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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设计基础》

内容概要

《书籍设计基础》包括：第一章 中国书籍设计进程，第二章 西方书籍设计进程，第三章 书籍设计的
概念，第四章 书籍设计3+1，第五章 信息视觉化设计与视觉化信息设计，第六章 概念创造书的未来，
第七章 工作坊（Workshop）——“现场主义”设计教育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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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设计基础》

作者简介

吕敬人，书籍设计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国际平面设计师联盟（AGI
）成员，中国版协书籍装帧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插图装帧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
研究院中国设计研究院研究员，敬人设计工作室艺术总监。    设计作品获奖：    1986年《生与死》获
第三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银奖／1995年《黑与白》获第四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中央展区金奖
／1995年《中国民间美术全集》获第四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金奖/2002年《敬人书籍设计2号》获第
十四届香港印制大赛设计意念奖／2003年《中国书院》获第一届“中国最美的书”奖，获第十五届香
港印制大赛冠军奖，全场大奖／2004、2005、2006、2007、2008年《烟斗随笔》《天边的彩虹》《国学
备览》《杂碎集》《灵韵天成》等9本获“中国最美的书”奖／2009年《中国记忆》获德国莱比锡“世
界最美的书”奖／2009年《北京奥运交通图》获第24届国际制图大会（ICC）城市类地图金奖／2010年
《怀袖雅物》获第八届“中国最美的书”奖，第四届金光国际印艺大赛创意设计奖/2011年《中国记忆
》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装帧设计奖。    著作：    《书籍设计四人说》／《敬人书籍设计》／《敬
人书籍设计2号》／《从装帧到书籍设计》／《吕敬人书籍设计教程》／《在书籍设计的星空中漫游
》／《中文字体的教与学》等。

Page 3



《书籍设计基础》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书籍设计进程
一、 华彩书香 美哉，中国传统书籍艺术
1. 最初的探索
2. 书籍的形成
3. 书籍的形式的演变
4. 印刷术
二、 承其魂 拓其体 中国当代书籍设计
1. 夏
2. 秋
3. 冬
4. 春
思考题
第二章 西方书籍设计进程
一、 异域书韵 西方书籍设计艺术
1. 古代的书籍
2. “册籍” 的诞生
3. 书的开始
4. 古腾堡的时期的书籍
5.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
6. 16 至 18 世纪欧洲书籍艺术的发展
7. “书籍之美” 的理念
二、20 世纪现代书籍设计流派
思考题
第三章 书籍设计的概念
一、 时代需要改变装帧观念
二、书之二重构造
三、艺术 × 工学＝设计
思考题
第四章 书籍设计 3+1
第五章 信息视觉化设计与视觉化信息设计
第六章 概念创造书的未来
第七章 工作坊（Workshop）——“现场主义” 设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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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设计基础》

章节摘录

版权页:中国古代书籍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印刷工艺技术和艺术审美为世人瞩目．中华书籍艺术
至今仍焕发着无穷的魅力．学习传统温故知新传承文明，对于开创21世纪的中国书籍设计艺术有着重
要的意义。本章就中国书籍载体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书籍形态的演变过程分别进行了相关阐述，对经历
了20个世纪改朝换代、制度变迁．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中国书籍设计所呈现的面貌进行了分析。本章强
调传统是创造的其基石不是休止符继承更不是简单地将古人留下的东西进行拷贝与粘贴，传统对我们
来说是赋予造物以新的生命传承与创新东方书卷所具有的独特语境是中国书籍艺术的发展之路。一、
华彩书香―美哉，中国传统书籍艺术1最初的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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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汉字发展的脚步，我们可以追寻到遥远的过去，那书籍形成
的痕迹。在我国，距今有五六千年历史的西安半坡遗址出上的陶器上，就有简单的刻画符号。据学者
推断，这可能是中国最原始的文字，也是中国书籍发展史上人类迈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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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设计基础》

编辑推荐

《书籍设计基础》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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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设计基础》

精彩短评

1、系统的讲了书籍的设计
2、教科书！！！作者真是业界大拿啊！不过我还是对过于“礼品”的装帧不感冒。
3、吕敬人老师相当好的一本书，读完了之后各种收货啊，对于书籍的发展研究透彻，真心的不错。
4、很喜欢书籍设计，正在继续学习中，这本书正是很好的教材。
5、有一些很基础的东西，但最主要的还是吕敬人的书籍设计思想。不得不说，好书就是要看到最后
，后面的内容绝对有惊喜，自己去看吧。
6、看热闹
7、这本书很棒！内容详实，是《书艺问道》的升级版哦~学习装帧设计的千万别错过！
8、没看完 = =
9、太赞太赞的书！！书本身都可以是书籍设计的好案例了！
10、有书籍设计的历史，也讲了设计书籍设计的流程等，和吕敬人对书籍设计的思想。是基础的，应
该掌握。
11、浏览了一下⋯⋯感觉有点水⋯⋯
12、本书印刷较精美，很有设计感，纸张较好。内容精到，可买。 然不出月余书脊开胶，实是美中不
足，终难成内外兼美，憾！印刷厂何其粗哉！
13、在书籍装帧教材里算不错了，与那本红皮儿中青社的相对比而言，内容差不多，翻了翻这本更适
合初学者阅读，里面的方法也讲述的比较详细，总归是规划教材，初学者推荐使用。
14、书内容很好，装帧也很漂亮。只是刚买来就开胶了。
15、很喜欢这本书，吕敬人老师的书都很好，这本书对于学习书籍装帧的人很很有帮助，推荐！推荐
！
16、教材发下来很惊喜。实用工具书。我今晚是跟教科书对上眼了啊
17、好书
18、这本书确实挺好的，最近一直在读这本书，里面对于书籍设计的知识点说得很详细，但吕敬人先
生最主要的还是想给学生灌输一个怎样去创造一本“美的书籍”的概念，而不是单纯的就教做书籍的
技巧。现在看来这本书确实很不错。里面所讲述的概念值得一辈子去体会。
19、大三下学期看完这本教材，写的比别的教材好太多。吕敬人老师今天来学校讲座，年近七旬的他
说话声很温柔，人也很幽默。在吕老师之前，装帧设计都是只是单纯的设计封面，并没有涉及太多，
吕老师提出的3+1设计不只装帧设计，还包括编排设计，信息设计等全方位的对一本书的设计，就像
吕老师所说的，书籍不单单是文字的载体，更是思想的载体。
20、知识全面，吕敬人老师可谓是现代做书第一人了
21、可不止是基础
22、这本书比较系统地讲了一些关于书籍设计的知识，对于刚刚入门的我十分有帮助。想要强调作者
在当中提到的一些设计理念值得我们思考，很满意。
23、书籍板式内用都很不错
24、入门好书 就是给自己打的广告太多
25、外行扫盲，为了毕业设计
26、一本标标准准的教材，能指望它给你什么新鲜感呢⋯⋯
27、强烈推荐。。。。。。。
28、买了一堆书只有这个有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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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设计基础》

章节试读

1、《书籍设计基础》的笔记-第182页

        封面设计并非是书物的表皮化妆，也决不仅限于平面图像、文字、色彩的构成形式，它应该是营
造一幢容纳文化的立体构筑物的建筑术，即构筑书籍这个六面体、外在和内在形神兼备的生命体。书
籍艺术的感性和理性的表现造成人与书的传感效应，我们的设计所处的思维状态远不是递减的阶段，
诸如一份份“构件”架起书籍的天和地、外表和内部；将内容进行理性梳理，对诸要素精心提炼后营
造出主体的零部件；在封面上，构件是表达内涵的符号旋律⋯⋯“复合表现法”使设计具备内在“核
”的扩张力，最终的目的并非是达到书籍表面物量的多和少，而是一种神气——精神穿透力的视觉展
示。

2、《书籍设计基础》的笔记-第178页

        封面犹如书籍的脸，凝聚着书的内在含义，通过文字、图像、色彩、材质等各种要素的组合，运
用比喻象征的语言、抽象或写实的表现手法，将要传达的信息充分表现在这张表情丰富的“面部”之
中。所以，我们不能把封面只看成是一张简单的“经过化妆的脸”，而应理解为与文本相呼应的书籍
内容精髓的再现。封面设计是书籍设计中的一个不可欠缺的重要部分。

3、《书籍设计基础》的笔记-第150页

        具有丰富内涵的汉字，抑或是因本身拥有的形象信息，通过其视觉式样向我们传递出“具有倾向
性的张力”或“运动”的表情，这使书籍中的汉字具有了力量与声音，产生一种“不动之动”的艺术
特性。将如“山”字在一定的空间内最大限度地扩大，会给人一座“大山”的感觉；反之，将其极度
缩小，又给人以“小丘”的印象，放置文字的空间没有变化，却可产生出如此不同的感受。另将相同
的汉字用不同字体来表现，给予读者的感受也是截然不同的。即便字体相同，而予以加长、压扁、倾
斜等不同的变化，给人的印象也会随之产生差异。

版面中，汉字从左到右横写，或自上而下竖写，就产生了排列的秩序、行与列的关系。书籍版面看似
简单的汉字组合，实则隐含着明视距离的确定、不可视格子的排列规律；汉字组成的内容文字间，又
始终贯穿着一条流动的轨迹线，带给读者时间、空间、大小、疏密、节奏的不同体验，令人产生了信
息跌宕起伏的传达感受。

单纯的文字只能起到传达作用，设计的目的则是赋予文字既能传达内容又能启示意念的双重功能，通
过多种手段的运用，使书籍产生出丰富的表情。

4、《书籍设计基础》的笔记-第154页

        文字的灵性

书籍设计师必须准确应用文字，掌握对其进行设计的本领，比如，多种标题的体例位置与正文文字群
的关系，上天下地之间的空间比例关系，文字间的字距、行距、行式、段式的整体定位，所有符号、
点、线、页码在全局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角色地位⋯⋯文字设计师一个十分理性、逻辑性很强，必须
极为慎重地去斟酌的过程，设计者在以准确地表达内容的设计视角来分解、组合、重构各种元素并构
建其传达的系统和规矩的同时，又要带着自己的情感和理解进行柔性的创造。文字随着阅读，流淌出
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信息传达，文字成为能够演绎时空话语权的拥有者，因为文字，书才拥有了生命力
的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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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设计基础》

不过，今天还是有一些设计虽有创意的概念，讲究形式的突破或自我个性的展现，却恰恰忽略了设计
文字的目的——传达信息。设计的文本应便于阅读并产生兴趣，“文字设计存在的理由就是信息本身
，远胜于其摆布的形式。”这是奥地利设计家赫尔姆特·索米特对文字设计的经典陈述。所以设计师
要充分发挥文字的力量，让其吸引读者来阅读。埃米尔·鲁杰尔，瑞士也塞尔设计学院院长，纽约国
际文字设计艺术中心创始人，他曾在专著中指出“文字设计具有双重性，首先，设计作品要具备功能
性，其次，它也应具备艺术审美性，只有对其把握得当，才能达到两者和谐统一的状态。”

当我们拿起一本书来阅读，字体、文笔流畅疏朗、可视度强；文字设定准确、文本信息层次清晰；在
阅读中对其归属性一目了然，图文设计与文本要相辅相成，叙述的节奏性在翻阅的过程中产生趣味盎
然的表现力⋯⋯由于不同的设计师自身修为的不同和对书中文本理解的不同，即使是同一本书其结果
亦必然不同，因为“文字设计并不是只是使用现成的计算机软件，而是细节使得文字设计与文字设计
不同，是心血使得设计师与设计师不同”（赫尔姆特·索米特）。

设计师让文字产生灵性，文字赋予设计师灵感。

5、《书籍设计基础》的笔记-第1页

        好书备案。

6、《书籍设计基础》的笔记-第184页

        连续性是对封面进行全方位的思考，并使之呈现戏剧性变化的设计。在三度空间（封面、书脊、
封底、书口、天、地）中呈现主题内容的重复或变奏，形成一种潜在的循环、渗透、诱导的内力运动
，使封面蕴涵一种气得流动，显示出书籍外在的表现活力。

书脊，是封面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展示书的本体时间最长，与读者见面机会最多的部分，但也是常常
被忽略的地方。我们只要浏览书架上陈列的书，唯一显露的部分就是书脊，设计师需要充分考虑在这
一狭窄空间里传达信息的重要性，应倾注极大的心力来经营文字、图像与空间的关系，亦可多了一些
演绎戏剧化信息传达的戏份。

书口、天（上书口）、地（下书口）设计更是施展信息传播的舞台，在翻阅的过程中，应用参数化矢
量设计手法，为读者提供便于阅读检索和趣味化图文表现的互动机会。

环衬和扉页也应属于封面设计所涉及的范畴，环衬、扉页是封面形态的延续，也是封面语言的二次表
达，是书籍必不可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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