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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图底分离一般性原理，挖掘邮轮舱室设计的存在图底关系的特征规律，为邮轮舱室设

计予以图底关系的再认识。方法 通过视觉上的图底原理，分析现役邮轮舱室视觉中存在的图底关系。

再以格式塔心理学的角度理解其图底分离的条件，借以总结出舱室图底关系的种种规律，每条规律对应

现有的具体案例再分析。再以得出的现有规律，以图底关系的原理对公认的问题舱室进行视觉设计改造。

验证其设计方法的有效性，同时为邮轮舱室的设计提出另一种可靠方式。结论 邮轮舱室中存在独特的

视觉设计原则，以图底关系的心理学原理为主要设计方法，可有效实现游客在舱室视觉中的心理需要。

在现有的案例中总结一系列舱室中的图底规律，为邮轮舱室设计予以更清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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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ground Relation in the Design of the Cruise Ship Cabin 

ZHA Li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graph base separation, aims to find out the characteristic law of 

the figure-ground relation in the design of the cruise ship cabin to re-understand the figure-ground relation for the design 

of the cruise ship cabi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image ba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 and base in cruise cabin vi-

sion is analyzed.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stalt psychology, the conditions of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drawing 

and the bottom is understood to summarize various law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rawing and the bottom of the 

cabin, and each law corresponding to the existing specific cases for further analysis. Based on the existing laws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figure-ground relation, the visual design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cognized problem cabin is carried out. 

The validity of the design method is verified, in the meantime, another reliable way for cruise cabin design is put forward. 

There are unique visual design principles in the cruise cabin. 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 of the figure-ground relation is 

the main design method,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tourists in the cabin vision. In the exist-

ing cas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a series of figure-ground laws of the cabin to provide clearer clues for the design of the 

cruise cabin. 

KEY WORDS: cruise cabin; figure-ground relation; visual perception; Gestalt; form 

图底关系在设计领域中的应用极为广泛，它可作

为视觉形式中的设计方法，也可作为视知觉对产品进

行再分析和再理解。目前，图底关系常被作为研究方

法，多用于建筑和室内设计中，鲜于出现在大型豪华

邮轮舱室设计中。大型邮轮舱室设计与建筑室内设计

同源，却因舱室本体的特殊结构而相对独立。因此， 

可借以图底关系的研究方法，对邮轮舱室设计予以另
一视角的再认识。 

1  一般性图底关系的分离 

一般性的图底是被观察对象整体的两个部分，通
常情况下的图底存在着显著的主观差异。只有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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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刺激物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别时，一部分刺激物才
能成为知觉对象——图，而另一部分刺激物则成为背
景——底[1]。最初图底关系由哥本哈根学派奠基人埃
德加·鲁宾进行系统研究，后来德国艺术理论家古斯
塔夫·布雷提什结合艺术本体进一步提出：用一条边
界线把一个有心得到的位置或景物，从一种无心得到
的背景中分离出来[1]。因此，有意图性的“图”是在
非意图性的“底”上构成分离的条件，而产生的视觉
比较。 

在一般情况下，图像在二维的视觉上，可达到“前
平面”的标准的均为“图”，“后平面”即为“底”，
两者发生对比，随即产生分离。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
特·考夫卡和马克思·惠特海默在图形和背景的关系中
提出：邻近原则、相似原则、连续原则、封闭原则、
完美趋向等。 

基于多位心理学家和艺术理论家的研究对图底

产生相互分离的关系条件进行了大致总结：（1）凡是

被封闭的面，都容易被看作“图”，而封闭这个面的

另一个无限延伸的面总是被看成“基底”[2]；（2）在

特定视觉的条件下，面积较小的图像区域容易被看作

“图”，相反则是“底”；（3）密度相对更高的视觉质

地更容易被视作“图”，其余部分为“底”；（4）越为

单纯或越有对称性的图形，则越容易被看成“图”，

其他的部分越容易被看成“底”；（5）由于视知觉上，

位于下方的图案更具有重量感，因此位于下方的倾向

成为“图”，上方即是“底”；（6）越是明亮的视作“图”，

相反越暗的是“底”；（7）由于“红色具有进攻性，

蓝色具有退避性”，因此相比红色为“图”，蓝色为

“底”；（8）形状凸出的比凹陷的更像“图”；（9）结

构在视觉上呈现“垂直和水平”组合的图案更像“图”；

（10）运动的区域更像“图”，相对静止的更像“底”。 
 

一般性图底关系见图 1。 

视觉图底分离具有条件很强的适用性，可作用于

多种视觉空间，尤其在居住空间被有效地体现。当人

处在某一居住空间内，视觉面向的空间整体可视作图

像进行处理，也存在“异质同构”的特征。有效分析

舱室的图底关系，须一定程度上提高舱室空间视觉的

“图形化”程度，将天花板、墙体、地面、家具等视

作构成图底关系的构成元素。通常地板地毯和家具陈

设被视作“图”，而围合的墙体和天花板被视作“底”。

居住空间中的“底”看似被忽视，但在设计的角度，

“底”始终在给予“图”的视知觉上予以“完形”。

处理居住空间中的图底分离关系，有助于各部分元素

的协同，以展现更好的整体装饰效果。 

2  舱室空间中的图底 

将图底关系有效应用在舱室视觉分析中，不仅需

要舱室各视觉元素满足上述一般性的“图与底”分离

条件，还需考虑格式塔的本体特质。格式塔学派重要

人物 C·V·厄勒费尔在《论格式塔特质》中首先提出：

格式塔具有完全独立的“整体性”和受组成自身各个

元素变化而影响的“变调性”[3]。在格式塔“整体性”

方面，舱室视觉中的“图”占有整舱视觉的支配地位，

“底”通常衬托“图”的视觉特性，并协同“图”构

成一个全新的视觉整体。基于格式塔的“变调”特征，

从不同的视觉条件出发，舱室图底元素之间并非存在

绝对分级和分类。例如：在舱室形态的维度下，舱室

内某一视觉元素分离成“图”，而从另一视觉维度观

看，“图”可能变为“底”。基于格式塔本体特质，图

底关系在舱室视觉上可进行更细化的多维度分离，比

如：形状、形态、材料、光影和色彩等方面。 

 

 
 

图 1  一般性图底关系 
Fig.1  General figure-ground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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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开合图底（1∶4 放大） 

Fig.2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figure-ground (1∶4 magnified) relation 

 

 
 

图 3  凹凸图底（1∶2 倍放大） 

Fig.3  The concave-convex figure-ground (1∶2 magnified) relation 
 

2.1  图底形状 

在舱室空间视觉的形状图像中，封闭的区域为

“图”，其他区域为“底”。库尔特·考夫卡对封闭区

域以外的背景提出理论：背景由外朝里闭合比起由里

朝外闭合，前者更加容易一些。在前者的情形中，由

各条边确定一个区域必须通过“聚合”来充斥，而在

后者的情形中，必须通过“分离”来充斥[4]。舱室空

间中封闭的元素较多，以舱壁的装饰画为例，开合图

底见图 2。装饰画的边界内为封闭的区域，该区域以

内的视觉感受呈现“聚合感”，封闭区域以外则有“分

离感”的表现。由此装饰画与舱壁发生视觉上的分离，

前者为“图”，后者为“底”。 

在凹与凸的形状特性上，奥地利学者冯·霍恩博

斯特尔强调了凹面和凸面之间的关系与图像“包围”

与“入侵”的关系相同，两者均与上述封闭和开放的

视觉关系一致。借此原理，舱室形状存在的凸出区域

有“聚合”的现象；反之凹陷区域有“分离”现象。

舱室天花板中间为凸出状，其他部分为凹陷，凸出区

域内“聚合”，凹陷区域发生“分离”，两者即为舱室

天花板的“图”与“底”。凹凸图底见图 3。 

2.2  图底形式 

在一个特定的视觉区域内，属于背景区域的面积

越大，则视觉上对其“完整性”的需求越低。相反，

其他面积较小的区域在视觉上则需要更高的“完整

性”，才能使之成为“图”。舱室通常利用较小的区域

进行装饰，以凸显装饰的“完整性”。因此，小面积

装饰区域与大面积背景区域对比，可强化游客心理上

对舱室视觉大小的恒常性效果，使游客可更快速熟悉

舱室空间，且更有效地把握对舱室的空间感受。红框

内为舱室的“图”，其他更大面积的区域为“底”。小

大图底见图 4。 

视觉上越为单纯或越有对称性的图形，越容易被

看成“图”，而单纯和对称性是邮轮舱室最显著的特

征之一。单纯和对称性是以典型格式塔理论中组织律

的均衡原则为主要标准的。均衡不等于均等，它不受

中轴线和中心点的限制，而是根据构成要素的材质、

色彩、大小、数量等来判断视觉上的平衡，这种平衡

给视觉带来的是整体和谐的形式美[5]。以邮轮舱室海

景房为例，舱室两边壁画、壁灯、窗帘等元素在细节

上 并 不 完 全 对 称 ， 但 它 们 明 显 的 均 衡 使 之 看 作 为

“图”，其他部分成为“底”。对称图底与视点平面图

见图 5。 
 

 
 

图 4  小大图底 
Fig.4  The small and big figure-ground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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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对称图底与视点平面图 
Fig.5  The symmetric figure-ground and viewpoint plan 

 

 
 

图 6  十字形图底与视点平面图 
Fig.6  The cross figure-ground and viewpoint plan 

 
在十字形式的图底关系上，最初埃德加·鲁宾发

现：视觉上呈“垂直和水平”组合的图案更像“图”。

后心理学家格雷厄斯在量化的实验中就“垂直和水

平”组合图像的问题上予以证明：十字图像中臂的宽

度并不影响成为“图”，同时窄臂比宽臂更容易看成

“图”。十字形图臂的相对窄与宽，不影响“图”的

视觉突出地位，也不影响“底”始终在十字形图背后，

以一个恒定的正方形整体存在。舱室中凸起的墙体装

饰和梳妆台作为“垂直臂”，两边床头板作为“水平

臂”，两者叠加成为十字形的“图”。十字形图底与视

点平面图见图 6。由于“垂直和水平”组合图案中的

“图”与“底”具有双重呈现的特征，因此十字形式

臂的窄与宽并不影响舱壁作为“底”的独立性存在，

由此给予游客多层次美的空间感受。 

2.3  图底材料 

视觉上密度相对更高的视觉质地更容易被视作

“图”，其余部分被看成“底”。舱室视觉中常采用多

种密度的材料，“图底关系”实际源于游客自身对材

料肌理的视觉感受，是对材料认知的过去经验发生了

作用。人们对硬质材料的认知与高密度材料相等同，

视觉上同样容易成为“图”。由于游客对视觉空间中

材料密度的物理属性认知，继而发生了心理投射，再

作用于游客的视觉感受。舱室中常用的石材和金属材

料质地往往比木材看似更加坚硬，而织物最为柔软。

舱室视觉中的黑色石材容易成为“图”，该视觉区域

内其余柔软区域成为“底”。材料密度图底见图 7。 

 
 

图 7  材料密度图底 
Fig.7  The figure-ground material density 

 

鲁道夫·阿恩海姆提出：在实际看到的周围空间
中，更多事物是处于视域的下部而不是上部，因此，
人们总习惯将下部看得更重一些[6]。通常位于视知觉
下方的图案更具有重量感，下方的倾向成为“图”，
上方即是“底”。舱室中的实木是最常见的材料，密
度高且重量大。游客对实木的重量感有一定的“认知
锚定”，同时对应其重量感发生心理投射，继而进一
步增强了舱室视域下部的重量感，导致实木家具在舱
室视觉空间中占明显主导地位。舱室视域中中轴线以
下的实木家具成为“图”，上方和其他区域即是“底”。
重力感图底见图 8。 

2.4  图底光影 

一般情况下，越是明亮的区域视作“图”，相反

越暗的是“底”。舱室整体灯光较为昏暗而统一，主

要特征为散射。主光效果较为静谧，副光用于突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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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区域，两者反差较小。弱而散的光可以减弱被拍摄

主体的明暗对比，使物体上没有明显的受光面、被光

面与阴影，呈现出柔和感[3]。灯光效果的柔和感是舱

室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即使整体统一的灯光效果，

也不会影响舱室灯光的图底关系。根据心理学研究，

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起到刺激作用的并非刺激物的绝

对强度，而是亮度的对比[7]。过于明亮的强刺激灯光

会降低其他区域的感受；相反较为昏暗的弱刺激灯光

可提升其他区域的感受。舱室副光区域以弱刺激的方

式表达积极感受，继而可调动游客对其他主光区域的

相同感受，该原理即为“联觉”效应。舱室整体灯光

效果统一，并非采取绝对亮度来突出“图”区域的装

饰效果，仅相对提升“图”的亮度刺激，便可增强游

客对“底”部分等同于“图”的积极感受，以此提高 
 

整舱的居住氛围。明暗图底与视点平面图见图 9。 

2.5  图底色彩 

通常红色具有进攻性，蓝色具有退避性，因此相
比暖色为“图”，冷色为“底”。红和蓝之所以产生进
攻性和退避性的反差，并非蓝色波长比红色波长短造
成的，而是因为人类视网膜对接收不同颜色波长的锥
状细胞数量不同。心理学家 C·维尔在相关问题中提
出：在视网膜的图像中发现，对短波长敏感的锥状细
胞（蓝色）远远少于对中波或者长波长敏感的锥状细
胞（红色）[8]。视觉图像上，舱室中的冷色造成后退
的“后层面”，冷色进而成为“前层面”。舱室图像中
游客对暖色部分敏感，即成为“前层面”的“图”，
反之，对冷色部分迟钝，即是“后层面”的“底”。
冷暖图底见图 10。 

 
 

图 8  重力感图底 
Fig.8  The sense of figure-ground gravity 

 

 
 

图 9  明暗图底与视点平面图 
Fig.9  The light-dark figure-ground and viewpoint plan 

 

 
 

图 10  冷暖图底 
Fig.10  The cool and warm figure-ground co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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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图底动静 

心理学家 J·J·吉布森提出：运动区域更像“图”，

静止区域更像“底”。对应舱室视觉图像中，运动的

区域主要集中在舷窗和阳台门上。尤其在邮轮的行进

状态下，游客将通过外景的变化察觉到自身的运动状

态，注意力选择性地集中在运动区域中。设计心理学

家唐纳德·A·诺曼曾提出：人们进行有意识注意的能

力是有限的，若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对其他

事情的注意力就会减弱[9]。由此有外景流动的区域成

为了舱室的“图”，舱室内其他剩余所有元素成为了

“底”。动静图底见图 11。 

3  舱室图底关系的适用 

舱室设计的总体原则为适用、合理、安全、舒适

和经济。适用就是设计中充分考虑其使用要求，并研

究如何能有效地发挥舱室的使用功能 [10]。格式塔原

理并非视知觉的基础原理，但为视觉感知提供了一个

合理的描述框架，并被进一步拓展[11]。因此，舱室的

大部分视觉特征是符合功能和舒适需要的“有意味的

形式”。 

舱室的建造要求与陆地建筑大相径庭，导致舱室

空间中的图底关系与陆地室内空间存在独立的适用

性。舱室是以组合拼装的方式建造成“一户一块”的

模式，后用“抽屉式”的方式逐一插入到已完成的邮

轮框架中。国际海事组织（IMO）对整艘邮轮重量有

严格的标准，平均到每个舱室模块应保持在预算重量

内。舱室建造须严格遵循国际海事组织（IMO）的各

项安全性和舒适性的要求，比如舱室材料需要经过

IMO 的各项检验，以达到 IMO MSC Circ 917r 的防火

要求和 IMO Solars 防火规范[12]。由于舱室中可选择

的材料远少于陆地室内建筑的材料，因而舱室装饰的

表现性较为单一。邮轮舱室除豪华舱室以外，绝大多

数标准舱室的常用面积约 15~20 m2。舱室内舱房和海

景房在视觉形状上较为封闭，直通外部空间的阳台房

和套房较为开放。受国际海事组织（IMO）和中国船

级社（CCS）的种种限制，导致舱室视觉的图底关系 
 

 
 

图 11  动静图底 
Fig.11  The lively and silent figure-ground relation 

具有鲜明的独立性和自成一体的系统模式。在保证舱

室空间的安全性和合理性的同时，舱室空间须尽可能

减少图底关系的转换而带来的凌乱感受，以稳定的视

觉图底关系营造静谧的居住感。 

在心理方面，心理学家 S·S·史蒂文斯基于“差别

阈限”的感觉强度和刺激方面研究出“幂定律”，相

关有效结论即为：在保持较低恒定的刺激强度和感

受下，作用于人心理的敏感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明

度>触觉硬度>视觉长度>重量。由此得出，舱室中的

光影刺激大于材料密度的感知，密度感知大于形式的

特征，而形式特征大于重力的感应。 

在生理方面，人视觉上的刺激敏感程度还受到视

网膜细胞中的小细胞性分区和大细胞性分区的影响。

小细胞性分区用于接收颜色和细节，但会有一个缓

慢、相对持续较长的反应；大细胞性分区对颜色不敏

感，主要用于感受现场，同时可迅速作出短暂反应。

心理学家哈维·理查德·施夫曼对此提出：大细胞性分

区处理视觉形象的运动和位置问题（物体在哪里），

而小细胞性分区涉及视觉形象的颜色、外形和细节

（物体是什么）[13]。大细胞性分区反应速度大于小细

胞性分区，因此人对运动和大小位置的感知领先于颜

色、外形和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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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舱室属

于为游客提供睡眠和休息的空间，其内部的各项刺激

程度偏低，刺激量处于各种研究的常量之下。在舱室

两两相加的图底关系中，改变成“底”一方条件的可

能无法进行比较和分离；而改变“底”一方条件，整

舱视觉的图底关系可能发生分离甚至发生图底转换。

基于舱室不同维度的图底关系分析和建造的限制性，

以及游客心理和生理受到刺激的优先次序，总结出仅

限于舱室空间的图底关系。 

在整体视觉上，舱室中改变“底”的大部分视觉

条件并非能与“图”发生分离。舱室内无图底分离可

导致游客在舱室空间中无法抓住视觉上的重点，影响

游客对功能和装饰的认知。但舱室中改变“图”的大

部分视觉条件不仅能与“底”发生有效分离，部分“图”

区域与“底”区域的视觉刺激不相上下，造成图底转

换。舱室视觉上图底转换可导致：游客对舱室视觉感

受产生凌乱，同时无法把握该空间，影响游客的居住

感受。因此，邮轮空间中的图底关系不仅要尽量避免

无法发生分离，更要避免视觉上产生图底转换。 

在具体细节上，除动态“图”以外，最容易形成

“图”的条件是较高密度的材料，但材料的表面肌理

与光影亮度和色彩并不能明确视觉上的领先地位，从

而发生转换。而最容易发生图底转换的是色温偏暖的

色彩，偏暖装饰色的进攻性往往会夺取光影或材料固

有的视觉刺激领先地位。相反，较为简化的改变舱壁

和天花板（作为“底”）形状或形式有助于图底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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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尽量避免改变舱室的背景色而造成图底无法分

离或图底转换。 

同一品牌下的邮轮舱室风格无明显区别，尤其是

同一主题性的迪士尼邮轮舱室更无差异，而早期与晚

期的迪士尼舱室的视觉感受却有所不同。迪士尼公司

目前有四艘邮轮，最早首航的是 1998 年的魔力号，

最新首航的是 2012 年的幻想号。魔力号舱室在视觉

上存在图底关系的混乱，背景墙的圆镜与明度偏高的

天花板均可视作“图”；硬质材料的家具仅出现在舱

室一侧，也呈现出了“图”的属性；舱室整体视觉不

平衡，导致视觉上图底转换不明确，缺少居住空间需

要的视觉稳定感受。而幻想号舱室具有较为稳定的图

底关系，舱室背景墙是密度偏大的木制材料是明显的

“图”，同时光影聚焦在此，无其他视觉元素争抢背

景木墙的“图”，整体视觉感受平衡，具有安稳且平

静的视觉感受。综上，以图底关系对邮轮舱室进行改

善是可行可靠的，能够有效佐证图底关系在舱室中的

作用。迪士尼魔力号舱室和幻想号舱室见图 12。 

诺唯真永恒号是由迈尔船厂制造，并于 2019 年

11 月首航的旗舰邮轮，该邮轮以豪华装饰而成为邮

轮舱室中的典范，但在视觉效果方面依然存在图底分

离不稳定的问题。白色天花板和柔软质地的织物舱壁

装饰，有明显“底”的特征。该舱室视觉最下方为灰

色仿岩石地毯，相比舱壁的木材显得密度更大，双重

“图”特性更加稳定了整舱的视觉图底分离感。而深

色硬质感的吊顶装饰面同天花板处于舱室的上方，视

觉特征虽呼应下方仿石肌理的纹理，但无直接视觉联

系。由于重力感下方通常容易成为“图”，上方成为

“底”。其中，上方吊顶装饰灯具备密度高，面积小

且封闭成“图”的特征；下方地毯仅有密度高，处于

重心下方的成“图”特征，二者比较均容易成为“图”，

且所处的位置非直接相邻，也并非处在左右对称的位

置，由此导致游客无法抓住舱室的图底关系，图底无

法产生分离，影响游客追求沉静的视觉感受。解决方

式为：适当降低吊顶装饰面材料肌理的高密度感，使

之变为与天花板统一，即可还原舱室的图底关系分

离，给予游客平静的居住感受。诺唯真永恒号舱室图

底与改造后见图 13。 

诺唯真逍遥号是 2013 年首航的邮轮，邮轮通常

每隔 10~15 年会重新装修，而诺唯真逍遥号于 2018

年再次装修。诺唯真逍遥号舱室依然被西方权威邮轮

机构和大众网评选为年度最糟糕的舱室，其中内舱房

存在的图底转换的问题最为明显。该内舱房中整体呈

现不对称的形式，由于亮度与封闭形式共同具备成

“图”特征，色彩与密度肌理无图底分离关系，继而

发生图底转换。游客的注意力落在亮度高或色彩鲜艳

的区域后，便转向右方的封闭圆形舷窗或右方的硬质

玻璃装饰面。该舱室的视觉感受凌乱甚至导致不适

感，极大地影响了游客的居住感受。左边材料密度低

于右边材料密度造成失衡视觉感应，同时左边凸形的

圆状舷窗与左边硬质装饰面的视觉刺激不相上下。将

舱室整体改为对称形式或为有效解决方式，并非完全 
 

 
 

图 12  迪士尼魔力号舱室（左）和幻想号舱室（右） 
Fig.12  Disney magic cabin (left) and fantasy cabin (right) 

 

 
 

图 13  诺唯真永恒号舱室图底与改造后 
Fig.13  Norwegian encore cabin’s figure-ground relation after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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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诺唯真逍遥号舱室图底改造后 
Fig.14  Norwegian breakaway cabin’s figure-ground relation after transformation 

 
的左右镜像处理，仅右方的玻璃装饰面改为与右边统
一的材料密度，整体上尽可能平衡，混乱的视觉感受
由此破除。诺唯真逍遥号舱室图底改造后见图 14。 

在舱室功能性发挥和建造合理性的条件下，舱室
中左右平衡的整体形式有利于图底稳定，避免上下的
“图”特征装饰影响整舱的视觉效果。舱室成“图”
特征的元素应当主要集中在舱室中下部分，用以稳固
整舱的图底关系。而非对称形式的舱室，应当减少成
“图”的种类，尽量营造出统一特征的“图”，多种
成“图”条件的视觉区域在直觉上相互争夺领先地位，
造成游客视觉上的混乱和加重精神上的疲劳。 

4  结语 

邮轮舱室空间中的设计与图底关系的一般性原
理存在“异质同构”的特征规律，因此以现役舱室中
存在的图底关系，可总结出舱室图底关系的图底规
律。而邮轮舱室设计中存在多种建造和条例的限制，
该规律较为独立，仅能在邮轮舱室中适用。邮轮舱室
的视觉需要可通过稳定的图底分离关系达成，给予游
客视觉上的静谧感，以此最大化地提供高质量的居住
感受，同时借此为未来舱室设计予以更清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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