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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设计的创新方向微探 

饶君 

（哈尔滨师范大学） 
 

摘要： 从理解书籍设计入手，分析《我，诞生了！》、《白夜行》、《能吃的书》书籍的设计细节，微探书籍设计新的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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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书籍设计 

（1）“书”的由来 

文字是附着于载体的。文字与承载材料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整

体，往往被称之为“书”。1 今约公元前 16 世纪至公元前 11 世纪的

商代，先人用笔将文字书写于龟甲兽骨之上，人类发明了纸以后，

书籍形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设计与书籍设计 

童慧明有言：中国设计事业的发展已到了必须从概念源头清晰

定义“设计学科”的本质、解读其学术内涵的阶段。2 国设计的发

展存在的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因人们长期以来对“设计”本质

的误读。在书籍设计中，最根深蒂固的就是关于“装帧”和“书籍

设计”的混淆杂糅。 

（3）“装帧”向“书籍设计”观念的转变 

装帧是在中国出版流程中经常使用的词，概念始终不是很清

晰，因中国古代用语中没有“装帧”这个词。在《日本现代设计事

典》1989 年增补改订版中对“装帧”“图书设计”“Book Design”分

别表述。3 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之间相互理

解不够，二是概念性的定义输出存在误区。 

在人们传统的思维接收中，书籍设计即为印刷、打印、书的封

面……这一类的局限认知。然而书籍设计远不止装帧或是孤立的书

籍封面设计那么简单。首先，书籍设计包括三个层面：装帧、编排

设计、编辑设计；其次，书籍设计是以书为媒介展开的设计，中心

词是设计，而其根本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并且要通过设计让读者在参

与阅读的过程中与书产生互动，从中得到整体的感受和启迪。好的

书籍是形神兼备、有价值、有生命力的。4 

二、理解书籍设计 

（1）浅析《我，诞生了！》中的设计 

阅读駒形克己的《我，诞生了！》，可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书籍

设计的灵魂。此书讲述的是生命孕育的过程，一改传统思维中对生

命孕育的认知：大肚子妈妈、医院里的喊声、婴儿的啼哭…… 

图一是《我，诞生了！》的书籍封面，书的整个风格简洁，层

次关系明确。图二可以感受到设计师对书籍的精心设计：有意识的

引导。故事步步发展，读者携带着好奇心见证了“我”的诞生，以

全新的方式体验了生命孕育的艰辛。书最后一页是一颗小红心，左

边写着：谢谢您！妈妈，我诞生了。至此，读者总会会心一笑，顿

感欣慰。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如吕敬人所述：书籍设计应该是一种立体的思维，是注入时间

概念的塑造三维空间的书籍“建筑”。其不仅要创造一本书籍的形

态，还要通过设计让读者在参与阅读的过程中与书产生互动，从中

得到整体的感受和启迪。5 妙的设计互动的方式，引导读者参与其

中，在不知不觉间去感受设计，需要设计师将书的传达功能、外在

造型以戏剧化的视觉语言巧妙结合，将书的趣味性、互动性大大提

升，同时具有启示意义，引人深思。 

（2）《白夜行》的体验式环境设计 6 

此版书的创新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书籍的体验感，二则是增

强读者的自主选择能力。传统书籍在阅读顺序上有一种约定俗成的

习惯，依次是前言、目录，之后再是有时间先后或是随故事发展而

展开的正文叙述。    

阅读时若不遵循传统阅读方式，极易不知所云。再设计之后的

《白夜行》在对书籍本身进行设计的同时还设计了一份阅读导读手

册，手册分为三个部分。其中图六为封面设计的九个格子，与之一

一对应的是书籍内中的九个主要人物，翻开任意的一格都能对相应

的小说人物的性格做一个快速的了解。图七和图八是对小说人物关

系明线和暗线的解读，便于对书籍整体内容的把握。 

相较于传统的书籍，再设计后的 《白夜行》，是对传统的书籍

阅读顺序的新尝试，为读者提供了新的阅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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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图七           图八 

三、 传统新做 

（1）传统     

 传统对我们来说，是赋予造物以新的生命，这是中国艺术发

展之路。对于设计而言，需要传统新做。7 国的一些传统模式具有

“图像必须是有意义的，意义是吉祥的”的内在特征。8  

（2）创新 

在主流设计影响深远的情况下，如何创新思维，敢于想和做不

局限于固有的观念、要拒绝随流跟风、廉价的复制他人的创意，更

要善于观察生活，自觉培养创新思维。 

传统+时代≠传统元素应用，要打破常规，创造新的设计思维

和方式。更多的需要注重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融合。9 如概念书，概

念书即是指充分体现内涵，但与众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独具个性

特征的新形态书籍。10《能吃的书》是韩国崔允祯以可食用的粉皮、

海带、饼干等做成的一本书，有别于传统书籍的纸质感觉。其上还

编写了食用方法和营养成分等内容，全书站在材料的基础上为书籍

设计提供了新的参考。 

 

  

 图九 

结语 

在进行书籍设计时，需认清书籍设计的本质、设计创新与艺术

创新的本质区别，设计不能被简单的定义为艺术，其本质是服务于

人，给观者以更好的阅读体验，如若以艺术的方式进行书籍设计，

将与书籍设计相背离。同时要避免形式主义浪费倾向 11，避免过分

追求视觉上的艺术感而忽视或者牺牲读者的功能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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