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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统一设计理念在书籍设计尤其系列书籍设计中的形成过程，通过对如何准确地进行书籍整体形象的系

列设计；设计前思维方法递进的逻辑性；设计过程中设计语言的正确定位；设计内涵中图形、文字、色彩、材料元素构

成的延展与统一；统一设计理念在设计中的运用等进行分析，明确了书籍设计只有在统一设计的理念下进行整体的

思考，才能实现统一设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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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ign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of Coh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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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described the process of the coherence conception for book design especially for series book design by

several aspects as the following. How to design the overall image of series books? Which is the logical way of thinking

before design? What is the correct orientation of design language through the design process? How to make the extension

and coherence of graphics, typefaces, colors and materials in design? How to apply the conception of coherence in book

design? Above all, it tried to make sure that book design need the overall consideration by the conception of coherence.

Thus, we can reach the aim of coherent book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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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以书籍为载体的传统传播方式依然占有庞

大市场，如何将书籍尤其系列书籍的面貌设计为一个

整体？统一设计理念的形成以及统一设计体系的构

筑，将是设计者必须面对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统一是

形成品牌形象连续性的关键，统一设计的理念和方法

是达成整体设计目标的关键。

1 统一设计理念的形成

统一设计是一个整体的思维过程。当设计者将

混沌的感性认知和灵感的瞬间意识升华为整体的统

一理念，整体性设计也就成功了一大半。因此，在设

计之前，设计者必须对设计对象作周密调查，分析具

体的设计要求，凭借自己独有的思维素质产生一连串

的设计构思，从中提炼出最准确的统一设计方案。

统一设计的关键在于“统一”的提出与运用，具体

包括前期策划、创意思考、统一设计的提出、统一设计

的延伸、统一设计的表达、统一设计的构筑等步骤。

统一设计是一个整体性、多方面的设计，是将客观的

设计限制、市场要求与设计者的主观能动性统一到一

个设计主题的方法

[1]

。

1.1 方案分析

方案分析包括对具体书籍的分类、开本、材料、创

意风格、文字及图形语义的分析；对设计元素定位的

分析；对书籍结构的分析；对不同书籍所形成的二维

空间功能的分析等。对于系列套书的设计来说，统一

分析及其结论显得尤为重要。例如，由韩家英设计的

系列套书《天涯》在材质使用、文字与图形传达语义的

结合、主题字的风格与布局等方面，均形成了设计形

式上的高度统一与有序变化，完美地契合了主题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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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书籍在延展风格上应形成统一的视觉形象的要

求，是统一设计理念下的书籍设计典范，见图1。

1.2 主题分析

主题分析是形成统一设计理念的重要方面，旨在

了解书籍内容和主题，并进行针对性的统一设计，从

而体现设计以内容为本的思想。主题分析包括对书

籍内容、书籍分类、表现形式（套书还是单行本）、读者

群（读者的职业结构、年龄层次、文化程度等）、构成成

本、设计元素、字体选择等的分析。其中的读者群分

析指导着统一设计的走向。

1.3 市场调查

对市场上同类书籍的设计进行分析和调查，有助

于设计者把握当今的设计走向，加深对书籍设计在形

态呈现上的了解，以便调整设计思路，控制好书籍在

形态上和展示空间中的视觉传递功能，使设计的功能

性趋于完美。市场调查包括个案分析、设计发展走向

预测、不同设计风格分析等。

1.4 理念形成

经过上述系列分析，设计者必然会产生若干设计

构思。它们来源于对设计客体的感性认识，之后便可

以遵循综合、抽象、概括、归纳的思维方法将这些构思

分类，找出其中的内在关联，形成统一设计理念。

2 统一设计理念的思维方法

设计思维是通过内在意象的结构性质进行的。

当一切富有成效的思维必然发生于知觉领域内时，视

觉是唯一可以表现空间联系的精确性和复杂性的感

觉样式

[2]

。这一样式便是统一设计理念的思维特征。

2.1 思维阶段

想象与联想是最主要的思维方式。黑格尔认为，

想象是指在原有感性形象的基础上创造出新视觉符

号的思维过程。这些新的视觉符号是由已积累的材

料经过加工、改造所形成。想象便是对市场调查、读

者分析等结论进行想象。联想则是由一事物联想到

另一事物的心理活动过程，是客观事物彼此相似的关

联性所导致的结果

[3]

。设计思维是一种理念，也是设

计者的世界观，是设计过程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并

从宏观上控制着设计者寻找最佳方案的思维方法

[4]

。

因此，联想的思维方式能为设计者开辟更广阔的思维

空间。

2.2 思维方法的运用

思维方法与思维运用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格

里高利指出：“设计方法是对某种特定种类的问题的

解决方法，即是创造充足的条件使之达到相互关联结

果的方法

[5]

。”设计思维运用主要包括2种思维方法：抽

象化思维与形象化思维。

抽象化思维是一种抽象性的概念系统的知识运

动，其严密的逻辑性总是在“超脱”具体事物的抽象领

域中进行，是一系列抽象的概念、判断和推理，并遵循

一定的逻辑程序与规则。其主要方法有归纳法和演绎

法。归纳法是从个别事实到一般结论、概念、原理的方

法；演绎法是由一般原理、概念到个别结论的方法

[2]

。

形象化思维就是对归纳及演绎所产生的形象进

行构思，通过对图形符号等形象的思考，创造出统一

的设计形象，将统一设计观念及其发展直观化地予以

表达。

当然，具体设计过程中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并不限

于以上几种，还需要设计者深入分析与探索，更需要

设计者运用敏捷的思维和广博的知识结构来总结和

诠释。

3 统一设计理念的定位及内涵

不同的书籍具有不同的内容，所以必须针对每一

种具体书籍形成特立的设计定位，才能保证设计作品

具有独特的意义。书籍设计的定位取决于书籍内容，

设计风格及其语言运用必须反映书籍的命题，即书籍

设计应根据书籍内容进行构思和创作，要在立意上多

下工夫。“意”即意境，立意是书籍设计的灵魂，艺术语

言形式的统一则是书籍设计的躯体。书籍设计就是

把对书籍的认识和理解转化成设计意象，用恰当的表

图1 《天涯》

Fig.1 Front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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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加以表达，使每一种具体的书籍具有与众不同

的内容、形式和气质，即个性。

统一设计定位的目的就是将统一设计理念在书籍

设计中充分表达出来。从心理学来说，人们对事物信

息的接受和识别分为感觉和知觉2个阶段。感觉反映

事物的属性，知觉反映事物的整体；感觉是知觉的基

础，知觉是感觉的深入。因此，感觉是最基本最简单的

心理现象。没有感觉，不仅不可能产生知觉，而且不可

能产生其他一切心理现象

[6]

。由于读者最终通过书籍

设计的诉求来直观地领会设计理念，书籍设计就必然

是一种以产品特定消费群体为主导的定位设计。消费

群体可以按年龄、性别、国家、文化、阶层等方面划分，

不同产品面对不同消费者

[7]

。因此，书籍设计必须反映

出读者群对于书籍的内容期待和阅读渴望。

书籍的设计风格体现着书籍的个性，有个性就不

会雷同。个性化就是无限超越自我，它使设计表达更

具生命力，而通过对统一设计理念的定位将设计理论

转化为设计手法，将指引设计者采取一定的表达方式

（如形态、结构、材质、艺术语言等书籍构成元素），为确

定独特的设计手法打下基础。独特的设计令书籍中的

各种视觉要素以一种特定的定位方式进行组合，达到

更加和谐统一的效果。尤其系列书籍设计，它不限于

单本书籍，而是多本书籍在同一命题下的组合设计。

书籍统一设计理念的内涵是指书籍设计布局所依

赖的各个构成元素。如何将书籍中的各个构成元素形

成为统一设计形象，对于书籍设计来说，主要是不论同

一书籍所展开的具体内容如何多样化或者更新，书籍

的主题字体（书名）、作者、出版社、主题图形、色彩、材

料等必须遵循统一设计定位理念，以保证各要素的前

后统一，形成具有鲜明识别性的视觉形象。

杉浦康平设计的《音乐艺术》系列套书见图2。设

计师依据书籍内涵设计了一组具有光效应效果的抽

象图形，这组图形始终贯穿整套书，每个图形的形态

不同，但形式语言相同，呈现出音乐的丰富特性和魔

幻节奏。文字布局与字体一致，色彩却在转换。书籍

材质与开本高度统一。这些设计手法的运用达成了

系列书籍设计风格的统一与变化。书籍设计统一定

位的视觉识别系统，是向外界传达全部视觉形象的总

和，也是书籍统一设计定位的具体化、视觉化与符号

化。书籍通过视觉形象定位体现出书籍的个性与风

格，并最终通过视觉形象定位的传播活动植根于广大

公众心目中。

4 统一设计理念的运用

设计思维是设计创作的核心，决定设计作品的成

败。设计者是设计思维的实施者，设计思维的过程就

是设计者根据主题的要求，对自己的生活体验进行提

炼和构思的过程。设计创作的实践运用阶段主要有

主题触发、设计构思和设计传达。主题触发是设计创

作的外在刺激，一旦引发了设计者的设计愿望，将激

活设计者内心的生活积淀，促使设计者将内在的创作

欲望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

统一设计理念的运用就是由设计主题出发，理性

地将统一设计理念赋予设计的过程，包括对设计理念

的演绎、推理和发散，从而将统一设计理念有效地呈

现在设计方案中。统一设计理念的产生是设计者感

性思维的结论，统一设计理念的运用则需要设计者将

思维理性地渗透到设计的每一个部分，也就是设计形

式语言的统一延展。

统一形式语言的延展及研究的初步阶段，在统一

设计观念中被称为系列书籍的组合与划分。首先，考

虑设计元素各组成部分的功能是否合理。可采用图形

演化分析法对图形进行比较，就是对系列书籍所展现

的二维空间进行分析，研究各二维空间之间的相互关

系，图形和文字的大小与诸构成元素布局的合理性，图

形空间地位的主次，相对空间的动静关系等，以便设计

者在平面布置上更有效合理地运用现有空间，使空间

的实用性得到充分发挥。其次，对空间流线进行系统

化的统一设计。例如刘宏骏设计的《上海文学》，见图

3，以“创造细小的生活氛围”为定位理念，其设计便以

日常生活用品为借代语言来表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设计者先将版面空间分为3个功能区，再通过流线性的

图2 《音乐艺术》

Fig.2 Music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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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感形成链接。在设计元素的连续布局这一步骤

中，统一设计理念的表达与图形安排的合理性被紧密

地结合起来，是一种很不错的理念表达形式。

统一设计的风格延展是对设计风格理念以及由

此理念发散所产生的形的分解。由一个设计理念出

发可以联想到许多表达的形，将这些形打散、组合、再

重组，就能得到若干可以利用的形或造型，然后将它

们变化运用到设计的每一个方面，这就是书籍的设计

风格延展。至于是选用人性化的带有民族风格的设

计元素，还是选用现代感强烈的设计元素，这取决于

设计元素本身能否准确有力地表达设计主题，能否创

造出既变化又统一的特殊形态。

吕敬人设计的《朱熹榜书千字文》见图4。书籍内

芯设计以稳定的武文线与奔放的书法字体形成对比，

在扩张与内敛、动态与静态中取得平衡与和谐。设计

师用本土传统格式为框架，并予以强化，框架内是大

小粗细错落有致的文字符号。封面设计则以中国书

法的基本笔画——点、撇、捺作为上、中、下三册书的

特征符号，既统一格式，又极具个性。函套仿照宋代

印刷的木雕版形式，将一千字反雕在桐木板上。全函

以皮带串连，如意木扣合，构成了造型别致的书籍风

格形态。

5 结语

统一设计理念是书籍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它

以读者群的定位为基础，以诉求为目的，通过调查研

究和分析论证，针对性地提出贯穿书籍设计开发全

过程的统一设计理念，并将该理念转化为具有操作

性的设计原理和设计创意，是导引后续设计的原则

和实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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