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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纸标本》

作者简介

黄子钦，设计者、创作者、工匠。1996年至今陆续以保丽胶为封存素材，借着旧物书刊与老照片，凝
固过往人们记忆，从而创造出疗愈的空间，赋予全新的意义。代表性作品展有2002年“固体记忆”
、2007年“流浪教室”，2008年“日常枯槁”，与2012年“破音大王”视觉装置展。2001年曾以“剪花
王子”之名，发表《不连续记忆体》一书。身为创作者与工匠，他惯于先唤出本质，赋之以形，让对
象存在，与世界开始对话。最初这些对话产生在立体空间，继而延伸到平面，书籍装帧设计也成为对
话的演练场。本书收纳近两三年来书籍设计的想法，是他对目前台湾设计风格的回应，也是对自己的
作品提出一套系统的再建构。他的作品充满时光温润的光泽，而设计理念却是冷静的辩证式，这样的
温度差形成另一种对话的张力。而不管是创作或者设计，他都希望在“全球化”跟“边缘化”之间，
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并可长久走下去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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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纸标本》

书籍目录

推荐序 简体版自序 调音室 美术编辑与责任编辑的修炼场 工匠性格：比基本再完备一些、对细节偏执
强烈点、发现更多好玩的可能 设计方式的多元音轨 1不插电 更好的生活——从一个单音的『叭噗』转
成一百个『叭噗』的重叠复音 留味行：她的流亡是我的流浪，以及奶奶的十一道菜——明信片消费
法+老残游记式设计 梦的宇宙志——书籍装帧的『炼金术』 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台胞证加上毛
语录 近世台湾鹿皮贸易考：青年曹永和的学术启航——将百纳被穿在书上 再见，黄砖路——包装在
音乐巾的反叛精神 九歌一00年小说选、儿歌一00年散文选——真实空间巾无法登陆的『理想所在』 2
歌德 我们一家陌生人——残酷的2D童活 第一人称复数——当进入了『虚实』的形式，题材就活了 滥
情者——像个标本 城市的忧郁——废墟上头的文明意象 旅人——从容地旁观着这个城市 小陌生人—
—让纸娃娃说活 巾年废物：所以唯有躲存戏院里——黑暗戏院中一条抢眼的荧光橘领带 最后的国度
——光的容器是缩小的世界 西夏旅馆——文字产生的同时也灰飞烟灭 骷颅与金锁：魏海敏的戏与人
生——一人千面的舞台灵魂 幻想阿书馆——将坏们父先照片化再魔幻写实化 制造耶稣”史上NO.1畅
销书的传抄、更动与错用 还魂者——旁观自已的葬礼 西决——从内心戏到野台戏 东霓——赤裸裸的
『缺口』 3噪音 请问么零么在哪里？一个北京女学生的爱台湾游学记——明信片是一种『等待』的艺
术和『暧昧情感』 努力工作：我的家族劳动纪事——和现实融合的纸偶剧场 男人的菜市场——自然
风土的温度感 乞丐的罢工——金光党的光鲜骗术 日本人的缩小意识：豆物狂的传奇——书盒上的橱
窗仿佛有魔法 一款歌百款世：杨秀卿的念唱绝艺与其他——古典又缤纷堡阴的七彩书封秀 寻路中国
——周遭的景物都因速差而模糊一片 格萨尔王——全球化之前的大幻想时代 ⋯⋯ 4耳语 5摇篮曲 6原
声带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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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纸标本》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藏族的神话小说，作者阿来，本来期待在当年的台北国际书展中看到人书合一的
时刻，但是终究『阿来不来了』，《格萨尔王》就有如阿来这个说书人的隔空口述，在纸本中结晶。 
全球化之前的大幻想时代。 重新回到全球化之前的想象空间（其实并没有很久，但感觉相当久了），
好像在当下呼吸到了古老的空气。从文本中仿佛看到了巨大、纯粹、过瘾的想象空间。如《西游记》
中的孙悟空、五指山、金刚箍，非常精简地将人、神、魔的关系故事化了，也很清静、直观。 我也重
新思考文中『眼不见为净』这句话。能即刻看到并进入眼睛的，大部分都不是最有用的讯息，但在视
觉资讯爆炸的年代，几乎就只剩下这层巨大而无用的存在⋯⋯有时不禁很武断地觉得，不经眼睛而输
入的讯息，其实反而比较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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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纸标本》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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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纸标本》

精彩短评

1、文字过于晦涩，很多用词很台湾，读的很累，还是看看封面设计吧
2、就看看图吧，文字多少有点矫揉造作，反正也是借过来消闲的。里面设计有的挺好，有的我咋觉
得不忍直视⋯⋯审美不同吧。现在极简都被说烂了，不过我还是喜欢极简，看着不费眼呀，而且如果
能用简单的形态击中意图着实是蛮NB的
3、装帧爱好者一定会喜欢的
4、台湾人的设计很随性，随心，好玩，没有那么多人生的沉重话题。
5、台湾的设计有点思想也透着点人文情怀，不过到头来总是小清新
6、仔细一看这本书的封面，原来是晶体里的字纸
7、写得很好，对设计理念有一些新的理解。封面设计，必须吃透内容，然后用自己的思维与符号去
表现出来。
8、挺喜欢的 觉得有些想法的确很有趣啊 
9、很有设计感，有点故作高端
10、2014.5.24
11、设计风格偏超现实的魔幻+复古 欣赏无能 倒是内页排版、插图这些做得还不错 感受到在用心做事 
还需要多考虑读者阅读感受 #跟着老大有书读# 
12、大概是照搬了台版的设计，竖版字阅读非常不习惯，有点明白古代书生为什么要寒窗苦读数十年
了，竖版字的信息传播率太低。大部分实体书最终所呈现出的面貌，编辑和设计师都下过苦心。但读
者拥有的是直觉，并不会去仔细探寻你这样做耗费了怎样的心力，而是得出直观的感受——这本书我
究竟喜不喜欢。从书中看，黄子钦的设计很像台湾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逼仄狭窄的矮房子，乱糟糟的，
似乎散发霉味，却又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
13、更像是在读一本读后感，由于没有读过具体每本书的内容，体会不深。看封面真是享受，像在逛
书店时阅读简介。
14、这是一本说书籍装帧的书，里面有很多书籍图片，基本都是台版，我们大陆读者无缘得见。黄子
钦的书籍装帧理念是用拼贴营造“怪异”感，怀旧或者新潮，是两个点。此书文字竖排，图片精美，
装帧非常有feel。
15、不错的书，也是在书店先看上来买的，除内容以外排版也挺有风格，喜欢。
16、活儿真好
17、做得蛮好（一如之前所估计的，简体字版删去了《谁怕艾末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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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纸标本》

精彩书评

1、这本书的台版出版发行早于这次的简体中文版，那时还是通过网购才买得台版书。虽是繁体字，
读起来稍许乏力，但依然爱不释手，反复品读。爱就爱在它捧在手上时的淡淡素雅的质感。这次的简
体版保留了原台版的单纯质朴的风格，从内容上还是整体设计及纸张选用，都大致沿袭了前本，但有
精彩处还是台版中所没有的。新的这一本书收录了黄子钦近两年的新作，还有他为简体版写的自序。
很难说一本书会给与人一种亲切感，但这本书却做到了。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书籍设计不是单一的
设计，而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封面、内页甚至到用纸风格的统一、色调的统一，是这本书难能可贵
之处。再来说说内容。书中我最喜欢的作品，即《日本人的缩小意识：豆物狂的传奇》。该书装帧采
用“书中书”的概念，在书的内部装置一本小书，将书拿起时会有一种拔取的感觉，很有意思！可以
说，这本书中的所有书装作品都有其精彩之处，有些是在设计上，有些是在封面上，等等。只有待你
慢慢品读之后，才能体会到它的魅力所在。读完久久回味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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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纸标本》

章节试读

1、《PLAY·纸标本》的笔记-第19页

        每次收到新书或等待开箱的时刻，不论几次，在初晤面当下，心里还是会忍不住惊叹：『真的就
这样做出来了？』

一本书这一世最美好的瞬间。捧在手上的质地与重量。赏心悦目的第一印象（和在印厂看到那一张张
刚跑完油墨的印样时感觉截然不同）。随手放在桌上占去体积。秘密得近乎隐匿的纸浆气味。翻阅时
蓬松柔顺手感。一些喟叹：或许耗去你数月精力时间，几茎白发；或者几周内硬生生催逼出炉，众叛
亲离——但那些都过去了，你已将这孩子接出失乐园，引渡到人间，掷入原该无分贵贱的滔滔知识趣
味之河中，新穿了一身好衣服。
哈哈~这段写得真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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