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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报纸版面是报纸编辑的重要环节，是报纸语言
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报纸版面经过数十年的变迁，版数增
加，版面形态呈现从走文到方块、从单调到多元的趋势，越来
越强调视觉意识。看似技术性的报纸版面形态变化，其实是
由技术革新、编辑感知的读者需求、媒体竞争环境，以及各种
政治及社会压力相互作用而带来的。在读图时代如何在版面
设计上令图文交相辉映，充分发挥报纸的社会功能，值得每
一位从业者深思。

关键词：台湾报纸 社会变迁 版面

媒体传递信息总是离不开形式与内容两个层面，相比于
时间性的媒体广播和电视，报纸因为保有空间性的形态，其
形式———版面———就成为报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版面看
似无关紧要，事实上却是报纸编辑的重要环节。

目前，台湾本土综合性报纸多为对开，张数多为 4 到 18
张之间。综合性报纸多数分为不同叠，以专版形式提供各种
软硬信息。报纸文字一律采用繁体，文字横竖交错，传统报纸
以竖为主，新兴报纸则多使用横排的方式。版面结构方面，模
块式是主导，在同一个模块之内，将几条内容相关、篇幅相近
的新闻并列组合以规则对称的方式呈现。售价方面，除《苹果
日报》售新台币 15 元外，其他综合性报纸多标价新台币 10
元，专业性报纸如《经济时报》和《工商时报》则为 20 元（表
一）。

台湾报纸的版面形态是经过多次改版逐渐确定的，且还
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本文综合已有文献描述台湾报纸版面变
迁的轨迹，尝试揭示台湾报业如何回应技术变迁与媒体环境
改变，以期为大陆报业提供借鉴。

一、从走文到方块 电脑技术改写版面形态
台湾最早的近代化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于 1885 年创

办于台南，长 25 公分，宽 15 公分，外形结构近似于书籍。创
刊号出版 4 页，第二号起出版 8 页，全部以闽南语式罗马拼
音书写。及至日治时期，西风东渐，台湾报纸逐渐摆脱书籍的
形态。据杨惠娟研究[1]，台湾报纸在日治时期就已十分接近现

代的报纸，从 1915 年开始，台湾报纸版面出现分类的形式，
相同性质的新闻规划于同一版面，编辑也开始区分重要与不
重要新闻，并依照新闻的重要性加大标题与篇幅。当时的台
湾第一大报《台湾日日新报》1922 年 1 月改版（表二），已经
颇具现代报纸形态，也使得其他各报纷纷效仿。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台湾六家报纸合并为《台湾新报》，该
报仅出版一大张四版，后来则只剩下两个版面。报纸的编排
方式全部都是横栏短行，正文直排，由上而下，已脱离近代中
国传统报纸竖栏长行、一行到底的编排形式。

从日治时期到 1965 年《联合报》启用全世界中文报纸第
一部中文全自动铸排机，中文报纸都是用人工铅字排版的方
式组版。这种编辑方式束缚了编辑创意的展现。铅字排版是
单个字的排列，文字一个个捡出来，拼成一大块的铅块。如此
一来，一行 9 个字如果要改成 12 个字，就要重新挪动，非常
麻烦，因此铅字排版时期的版面设计是以最少变动为原则，
会将方块的内容放在版面的边缘，版面的中间地带，则多是
每行 9 个字的走文，一则新闻，尤其头条新闻，可能从版面的
最上端持续走到最下端。和短字行相对应，当时的报纸版面
多数采取梯形样式编排，从右上角的最高梯逐步向左下挪
移，并配合格线区分。这种编排方式常呈现题长文短状态，配
以花边或双线框，标题常使用不同字号、字体。

在这种技术条件下，编辑的主要工作是把各种性质不
同、内容不同的新闻，通过权衡其轻重及对读者吸引力的大
小，分配到不同的大小标题，将新闻呈现于版面上不同高低
的位置，使读者对当天新闻有一目了然、条理分明的感受。相
比于电脑排版之后编辑更多地介入到组稿的工作中，当时的
编辑从事的基本上是“文字资讯整理的工作”。[2]

由于是拼版师傅对报纸版面进行人工组版，拆版重组涉
及面太广，编辑在此限制之下往往只能做很有限的版面更新
和重组。因此，当时的编辑不仅需要具备流利的文笔和良好

从文山字海到视觉中心
———台湾社会变迁与报纸版面革新初探

佘绍敏，庄杨筱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表一 部分台湾报纸价格（台币，据 2013 年 10月 14日中国
文化大学藏报记录）

表二《台湾日日新报》1922 年 1月改版后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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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学修养以修改新闻稿，还要熟悉字号大小和字体样式，
以应对版面处理和拼版的需求。

随着科技的进步，台湾报业投入电脑中文输入法的研
发，《联合报》于 1982 年 9 月 16 日正式上线电脑编排，是全
世界第一家采用电脑编排的中文报纸。在电脑技术的辅助
下，编辑制作的版面和外观都与以往大大不同，报社逐渐从
打字员打字发展到记者打字、编辑在电脑上看和编。铅字排
版时代，用几号的标题字要经过深思熟虑，因为一旦决定字
号，若要更改就会非常麻烦，可能要改变整块版面。但用电
脑组版，标题在屏幕上用鼠标按着拉，大小随心所欲。因此，
以往由于块状编辑很费时间，编辑往往不喜欢采用，通常将
块状新闻放在报纸的四个角落，重要的新闻，往往是文转好
几批，再加一些小标题；而电脑特别擅长做方块，方便简洁，
块状编辑在电脑组版开始使用后很快就流行起来。[3]这场革
新体现在版面上的变化就是块状组版盛行，走文逐渐被淘
汰。

中文报纸历经铅字排版、照相打字到电脑组版排版三阶
段，报纸版面风格变化很大。第一次过渡，即从铅字排版过渡
到照相打字，版面风格的变化并不大；但第二次过渡，即从照
相打字过渡到电脑组版排版，则使得报纸编辑哲学出现革命
性影响。走行消失、矩形编排盛行不仅方便读者的阅读，也有
利于编辑在方块里面或者旁边配置照片或图表，增加新闻临
场感和解释力。

二、从限张到多张“解禁” 拓展报纸发展空间
如果说版面呈现从走文转向方块是电脑技术引入所带

来的必然结果，版面数量从限张到多张则是因政治局势改变
而致。多张的报纸内容繁多，报纸版面区隔的重要性就大大
提高了。

1950 年 11 月下旬，“行政院”训令各报从 12 月 1 日起
“一律缩减篇幅，至多不得超过一大张半”。1955 年 4 月 21
日“行政院”颁布“战时新闻用纸节约办法”，重申“限张”内
容。后来在报业的努力争取下，该“办法”经过三次修订：1958
年 9 月 1 日起由一大张半增为两大张，1967 年 4 月 20 日增
为两大张半，1974 年 3 月 1 日起增为三大张。此后一直到报
禁开放，各报都遵循这一规定，每日出报未曾超过三大张。

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社会的开放，三大张
已经很难满足工商社会的广告需求。以《联合报》为例，为了
突破篇幅限制，《联合报》作了一种“无中生有”的努力，即是
扩充地方版，使各县市读者可以在一般性新闻之外，读到更
多的当地新闻。1970 年 6 月《联合报》的第七版有台北市郊、
北部版、中部版、嘉义云林版、高雄屏东版等五个大版，到
1978 年 7 月地方版已经发展为十四个大版，到 1981 年已经
有十九个版了。[4]

由于报纸的广告版面供不应求，为了挤进越来越多的新
闻和广告，各大报只能不断缩小字体、减少照片和留白，牺牲
版面美感，后来更是采取了分版、缩版、换版的手法，使有限
的版面得以无限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闻和广告版
面供不应求的现象，也为大报带来更多的广告收入，促进了
大报的扩张。

限张政策之下，版面十分紧张，美术编辑的版面设计和
图像处理能力几乎没有发挥的余地。报禁之前，报纸从上到
下一般是 14 批，而到了报禁之时逐渐增加到 21 批，可以容
纳 2 万个六号字[5]，去除标题等大号字体和图片，通常文字内
容在 1 万 1 千字以上。文山字海之下，报纸字号小，几乎没有
留白，阅读难度颇大。“解禁”之后，报纸版面大幅增加，报纸

编辑有了更大的挥洒空间，出现了大标题、多图片，到 1994
年版面容纳的字数已经从报禁时的万余字下降到 8500 字左
右，之后更是不断减少。

蔡祥荣抽样《中央日报》、《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由
时报》1988 年、1992 年、1996 年、2000 年、2004 年共 5 个年
份的一周版面，计算上述各报每周平均发行的版数。[6]作为对
该数据的补充，笔者获取 2008 年、2012 年以及 2013 年 3 月
第一周的平均版数，以观察各报近年来的变化（表三）。

表三体现了政治因素对报纸版面数目的影响。首先，报
禁解除给台湾报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各报版数剧增，
此后基本维持在四十版至六十版之间。其次，政局变化和政
党轮替影响报纸生存———《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的党报，一
直都处于惨淡经营状态，特别是在民进党上台四年后的 2004
年，《中央日报》的处境更为艰难，到了 2006 年，《中央日报》因
严重亏损而停刊。而同一阶段《自由时报》却迎来了飞速发展，
在 2000 年政党轮替之后，版面数量持续增长，在 2004 年已成
为上述台湾四报中出版张数最多的报纸。于 2003 年 5 月加入
台湾报业竞争的《苹果日报》以迥异于台湾本土报纸的办报风
格，跳脱政党政治，不带政经包袱，不仅成功站稳了脚跟，更是
逐步确立了自己目前在台湾各报中的龙头地位。
“解禁”之后报纸张数增加，为了让读者找到自己需要的

信息，将多张的报纸进行区隔就是必然的选择。于是，报纸分
叠日渐普遍，报纸开始出现体育一叠和财经一叠，到周末还
会出现娱乐一叠，妇女一叠。后来变化更为繁复，例如房地
产、旅游、书籍、汽车等，各有其版面和分叠归属，一叠包括哪
几版也慢慢发展出一定的规律。对于读者来说，分叠相当于
为不同类别的新闻找到区隔，能指引读者更快地找到自己感
兴趣的内容；对于报社的广告客户来说，他们也更容易找到
自己刊登的版面，相应地更能够到达目标受众。

以下以 2013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当日台湾主要报纸为
例说明台湾报纸的分叠状况：
《联合报》该日印刷 A 叠 16 版，涵盖“头版”、“焦点”、“要

闻”、“话题”、“生活”、“财经”、“社会”、“综合”、“文化”、“两
岸”、“国际”、“民意论坛”等。第一叠以外，另有 AA“财经 / 教
育”4 版、B“北市 / 运动”4 版、C“影视 / 消费”8 版、D“家庭 /
副刊”4 版、E“广告”8 版和“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
tional Weekly”6 版（四开 12 版，每周二出刊），共计 50 版。叠
报时该报并没有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如 D“家庭 / 副刊”版就
夹在 AA“财经 / 教育”版之中。
《中国时报》该日印刷 A 叠 16 版，涵盖“要闻”、“倒阁大

对决”专版、“政治”、“生活”、“综合”、“社会”、“文化”、“国
际”、“两岸”、“时论广场”（言论）等。第一叠以外，AA“财经焦

表三[8]《中央日报》、《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版面
数目（单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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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4 版、B“台北焦点 / 运动”4 版、C“影视”8 版、D“休闲·人
间”4 版、E“台北市”12 版（广告版），共计 48 版。
《自由时报》该日印刷 A 叠 16 版，涵盖“焦点”、“政治”、

“生活”、“财经”、“国际”、“台北都会焦点”和“自由广场”（言
论）等。第一叠以外，另有 AA1“台北都会新闻”、AA2“台北都
会生活”、B“社会·体育”8 版、C“聚富”（财经新闻）4 版、D“影
视艺文”14 版和 G“广告”10 版，共计 54 版。
《苹果日报》该日印刷 A 叠 20 版，涵盖“头条”、“要闻”、

“社会”、“法庭”、“生活”、“大台北社区新闻”、“地产”、“苹果
调查”、“论坛”、“国际”、“缤纷世界”等版。第一叠以外，另有
B“财经”8 版、C“娱乐”14 版、D“体育”6 版、E“副刊”12 版和
“求职王”6 版（四开 12 版，求职、广告版）共计 66 版。《苹果
日报》是四报中唯一分叠逻辑最为清晰者，每叠自成一体，各
有着重，顺序清晰。

从上述情形，亦可见报纸阅读率与版数之间的对应关
系。2012 年“台湾传播调查资料库”显示台湾民众最常阅读
的报纸依次为《苹果日报》、《自由时报》、《联合报》、《中国时
报》。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公布的“二○一二媒体风云排行
榜”也显示，《苹果日报》再度拿下民众最常阅读报纸第一名，
阅读率为 52.9%，尽管比 2011 年下滑 0.4%，仍大幅领先第
二名、阅读率为 32.4%的《自由时报》，《联合报》及《中国时
报》则分居第三、第四名，阅读率分别为 22.1%和 15.7%。

尽管台湾各大报基本维持其版面数目不变，但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它们多进行了“瘦身”努力，以节省开支。其中以
《联合报》“瘦身”最多，不仅宽度为四报中最窄者，长度也较
其他报减少约 3 公分（表四）。

三、从单调到多元 呼应社会变迁和读者需求
报纸张数增加，内容丰富起来，各报更是通过一次又一

次的改版将版面的设计和版面的内容从单调推向了多元。
报禁时期，报纸的第一版和第二版是政治新闻专区，充

斥政治八股，不论是记者还是编辑，很少有发挥的机会，编辑
只能在社会新闻和其他软性新闻上展现创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台湾快速变迁的年代，这时期政治改
革、股市投资、社会运动渐渐成为人们关切的议题，报纸的头
版和二版仍然是政治八股，但原本社会新闻挂帅的三版开始
改版回应社会变迁，以配合社会多元化的发展。1982 年 9 月
1 日，《中华日报》率先净化第三版，由社会新闻改为大众文化
生活版；1983 年 8 月 10 日，《联合报》也将社会新闻从第三
版移到第五版，第三版改为现代生活版，报导生态、科技、生
活、教育、人文、人民权利义务及社会价值变迁等题材，8 月
23 日《中国时报》也跟进。[9]这样的改版，结束了长达三十余
年的社会新闻挂帅时代，也显示社会的多元化和经济的发
展，已经开辟出政治、社会之外的新闻宝藏。[10]

版面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编辑能够使用的字体越来
越多，编排的弹性范围大幅扩充，各种版面创新尝试不断进
行，树立了新一代编辑典范。陈顺孝认为报纸版面变化有三
个指标性的事件，一是报禁时期《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对
版面设计进行的大胆尝试，当时该报副刊主编高信疆在五十

天内找了五十个各行各业顶尖的专家设计五十种不同的版
面，让人们看到版面设计的无限可能性，推动了报纸版面设
计观念的革新；二是《自由时报》用横报头（但是还是直排的
内文）；三是《联合晚报》创刊，直接采用全面横排的方式，颠
覆了台湾报业传统的版面设计方式。[11]目前台湾综合性报纸
多呈现横竖并用方式，尤其是硬新闻版面，通常是标题从左
至右横排，内文从右到左直排，体现了版面设计变革期的特
征。至于晚报、专业报纸，则都已经采取横排的方式。

随着改版的进行，报纸头版和二版不再是政治专区，报纸
一、二、三版渐渐连成一气，反映当天最热门话题，不论是政
治、经济、社会、体育还是娱乐，报纸的内容越来越多元丰富。

通过对历次改版的改版声明以及报系内刊的分析，徐银
矶总结了报禁解除后的十年间《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改
版目的：《中国时报》是为了“扩大新闻版面、区隔新闻版面、
强化新闻内容、呈现多元意见、分类广告加以集中、强化言论
质量、字体改良、精写精编”，《联合报》则是为了“自我提升、
提供多元讯息、调整版面规划、增加可读性、新闻多元化、新
闻结构维持稳定多元及均衡性、好读好看好找、关怀反映地
方事务、增加新闻选择及减轻资讯负荷”。[12]

从这些总结，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扩大新闻版面”还
是“自我提升、提供多元信息”，共同目的是为了在内容上吸
引读者；而“精写精编”和“减轻资讯负荷”则是为了让报纸更
好读，面孔更具备亲和力，以便和电视竞争。此时的《中国时
报》和《联合报》都在不断回应社会变迁，尝试满足读者需求，
提升自身品质，其目的在于呈现一份内容上多元丰富、形式
上亲近读者的报纸。在具体的操作上，两报除了开始强调版
面的区隔以外，还创办“专刊”，强调“生活”，同时加强回应经
济发展形成的财经信息需求和因应快节奏生活形成的娱乐
信息需求。具体到版面安排，通常第一叠放置国内国际重大
政治、经济、社会新闻；第二叠则是地方舆情和地方文化；第
三叠及其后则是影剧、体育、文化等内容。

四、从无到有的视觉意识 与电视和网络争夺读者注意力
传统报纸版面设计往往以传播信息为导向，版面上新闻

多而繁复，对图片的应用十分拘谨。而现代报纸版面设计则
强调戏剧化的影像，以视觉为导向，重视标题、字体表现的风
格和易读性，重视照片、图像、提要索引、分栏等在版面上的
吸引力，新闻呈现更有系统，以方便读者找到自己感兴趣的
内容。报禁解除之初各报的改版重点强调新闻内容的加深与
拓广，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有线电视对台湾日常生活的渗透
已经促使各报重视“视觉化导向”对版面的影响。以《中国时
报》为例，该报于 1998 年开始进行版面视觉革新的大工程，
在编辑概念上，首先打破“文字独大、视觉其次”的思考积习，
让文字和图像两种元素等量齐观、相辅相成。[13]苏蘅认为，台
湾报纸版面在历经十多年的竞争磨合、创新改良后，出现的
转变有：版面和排序更为清晰明确，有助读者各取所需；内容
丰富多样，议题角度多样，每个版面新闻均有一定长度的规
范，不长也不短；照片数量变多，空间放大，以抓住读者目光；
以及报纸视觉导向的设计益发凸显。[14]

《苹果日报》促动了台湾报纸版面的进一步变革。据陈顺
孝总结，在 2003 年 5 月《苹果日报》登陆之前，台湾三大报在
版面方面也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设计革新以应对该报：一、彩
色版面的增加，以《自由时报》的全彩印刷最具代表性；二、强
化导览，以《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将报纸分为 A、B、C、D、E、
F 叠最为突出；三、强化图像编辑，包括放大图片、增加资讯图
表，各报都积极进行。[15]

表四 版面大小（以 2013 年 10月 15日的报纸计算，单位为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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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登陆台湾之后，各报更是纷纷增加社会新
闻、放大照片、改良编排、增加彩色印刷比例。至此，彩色化、
图像化成为台湾报纸版面风格的主流。报纸版面以矩形排
列，块状组版，留白更多。头版新闻则数越来越少，版面越分
越细，新闻标题和图片越来越大，头版新闻非惊耸不休，版面
表现的风格朝向耸动或震慑人心的表现主义发展。版面栏数
的概念越来越模糊，近年的台湾报纸版面已经很难看出各报
基本栏为几栏了。这时候的台湾报纸，电脑组版、编采全程自
动化渐成主流，版面设计走向讲究单元式规划、块状组合、视
觉震撼中心（CVI）的西式编法。[16]创造 CVI 的方式通常是在
版面上以字体、照片、图表、标题等营造视觉焦点，最有效的
手法是大照片、大字体、或整套新闻组合（Packaging），其中
新闻组合指的是针对某（几）则新闻以照片及内文的组合“包
装”在一起，制造特殊的效果或是独特的辨识性。[17]近二十年
间，几乎所有台湾报纸已在版面上规划“主题新闻的套稿”

（topical packaging）和“分稿”（segmentation）处理。版面上选
择当天最重要的话题新闻，以主新闻搭配相关的副新闻、分析
稿或特写，组成一套话题，并在版面上规划一个区域放置这套
话题。一个版上可能有几套不同的话题新闻，每套话题新闻都
能告诉读者这个主题新闻的范围和实质为何。如此将新闻组
合包装，往往得以在最大程度上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五、结语
台湾报纸版面经过数十年的变迁，版数增加，版面形态

呈现从走文到方块、从单调到多元的趋势，越来越强调视觉
意识，版面呈现软性和生活化的走向，版面风格朝向耸动的
表现主义发展，报纸视觉导向的设计益发凸显。版面形态的
变化体现了政经环境和技术发展的影响，展示了各报亲近读
者的努力，由此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读图时代，应为读
者呈现什么样的图？如何处理好“图”与“文”的关系？

如前所述，报纸编辑的电脑化促进了版面的革新，这不
仅体现在组版方式上走文向方块的转化，还体现在利用电脑
技术创制各种示意图表，辅助文字的理解。图表同时提供图
像和文字材料，让主控语文、数字和逻辑思考的左脑半球和
主控图像、艺术和空间思考的右脑半球同时启动，因此人类
处理图文整合的信息时，比起纯粹文字或影像素材更加有效
率。[18]利用电脑技术充分发挥图表功能有助于吸引读者注意
力、方便读者记忆相关信息和帮助读者作图像式的思考，台
湾报纸进行了十分可贵的实践。

报纸版面的变化使得报纸越来越“好看”，但也应该避免
因此可能出现的对形式美感的过度强调和对内容深度的忽
视。姚福申指出，现代版面设计应当遵循三个美学基本原则：
一是时刻牢记形式必须服务于内容，版面的一切设计都是为
了突出内容，不能喧宾夺主，以形害神；二是图片的运用要精
到，该大则大，该小则小，该弃则弃，决不能把图片当成版面
的饰物；三是色彩和装饰技巧的运用要节制，不能过多使用
色彩和装饰技巧，不要试图把各种组版要素在一个版面上用
尽。[19]报纸毕竟不是“看图说话”的工具，将传统的“文字优先”
的编辑原则转变成为“影像优先”，一方面可能令报纸所擅长
的深度报道功能不能得以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报纸
关注点从严肃转向通俗，从大政方针转向琐事八卦。厚题薄
文，多图少字，呈现斗大的标题、大篇幅的照片、图像化的编
排、鲜艳的彩色印刷，这固然有助于吸引读者，但也有可能过
于煽情，令形式压倒内容，不利于形成理性思考的氛围。

版面会说话，它构成报纸的风格，既是一种艺术，同时也
是一种政治。一则新闻放在报纸的什么位置？占多大位置？怎

样下标题？要不要配图表？这些看似技术性的报纸版面形态
变化，其实是媒介技术革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媒体彼此间
的竞争以及编辑揣度的读者需求所决定的。好的报纸版面既
要有严谨的新闻编辑，又要有合理的图片布局；既要兼顾新
闻素养和版面美感，编排上还要具有易读性。在读图时代如
何令图文交相辉映，以充分发挥报纸的社会功能，值得每一
位从业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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