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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以信息时代概念书籍设计的特征为出发点，分析未来书籍发展的新思路。方法方法 理论与

实际案例相结合，分析概念书籍的设计理念与艺术表现。结论结论 概念书籍的出现反映了当代书籍设计

的一种需求，也是书籍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与努力，才能为我国当代书籍

设计的动态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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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the concept book design in this information era，it provided a new idea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books. Methods Combined theory with actual cases，it analyzed the design idea and

performance of concept books. Conclus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books not only reflected a demand of

contemporary book design，but also w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book configuration.It will inject new

vital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book design by relying on the concern and efforts of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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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书籍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纵观其发展

历程，可以概括为书籍装帧和书籍设计两大阶段。传统

书籍装帧是指从书籍文稿到成书出版的整个设计过程，

它包含了艺术思维、构思创意和技术手法的系统设计。

由于时代、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长期以来，书籍装帧

大多数是以简单的二维化思维和绘画式的表现方式来

完成书籍的封面和版式设计，缺乏由表及里的书籍整体

之美。书籍设计理念的滞后与设计语言的贫乏，已不能

适应信息时代背景下人们多元化的阅读需求。

“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方式”，概念

产生于一般规律并以崭新的思维和表现形态体现对

象的本质内涵。概念书是指在准确传达书籍内容信

息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书籍内涵，独具个性的新形态

书籍[1]。概念书籍的出现，反映了现代书籍形态的一

种需求，如何不断地更新设计观念，寻求书籍设计的

突破点，为读者创造独特、舒适的阅读空间，是艺术设

计人员共同面对的课题。

1 信息时代背景下概念书籍的设计表现

1.1 思维模式的创新

概念书籍是一种创新的书籍形态设计，它与传统

书籍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观念的突破，其设计的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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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尽可能地打破以往惯有的思维模式，运用全新的设

计理念，通过对形态、材料、工艺等方面的个性表达，

满足读者高层次、差异化的消费特点及审美需求。

概念书籍设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开本、色彩、图

像、版式的整体设计，而是在传统书籍设计的基础上，

融入创新设计理念，是设计者对书籍的内涵进行归纳

与提炼，强化书籍文本内容的思想、观点、意识，对书

籍表现形式、视觉元素、材料工艺进行独创性与探索

性的设计[2]。人们的视觉习惯总是遵循这样的规律：

耳目一新的事物很容易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司空见惯

的、刻板的东西就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要求设

计师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高深的素养、敏锐的观察

力，同时还要具备超前的创新思维能力。能够打破以

往固有的思维模式，学习和采用现代的设计理念，在

吸收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善于从其他领域获取灵感，

大胆地创新，用新的视角、新的表现手段来提升书籍

设计的文化品位与审美功能。

1.2 符合读者多元化的审美需求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及审美

观念趋向多元化，读者在阅读载体和阅读方式上比以

往有了更多的选择，阅读习惯呈现互动性、娱乐性的

特征。书籍设计必须挖掘新的设计语言，寻求设计形

态的可变空间，来满足读者对书籍设计审美多样化的

需求。如日本设计师川村真司的《RAINBOW IN

YOUR HAND》一书，见图1。创作于2007年，外观看

上去是一本传统的颜色样本书，设计师将同样大小的

七色四方形，印刷在36张漆黑的纸上。当读者连续翻

动书页时，“掌心中的彩虹”立刻呈现，创造出了比动

画更加立体的3D效果。富有创意的设计让读者从书

籍中获得更多的感官体验，是一种视觉形式的愉悦，

更是把玩、游戏或收藏。

多元化的书籍设计，使得阅读的过程具有无限的可

能性。概念书籍设计不仅要重视形态的创新，又要体现

书籍的内涵[3]。书籍设计可以是二维的、静态的形式，也

可以是立体的、动态的表现。设计师要始终把握书籍功

能与美学的关系，重视概念书的阅读性与感官享受的协

调统一，才能体现出概念书籍创新的价值和意义。

1.3 创造书籍与读者之间互动的阅读方式

信息时代背景下，读者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产

品推荐，更加希望主动参与设计过程。他们从各自的

需求出发，阅读的行为是积极的、主动的，在阅读过程

中更关注参与性、主体性。所以，概念书籍设计应强

调“以人为本”的原则，加强书籍与读者之间的互动联

系，满足读者的个性追求。

成功的概念书籍设计能够营造一个匠心独具的

阅读氛围，甚至可以把书籍变成“游戏”，让读者参与

其中，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获得了知识，同时又带

来了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4-5]。如荣获2007年度德国

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不裁》，见图2。设计师

朱赢椿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的参与因素，书芯由3种不

同颜色、不同质地的纸张混合装订而成，但书的内页

是连在一起的。另外，设计师又设计了一把纸质裁

刀，需要读者边看边裁，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游戏与娱

乐的阅读空间。让阅读有延迟、有期待、有节奏、有小

憩，最后得到一本古朴而雅致的毛边书。这种新颖的

设计，和读者情景交融，让书籍有了生命，也让书籍成

为一件具有收藏、观赏价值的艺术品。

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设计观念，探索和发掘新的

阅读方式，创造“以人为本”的阅读氛围，使书籍更加

富于趣味性、独创性，为读者创造情感上的愉悦和思

想上的共鸣！

图1 手中的彩虹

Fig.1 Rainbow in the hands

图2 《不裁》

Fig.2 "Not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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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时代背景下概念书籍的设计方法

2.1 概念书籍的外部形态表现

对书籍形态进行设计是概念书籍艺术表现的方

法之一。

书籍“形态”是指书籍的外在结构、形体以及内在

“神态”，是外在美与内在美的结合。书籍形态设计是

通过不同的外部形态，恰当传达出书籍的内容信息，

准确表达书籍的风格，从而赋予书籍第一印象的鲜活

生命，在视觉上吸引读者，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6]。

内容决定形式，概念书籍的形态设计应该从书籍的

内容出发，加以提炼和概括，做到从内容到形式的和谐

统一[7]。各种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使得书籍形态多样

性成为可能。概念书籍设计打破了常态书籍的六面体，

呈现出圆的、多边的、异形的、仿生的等多种形式。丰富

的书籍形态不仅在视觉上带来新鲜的趣味，同时对反映

书籍内在精神上还有着非物质的外化作用，是对书籍内

容信息传达的形象化补充。

概念书籍在形态上寻求变化，一方面可以通过新

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探索书籍形态的多种表现形

式，设计出独具个性的翻阅型书籍；另一方面，也可以

完全打破传统书籍的外部形态，探索未来书籍阅读方

式的各种可能性。例如，较为成功的书籍作品《眼观六

路》。设计师利用魔方的外观，把书籍的形态做成和魔

方一样的正六面体。这种书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翻阅

型书籍，而是结合魔方特殊的结构原理，随着魔方的旋

转，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给读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新

鲜体验，在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

2.2 概念书籍的内部形态表现

多数书籍需要通过二维空间的基本元素来表达，

在平面上进行文字、图形的编排，运用色彩和版式的

不同风格来进行书籍的视觉表现。概念书籍中的文

字、图形、色彩、线条既有语言信息载体的功能，又是

具有视觉识别特征的符号系统[9]。作为造型元素，各

自的多少、大小、形状、方向、主次、疏密等都可以根据

设计的需要，表现出不同的信息传达效果。概念书籍

设计在满足实用性的前提下，要尽可能地突破传统的

编排方式。准确把握文字、语言信息，发挥文字的内

在潜力，注意色彩的情感与表达内容的一致性，充分

发挥色彩在书籍设计中的视觉效应，对书籍内部形态

的诸要素有机地、富有节奏地编排，达到外表与内在，

造型与神态的协调统一[10]。也可以大胆地运用空白，

为读者营造想象空间。比如在莱比锡图书博览会上

荣获“世界最美的书”《蚁呓》的设计，就是打破传统书

籍满版的布局。设计师根据图书主题，配以新颖别致

的插画，简约到极致的文字，大片的页面，留给了空

白。这些空白正是持互动、实验心态的设计者对读者

的鼓励，它只是一个引子，每一页都值得伫足凝想，更

多的空间需要读者自己来填写。

概念书籍的内部形态是由书籍本身来决定的，可

以是二维的形式，也可以借助开本大小、装订方式、色

彩、材料、特殊工艺等来制造立体的欣赏空间。不论

采用什么样的表现形式，设计者都要根据书籍的性质

和特点，强调贯穿书籍的视觉符号的准确性，把握书

籍的整体风格。

2.3 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

书籍材料的发展是与时代进步紧密联系的，新材料

不断涌现，为书籍艺术拥有多种物质形态提供了可行

性。不同的材料可以赋予书籍不同的气质。书籍的主

题内容也可以借助材料来引申发挥，从而将更深层的含

义表达出来，这就是概念书籍采用不同材料的意义所

在。设计师根据书籍的内容定位进行材料的选择，以此

表达书籍的情感与观念，提升设计品位。材料的运用成

为书籍设计不可或缺和不容忽视的重要元素。

在书籍设计中，纸张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一直

以来处于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先进的科技不断应用

到纸张制造业中，出现了许多色彩和质感都非常有特

点的纸材。如水纹纸、皮纹纸、金银卡纸、手揉纸、彩

岩等。这些色彩丰富、质感迥异的特种纸张，存在着

明显的触摸质感差异，极大的丰富了设计者的创作灵

感和艺术表现力。书籍设计语言是多元的，可以利用

纸材的平面元素，通过对纸张的折叠、切割、组合等处

理手法，来达到平面之中有变化，呈现出丰富、多维的

立体效果。所以，有效的利用纸张能完美地诠释书籍

的“气质”和“内涵”。

概念书的材料并不局限于纸材，不同的阅读方式

可以考虑使用不同的材料[11]。设计中可用的材质可以

是自然界的原始形态，如石头、木材、泥土等；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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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过加工后的现成品，如金属、塑料、皮革、玻璃、织

物等。材料本身就可以构成书籍的形态。同时，材料

还以其特殊的触觉语言与读者交流，达成与读者之间

思维和情感上的共鸣。在进行概念书籍设计的过程

中，充分利用材料的不同特性、质感、触感、肌理等，并

将其转换成视觉语言，表达书籍的情感与意图。借用

材料的特性创造出具备艺术特征的书籍形式，通过功

能与形式上的结合，实现书籍外在形态的多元化。如

olly.nk.com公司为Levis牛仔裤所作的宣传册。设计

师采用简单易找、具有怀旧感的牛仔布，再使用较硬

的板纸把它们牢固的粘合在一起。用一些零碎的布

头来做活页封套，版面设计与此呼应，给人一种“在路

上”的感觉。这种小册子还可以作为一本随身携带的

旅行日记，整个设计巧妙独特。仔细分析，材质的选

择在设计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设计师选择材料首先基于作品所要表达的精神

内涵。只有当选择的材料与书籍的内容相匹配、相吻

合时，才能让设计作品呈现出精彩的效果。所以，“物

尽其用”是实现审美性和经济性相统一的设计原则 。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涌现出了许多新技术、

新工艺。诸如计算机网络、数字化普及甚至各种相关

技术也开始涉足书籍设计领域，如金属工艺、塑胶工

艺、布艺等。这些新技术的运用，使材料语言的价值

和内涵凸显，不仅提高了出版效率，而且使很多新的

设计理念能够从设想变成现实。对新技术的尝试和

应用，客观上实现了书籍的个性化，增加了书籍设计

的艺术表现力。

3 结语

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

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普遍规律。概念书籍的出现反

映了当代书籍设计的一种需求，也是书籍形态发展的

必然结果。正如杉浦康平所说“书籍不仅仅是容纳文

字，承载信息的工具，更应该是一件极具吸引力的物

品”。在我国出版业内，概念书尚处于起步阶段，任何

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都会有其两面性。在未来的一

段时期内，需要出版者、设计者、售书者、读者等社会

各界的共同关注，才能为我国当代书籍设计的动态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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