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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塔组织原则在针织面料设计中的运用

郭 熙
(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信息与智能工程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7)

摘 要: 在介绍格式塔心理学的主要观点及其组织原则的基础上，论述了图形与背景的关系原则、接近或邻近

原则、封闭原则、相似原则在针织面料设计中的运用，从大小、颜色、形状、肌理、材料等 5 个方面对相似原则进行了

说明，旨在运用视觉传达的基本规律与原理指导针织面料设计。通过对格式塔组织原则在针织面料设计上的应用

实例分析，提出了对针织面料设计的 3 点启示: 基于相似原则的多种视觉规律相结合、基于闭合原则的多种“非闭

合”相结合、基于接近原则的韵律感营造。为针织面料设计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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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organizing principle of Gestalt in design of knitted 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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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oints and its organizing principles of Gestalt psychology were introduced，and
the four principle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figure and background，proximity or proximity principle，

closed principle and similarity principle were discussed in the design of knitted fabric．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similarity，five aspects，such as size，color，shape，texture and material，were
explained． The purpose was to guide the design of knitted fabric with the basic rules and principles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Then three points on the design of knitted fabric we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analyze of the application of Gestalt principles in knitted fabric design，which were combination of many
visual laws based on similarity principle，combination of many " non － closed" based on the closed
principle，sense construction of rhythm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proxi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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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塔是从人的视知觉感知出发，分析和研究

设计创作中人的视觉心理规律，它对平面图形和空

间设计都有重要影响，被广泛应用于平面设计、多媒

体设计、园林规划、建筑设计等领域。针织面料花型

结构变化丰富，将格式塔组织原则与针织面料设计

相结合，能够对针织面料设计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和

途径［1］。

1 格式塔组织原则概述

格式塔系德文“Gestalt”的音译，意思为完形，它

强调经验和行为的整体性，认为整体不等于部分之

和，意识并不等于感觉元素的集合。格式塔心理学

研究认为: 人类具有不需要学习的组织倾向，使人们

能够在视觉环境中组织排列事物的位置，感受和知

觉出环境的整体与连续。格式塔术语起始于视觉领

域的研究，但又不限于视觉领域，甚至不限于整个感

觉领域，其应用范围远远超过感觉经验的限度。目

前，基于格式塔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设计

领域。格式塔组织原则共有 8 条，本文根据针织面

料设计实例，介绍部分原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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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织原则在针织面料设计中的运用

2. 1 图形与背景的关系原则
图形是具有一定界线、组织比较严密的对象，要

让图形成为明确的认知对象，需要有明确的轮廓以

及突出的特点。背景是没有界线的同一性的空间，

人们习惯认为图形是被包围的比较小的对象，背景

则是包围着的比较大的对象。图形和背景的面积差

距越大，图形越容易被感知［3］。
“图形”和“背景”的角色不是绝对的，有时候会

出现图形与背景互换的现象。鲁宾杯见图 1。可以

看出“鲁宾杯”图形与背景的转换现象，人头像和杯

身轮廓都为人们所熟悉，可以从图中看出杯身与人

头像的造型，图中 2 个人侧脸白色部分的面积和黑

色杯身的面积接近，故此图形中的黑白部分可以互

为背景［4］。

图 1 鲁宾杯

图形与背景的关系原则在针织面料设计中体现

在以下方面:

①不同材料所形成的图形与背景。在针织面料

的设计中，往往会将不同的材料组合运用。不同材

料所形成的图形与背景见图 2。

图 2 不同材料所形成的图形与背景

该毛衫面料采用短纤纱和透明丝 2 种不同材质

的纱线以嵌花方式编织而成，因为白色短纤纱较粗

且强力高，形成的线圈紧密、厚实、耐磨性好，所以要

大面积使用，因此形成面料的背景部分; 透明丝纱线

装饰性强，但因为材质较细且易磨损、断裂，故不能

作为面料的主体部分，只能以“图形”的角色存在于

面料中。在图 2 中，因为 2 种材料的不同特性，所以

不能将“图形”与“背景”进行转换设计。
②不同色彩所形成的图形与背景。许多针织面

料由 2 种或多种颜色的纱线编织而成，不同色彩间

的分界线会划分出面料中的图形与背景。不同色彩

纱线所形成的图形与背景见图 3。可以看出，因为

2 种颜色的纱线面积相 似，故 它 们 之 间 可 以 互 为

背景。

图 3 不同色彩纱线所形成的图形与背景

③不同肌理效果形成图形与背景。采用不同针

织面料编织方法可以形成丰富多彩的肌理效果，不

同肌理的分布即可构成图形与背景。不同肌理所形

成的图形与背景见图 4。可以看出，该面料具有正

面线圈和反面线圈 2 种线圈形式，且 2 种线圈处于

不同的水平面，从而能形成一定的凹凸效果。因为

反面线圈部分较为凸出且面积较小，故被认为是

“图形”部分，而剩下的正面线圈形成“背景”。设计

者为了凸显图形部分，综合采用了“肌理”和“色彩”
2 种设计方法。

图 4 不同肌理所形成的图形与背景

2. 2 接近或邻近原则
该原则认为距离较近的对象容易被感知为一个

整体。等距离排列的线条见图 5。可以看出，6 根线

条等距排列，它们之间的“力”达到平衡; 分组排列

的线条见图 6。可以看出，6 根线条呈不等距排列，

有疏有密，打破了“力”的平衡，使 人 感 觉 相 近 的

2 根线条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了 3 组线条。
人们会把空间上位置接近的对象看成是一个整

体。当边缘线条越接近，就越容易将它们看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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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等距离排列的线条 图 6 分组排列的线条

整体，邻近原则对视觉形象的归纳见图 7。人们会

把一组鱼看成一个整体，归纳成一个矩形［5］。因

此，邻近原则在面料设计中可以用来方便地形成不

同的元素集群，方便消费者将纷乱的视觉元素按照

组来理解，减轻视觉检索的压力。

图 7 邻近原则对视觉形象的归纳

在针织面料的设计中，该原则也被广泛应用。
等距离排列的网眼图案见图 8，不等距分组排列的

网眼图案见图 9。图 9 中距离较近的 2 组被认为是

一个单元，每个单元形成了呈长条矩形状分布的

“对生叶”图案; 而图 8 因为列间等距排列，从而不

会被看作“对生叶”形态。

图 8 等距离排列的

网眼图案

图 9 不等距分组排列的

网眼图案

2. 3 封闭原则
封闭原则也称闭合的原则。有些图形是一个没

有闭合的残缺的形态，但主体有一种使其闭合的倾

向，即主体能自行填补缺口而使人对其感知为一个

整体。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人的眼睛具有自我完善的

功能。当人们看到不完整的图形，会根据已有经验

将其归纳为视觉经验的图形，因此在获得了常见图

形的提示之后，眼睛会主动补全不完整的线条，即便

这个线条不存在于纸面上，但也存在于人的视觉经

验中。视觉形象见图 10，封闭原则归纳后的图形见

图 11。可以看出，可以由矩形矩阵的留白感知到圆

形的存在。

图 10 视觉形象 图 11 封闭原则归纳后的图形

运用封闭原则进行针织面料的图案设计，封闭

原则心形图案见图 12。可以看出，面料中拉长线圈

形成的“心”形图案未完全封闭，右边开口，但并不

影响图案本身的完整性，人们的感知经验会补上缺

口，这样的设计更灵动、活泼、富有变化，同时充满了

透气感，不呆板。所以，用好封闭原则的设计手法会

让图案更加变幻莫测，富有生命力。

图 12 封闭原则心形图案

2. 4 相似原则
相似原则是指刺激物的大小、形状、颜色、强度

等物理属性方面比较相似时，这些刺激物容易被感

知成 为 一 个 整 体。相 似 性 原 则 应 用 见 图 13。
图 13( a) 中 2 个大圆的面积明显大于其余小圆，所

以大圆不但容易被感知，而且自然而然会被视为一

个整体，虽然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因为大小

一致，所以根据相似原则，距离并不影响它们的整体

性。图 13( b) 、( c) 中的刺激物则分别在形状和颜

色上具有相似性，故同样也被视为一个整体［6 － 7］。

图 13 相似性原则

在针织面料的设计中，相似原则可以有以下

应用:

①大小相似。大小相似的针织面料见图 14，

该针织面料为带浮线的两色空气层提花，白色浮

线部分形成大小不一、造型相似的雪花图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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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塔的相似原则，人们会将所有相同大小的雪

花图案归为一类［8］。

图 14 大小相似的针织面料

②形状相似。形状相似的针织面料见图 15，该

针织面料中，由挑孔形成了心形和折线 2 种形状，根

据格式塔的相似原则，人们倾向于将相同形状的所

有心形看作一个整体，将所有折线形看作一个整体。

图 15 形状相似的针织面料

③颜色相似。颜色相似的针织面料见图 16，该

针织面料为带折线的 3 色提花，其中橙色折线虽然

位于深红色折线两侧，但因为颜色相似，根据格式塔

的相似原则，仍然会将所有的同色部分视为一个

整体。

图 16 颜色相似的针织面料

④肌理相似。肌理相似的针织面料见图 17，在

该面料中，挑孔将整个面料划分为多个大小相同的

矩形区域，有的矩形区域为毛圈，其余区域为反面线

圈，尽管毛圈区域距离较远，但因具有同样的肌理，

故很容易被感知为一个整体。在本例中设计者为了

能区分出二大区域，不仅运用了不同的组织肌理，同

时还采用了不同的颜色进行区分。

图 17 肌理相似的针织面料

⑤材料相似。材料相似的针织面料见图 18，该面

料采用2 种不同材质的纱线通过局部编织的方式形成

图案，因为材料粗细与颜色都有较大差别，所以绿色部

分与白色部分很自然的被划分为 2 个部分［9 －10］。

图 18 材料相似的针织面料

3 组织原则对针织面料设计的启示

由格式塔组织原则可知，知觉经验服从某些图

形组成的规律，这些规律会统摄人们对图形的认知

过程。一般认为眼睛看到的事物就是事物的客观反

映，但是并非全部如此，从图 10、11 可以看出，眼睛

提供给人们的是一个经过加工和遴选的世界［11］。
设计师可以从以下途径利用格式塔组织原则对针织

面料进行设计。
3. 1 基于相似原则的多种视觉规律相结合

图 19 大小、颜色和形状相似的针织面料

格式塔强调了视觉经验的整体性，在面料设计

时，为了突出重点，强化特点，提高整体性，设计者可

以同时利用格式塔的多种视觉规律，大小、颜色和形

状相似的针织面料见图 19。

—12—



毛纺科技
Wool Textile Journal

第 46 卷 第 12 期
2018 年 12 月

该面料为了区分 2 种不同的图案，同时采用了

大小、颜色与形状都有对比的 2 种图形，这种设计使

同种大小、色彩与形状的图形也具有更强、更明确的

整体性，此案例成功运用了相似原则。
3. 2 基于闭合原则的多种“非闭合”相结合

闭合原则中的“非闭合”情况有无限多种可能，

图 12 中面料采用的是单个非闭合图案的重复使用，

为了使面料图案更丰富，同时又不失统一的整体性，

可以采用“非闭合”的多样性相结合，有多种“非闭

合”叶片造型的针织面料见图 20。多种叶片的“非

闭合”形态穿插组合，充满了设计感，同时并不会因

为“残缺”而影响人们对叶片造型的认知。

图 20 有多种“非闭合”叶片造型的针织面料

3. 3 基于接近原则的韵律感营造
2 个或者多个视觉元素结合在一起容易被认为是

一个整体，所以，可以通过这种近缘关系创造出简洁且

富有韵律感的效果。富有韵律感的针织面料见图 21。
此面料是采用提花方式编织的三色折线图案，采用接

近原则，设计出了“1、2、1”韵律的图案，同时，还可以设

计出具有更多变化、更加复杂的韵律图案。

图 21 富有韵律感的针织面料

4 结束语

多年来格式塔心理学以及组织原则作为从事

视觉设计工作者的指导，在各类视觉设计中被广

泛运用。本文通过对格式塔组织原则的解读，提

出利用人的视知觉特性和格式塔的组织原则来指

导针织面料设计。运用图形与背景的关系原则，

设计出不同色彩及不同肌理所形成图形与背景的

在针织面料; 运用接近或邻近原则可以进行针织

面料图案疏密排列设计，形成一定韵律感; 运用封

闭原则可以进行针织面料非闭合图案的设计; 运

用相似原则可以设计大小、颜色、形状、肌理、材料

相似的针织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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