了自我提升。作为本

土的平面设计师，更应该多看一些优秀的设计作

品，虚心向前人学习，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积累，

对留白艺术灵活应用，使平面设计作品既具东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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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又不乏对时代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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