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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中国传统书籍开始谈起,详细解释了工学理念在书籍设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对敬人

书籍设计中有工学理念的部分进行分析,归纳出在实际操作时把工学理念融入书籍设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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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传统书籍中体现的工学

理念 

设计师安尚秀先生说过,传统不只

是过去的遗物,它是每个时代里头留下

的最好的东西,我们要珍视它。人是一步

一步往前走的,没有后脚的支撑前脚就

迈不出有力的一步,前脚是现代,那么后

脚就是我们的文化土壤。 

吕敬人先生讲述了自己参与“中国

善本再造工程”时来到国家图书馆,有

幸可以研究明代《永乐大典》的经历。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元年

命令翰林学士编纂的一部类书,是中国

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为手绘

朱丝栏本,框高35.5厘米,宽23.5厘米,

其中的文本排列为8栏,16行,每行28个

字。吕敬人先生尝试用黄金比例分析它

的版式,发现《永乐大典》版心的宽长

比为1:1.626,与黄金分割比例1:1.618

非常接近,而且全书的文字群都可以用

3mm为一个单位的网格进行划分,文字群

以单个网格为单位成倍率增长,这可以

作为古代中国人民追求秩序美的体现。 

在信息的表述上,中国在很早以前

就意识到图像能帮助人理解信息,像河

图、洛书、八卦图、人体经络图等等,

它们能把专业的逻辑关系或文字生动地

演绎出来,把复杂的图形合理地简化,既

简单又清晰地表达了意思,又使信息更

高效地交流,这也是当今信息设计的目

的。虽然中国古代没有相关书籍设计的

理论,但已经注意到如何设计才最适合

人的阅读,有一种默认的标准,这就已经

体现了工学理念。 

2 艺术×工学＝设计² 

谈到设计,我们不该只想到艺术,书

籍设计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设计者需

要有丰富的想象力,用感性的思维迸发

灵感,但设计并不是孤芳自赏,而是要将

信息传播给大众,所以也需要设计者通

过逻辑学、编辑学、工艺学等理性学习,

创造一种有条理的秩序之美,把书籍的

内容用最合适的方法表达出来,把内容

最大限度地传递给读者。依此,杉浦康平

先生创造了“艺术×工学＝设计²”的公

式。1993年,吕敬人前往杉浦康平的事务

所工作学习,回国之后的吕敬人把自己

吸收消化思考成熟的基于中国的现代的

图书设计理念源源本本地传递给国内的

同行,“艺术×工学＝设计²”的公式就

是吕敬人先生在中国推行起来的。 

3 工学理念在现代书籍设计中

的运用 

3.1信息视觉化设计 

吕敬人先生认为信息设计是最能体

现工学思维的,信息设计作为20世纪90

年代初新兴的专业领域,受到语言学、设

计艺术学、美学、行为认知学、信息学、

通信学、经济学和数字技术等诸多领域

的影响,具有多元性、综合性和交叉性的

特点[1]。从中国古代的穴位、河图等图

像中我们能很容易地看出信息设计是在

计算机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是一种

人类认知的视觉设计表达方式,采用图

解和图表的方式来表达丰富的信息内

涵。信息视觉化在设计上应用的经典有

于1845年设计出的伦敦地铁图,打破了

以往写实的画法,用直线或45°来连接

各车站路线,成为了今天伦敦地铁的一

张名片。同样还有奥托·艾舍设计的慕

尼黑奥运会视觉系统,只用了几个纯色,

没有3D立体效果,是当时的一大创新,抽

象化的奥运会运动项目标识一直沿用至

今。吕敬人认为在快速阅读的时代,我们

要用最快、最明晰、最有趣的方式留住

记忆,在书籍文本中拥有大量参数化的

信息,视觉化信息设计概念为受众的阅

读开辟了另一条理解信息的道路。 

如何把信息视觉化？吕敬人先生认

为设计者要像导演一样分析文本,以自

己对信息的分析为基础,组成一个整体

的信息传达视觉化形态结构系统,设计

者要有系统化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要

懂文本,具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

艺术等多方面知识。在“书戏”中提供

虽属辅助,却有助于更好呈现书籍内容

的看法和建议,从而为第一作者提升传

播的能量和价值,这是信息时代视觉传

达设计师的责任,也是书籍设计师的必

修课。 

如敬人团队设计有一张“中国书籍

设计20年”的图表,按全国书籍装帧艺术

展、设计师、中国最美的书分成三条时

间轴,其中又穿插着国内外出版大事件、

获奖地区分布、设计师的职业比例等信

息,丰富的信息在一张图表中完整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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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将复杂的问题清晰化并生动有趣,

这就是设计的力量。 

3.2网格设计 

网格系统的起源来自于人类对自然

中各种比例的探寻,“不以规矩不能成方

圆”,我们需要寻找一定的规矩和纪律来

规范秩序、衡量尺度。网格是一种把秩

序引入设计的方法,是规范版面中文字

和图形等元素的一种技巧。奥托·艾舍

的作品严谨而有秩序感,就都是在网格

中设计出来的,网格能够使所有的设计

元素排列的协调、一致,它的运用风格特

点是运用数字的比例关系,使版面在节

奏中变化,产生优美的韵律关系的同时

具有一定的逻辑性、秩序感。书籍设计

的要素之一“是探究文本本质,并通过完

成信息的解构与重组,构建文本传递的

视觉化系统,同时赋予受众顺畅有效阅

读的设计过程”[2]。如何完成信息解构

后的重组,如何构建视觉化的系统并赋

予读者有效的阅读体验,这都需要设计

师正确运用网格系统所搭建在版面中隐

藏的秩序。 

《书艺问道》由吕敬人编写,是一部

书籍设计的基础教材,在书的版中有一

条细线将正文与注解划分成左右两个区

域,这条细线正处在黄金分割的位置,版

面的上下部都有一定留白,留白与内容

的比例也接近1:1.618,当然分割线与留

白并不是固定的,分割线有时在左有时

在右,也会出现等分和三等分,在400多

页的书中它们随着章节和内容产生节奏

性的有秩序的变化,更灵活地呈现了内

容也减少了阅读疲劳,吕敬人先生把这

种秩序比喻成京剧生、旦、净、末、丑

的唱念做打,江南园林的步移景异,随着

视觉元素点、线、面的趣味性跳动变化,

赋予各视觉元素以和谐的秩序,这便离

不开网格的作用,网格系统虽然是基于

西文的理论,杉浦康平先生通过研究与

实验证明网格系统同样适用于以方块为

量体的文字,《书艺问道》的成本尺寸为

192mm(宽)×246mm(长),被3mm的网格整

除,组成纵向64格,横向82格垂直交错共

5248格的网格页面,基本版心28格

(144mm)×76格(228mm),文本以网格基

数的倍率,为一栏、两栏、三栏的文本设

定了不同行栏的行长。网格系统并不是

僵硬的,如杉浦康平所讲网格系统不是

死板的框框主义,而是变化自如的柔软

的分割单位,创造一种不可视的格子—

—美的构成。 

3.3书籍形态设计 

不同的国家和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

历史,产生的文化也深深影响着本土设

计,在历史的长河中材料与工艺本身就

带有文化印记,这种印记是每个人在生

活中就潜移默化留下的。一本包背装的

书籍,一下就让人联想到东方的文化,一

本封面是有肌理的素纸的书籍,内部文

字也是平实又庄重的,铜版纸能让人想

到西方的机械和科技的工业感,除了视、

触还有听、嗅、味,这五种感觉一起构成

“书籍五感”共同带给读者不同的心理

感受。在现代,书籍设计者们运用整体的

思维的方式,倾听作者的写作意图,了解

文字内容,从而进行理性的整理、周密的

计算,运用设计的方法,精心关注每一个

环节,并将形、色、味、声进行多向性介

入,多侧面、多层次、多因素对出版物进

行把握和统筹,充分地扩展书籍形态设

计的空间,最终形成了书籍设计的新语

境和多元传播结构[3]。同时也要考虑商

品成本和印刷难度,这需要在设计过程

中对印艺学、商品心理学、材料学都有

一定的考量。 

《怀袖雅物》这本书从开始策划到

出版历时5年,是迄今研究苏州折扇最权

威、最完整的巨作,对苏州折扇从材质、

造型、雕刻技艺到扇面艺术都进行了详

细描述,敬人团队在这套书的形态设计

上颇为考究,由国内一流印刷厂承印,采

用40g的超薄纸张,非常轻柔,突出雅致

的感觉,翻动起来有如微风拂过,其中又

加入了半透页、宣纸页等配页担当书中

不同的角色,营造了一种富有东方书卷

气息的氛围。 

4 结语 

做书者构起了读者与作者沟通的桥

梁,这个桥梁的搭建需要感性的同时更

需要理性与约束,设计者在逻辑思考下

对书籍内容重构梳理后,在秩序中灵活

的表达内容,注重全书的整体性,将纸张

赋予生命,使每本书都有自己的个性情

感,做有温度的书籍,让更多人来体验书

籍带来的阅读享受,让美书,留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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