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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格系统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形式构建研究 

冯蓓蓓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巩义 451200） 

摘要：目的 以栅格系统为基线，在栅格系统的形式特点与形式分类的基础上，研究栅格系统在书

籍装帧设计中的形式构建。方法 从几何比例关系、裴波那契数列、纯文字文本、图文结合 4 个方

面，来阐述栅格系统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应用。结论 栅格系统使书籍装帧具有版面稳定性、信息

组织性和阅读关联性，栅格系统是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将审美与理性融为一体。栅格系统使书籍装

帧的版面既协调统一，又有细节变化，使原本的书籍装帧编排形式变得有趣味性、条理性、丰富性、

规律性，使读者达到高效阅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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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Construction of Grid System in Book Bind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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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zhou Chengg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ongyi 4512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grid system as the baseline, based on the form of grid system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 of classi-

fication, it researches the form construction of grid system in book design build.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geometric ratio, 

fibonacci sequence, full text, and graphic combination, it elaborates the grid system used in book binding design. Grid 

system make the book binding has layout stability,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and reading relevance, grid system is the un-

ity of art and technology, makes the aesthetic and rational integration. Grid system makes book layout both harmonization 

and has details of changes, so that the original form of the book binding arrangement becomes interesting, clarity, richness, 

regularity, so that readers achieve efficient reading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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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格系统英文名称为 Grid Systems，又被称作标

准尺寸系统、瑞士版式设计或网格版面设计，它运

用标准的模块来进行编排设计，在书籍的页面上按

照规划好的网格，在遵循一定视觉形式的基础上，

在模块中合理地将文字与图形等元素进行编排。 

1  栅格系统概述 

1.1  栅格的概念 

栅格的英文词汇 Grid 是单词 Gridiron 的缩写，

翻译为网栅、网格。栅格系统是以标准的网格结构

对书籍的版面编排进行合理的布局、设计，安排和

引导多种视觉信息，调节书籍版面协调性的编排方

法。栅格系统是依据书籍的版面结构形式，在各种

元素相互交错、呼应、联系的基础上进行设计[1]。 

1.2  栅格系统的起源与发展 

栅格系统的风格形成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当

时瑞士的设计师们从欧洲的一些设计师及设计院

校中学到的一种新的设计方式，如荷兰风格派，苏

联构成主义及德国包豪斯设计等，这些瑞士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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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学到的设计方法带回国内并进行学习与研究，经

过借鉴、发展，演变成了瑞士设计风格。 

20 世纪 50 年代，通过瑞士国内的广告杂志宣传，

栅格系统的设计风格被人们熟知，并受到各国的认

可，最终成为战后影响力最大的一种设计形式，成

为国际主流风格，因此栅格系统设计风格又被称为

“瑞士平面风格”或是“国际平面设计风格”[2]。 

2  栅格系统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形式规律 

2.1  栅格系统的形式特点 

栅格系统在书籍装帧设计中都有准确的数字

比例规范，可以精确到毫米的尺寸大小。在图文的

编排中，按照 1/3，2/3，3/4 的比例模式合理安排

书籍版面，以获得好的视觉效果。 

2.1.1  栅格系统的秩序性 

栅格系统是建立在秩序性的前提下，栅格系统

表现出高度的理性、规律、节奏和比例。在书籍装

帧中，栅格系统会使书籍的版面呈现出和谐一致、

整齐律动的设计风格。相对于自由式的版面风格来

说，栅格系统会使书籍装帧的版面秩序性更强[3]。 

2.1.2  栅格系统的连贯性 

栅格系统是按照理性的思维模式进行书籍的

编排设计，在书籍的页面设计中，栅格系统在注重

读者阅读功能的同时，保持页面上图片和文字的连

贯性。无论书籍的内容在何种载体上（精装、平装、

线装类书籍），都会使书籍的图文信息在栅格系统

的框架中保持连贯、协调、整体的风格，从书籍的

封面、扉页、目录页、内页中都可以看到栅格系统

的连贯性。 

2.1.3  栅格系统的标准性 

栅格系统是在数据比例的研究下产生的，在经

过不断研究、分析、计算、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符

合设计审美的模块形式。栅格系统的标准性比例和

分割形式使书籍装帧的设计更加具有节奏和活力，

在视觉形式上栅格系统的标准性形式会产生舒适、

自然、合理的美感[4]。 

2.2  栅格系统的形式分类 

2.2.1  对称形式 

栅格系统的对称形式，是将书籍的左右两个页

面进行相同设计，保持同等的页边距[5]。对称形式

的栏状栅格包含单栏、两栏、三栏、多栏等。一般

来说，单栏的形式最为简单，排版也显单调，单栏

多适用于纯文字性的书籍，且每行文字字数不能多

于 60 个字符数。两栏的对称栅格是为了使书籍版

面均衡，使读者阅读通畅。但两栏的对称栅格使书

籍版面局限，文字密集，缺乏设计感。三栏的对称

栅格形式是将书籍内页的左右页面分为相同的三

栏格局，这种格局适合较多的文字排版。多栏对称

式栅格多用于带表格的文字排版中，例如在图表、

数据信息等内容的编排中通常会用多栏的形式。书

籍装帧中的对称单元格栅格形式会使书籍版面理

性、规则，单元格的平均划分使任何形式的文字和

图片，都能在书籍版面内保持高度统一的视觉效

果。 

2.2.2  非对称形式 

非对称形式的栅格系统随意性较强，可以自由

调整栅格的大小和比例关系。非对称形式的栅格系

统也分为非对称的栏状栅格和单元格栅格两种形

式。非对称形式的栏状栅格是指书籍装帧中左右两

个页面的栏数不一样，形成非对称的结构。非对称

的栏状栅格会使书籍装帧的版面形式活跃，主题突

出，将页面中的内容清晰划分，便于读者阅读。 

2.2.3  成角形式 

成角栅格的角度是任意性的，或大或小的角度

设置使成角栅格始终处于倾斜的状态，这种倾斜的

形式使书籍的版面更加灵活、有创意。成角栅格见

图 1（图片摘自花瓣网），成角栅格的角度为 45°，

成角栅格中有图片、标题、内文、几何线等内容，

在页面的右上至左下方的方向放置一条对角线，对

角线将页面一分为二，线的左边为图片和大标题， 

 

图 1  成角栅格 
Fig.1 Angled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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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块的视觉方向是左上到右下，也就是与对角线

交叉的方向，而对角线右边的内容为两段文字及标

题文字，这块内容与对角线呈并列的视觉方向，从

这张页面的成角栅格中看到，成角形式的栅格有两

个编排方向，且这两个方向是交叉呼应的[6]。 

3  栅格系统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重要性 

3.1  栅格系统具有版面稳定性 

栅格系统为书籍版面构造出合理的结构支架，

使设计过程自然、轻松，也使版面形式趋于稳定性。

两栏栅格版面见图 2（图片摘自站酷网），设计师

使用了简洁、对称的两栏网格以及蓝白呼应的页面

背景色，左边版面上由于大标题较突兀，在内容的

设计上就显得低调一些，在版面的背景上用单调的

白色，文字的段落也进行留白设计。而右面的页面

由于缺少特大字号的标题，都属于中小标题，因此

在版面的设计上就将内容作了变化，如段落的首字

母做下沉处理，背景用蓝色，页码也放在右上角的

位置，且字号偏大。右边版面的这些设计细节都是

为了与左边的版面进行呼应，使版面更加稳定。 

 

图 2  两栏栅格版面 
Fig.2 Two-column grid layout 

3.2  栅格系统具有信息组织性 

当书籍页面中的信息量较大、分类较多时，栅

格系统的网格设计能够将信息进行较好的归类。信

息分类的栅格结构见图 3（图片摘自昵图网），是

西班牙的书籍内页设计，左边页面的大标题译为

“路线图”，文章讲述的是徙鸟迁徙的行程路线。左

边的页面用四栏的栅格形式将图片和文字进行组

合，右边页面中的栅格系统设计得深入、细致，将

每一种鸟类的迁徙路线都进行归纳，错落有致、整

齐划一，一共分了六栏，经过这样的栅格系统布置，

书籍的内容信息清晰、明确。 

 

图 3  信息分类的栅格结构 
Fig.3 Classified information grid structure  

3.3  栅格系统具有阅读关联性 

在书籍装帧的页面中，有一些内容会使读者第

一时间注意到，有的内容会在之后才看到，这就是

阅读的关联性。瑞士铁力士山滑雪场版面设计见图

4（图片摘自站酷网），书籍内页是对瑞士铁力士山

滑雪场的介绍，当读者看到这个页面时，首先是被

最上面的横向栅格里的内容所吸引，因为横向的栅

格跨度较大，接下来会被页面右下角栅格里的内容

所吸引，因为人的视觉顺序是先图后文，所以在这 

 

图 4 瑞士铁力士山滑雪场版面设计 
Fig.4 Switzerland Titlis Ski Area layout 

张页面上，读者的阅读关联是上＞右＞左，设计师

在进行书籍版面设计时，很清晰地将阅读关联性的

先后顺序体现了出来[7]。 

4  栅格系统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应用 

4.1  注重比例关系的栅格形式构建 

借助合理的比例模式，可以优化书籍装帧的版

面设计，比例栅格的定点见图 5（图片摘自《版式设

计》），为德国简·特科尔德所设计的版式结构。这个

版式的长宽比例是 3︰2，图 5 中 a 与 b 的长度是一

致的，页面装订线与最上部边缘的空白为版面的 1/9，

内页边距占外页边距的 1/2。当两条跨页的对角线分

别相较于单张页面的对角线形成交点 c，d 时，由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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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顶部做垂直线形成交点 e，e 链接 c，与单页对角

线相交形成的点即为单张版面的左上定点位置[8]。 

      

图 5  比例栅格的定点 
Fig.5 The fixed-point of proportion grid 

4.2  裴波那契数列模式的栅格形式构建 

裴波那契数列中，每个数字都是其前两个数字

相加得出的结果，即按照 1，1 ，2 ，3 ，5 ，8 …… 

这样的数列关系。将这些数字排列用在栅格系统

中，就能得到较好的版面效果。单元格栅格版式形

式见图 6（图片摘自《版式设计》），版心是由 34×55

的单元栅格形成，内页边距为 5 个单元栅格，外页

边距为 8 个单元栅格，底部的页边距为 13 个单元

栅格，这正好符合裴波那契数列中的数字关系。按

照这种数字结构组成的书籍版面，能使版面的各个

部分形成连贯、协调的比例关系。 

     

图 6  单元格栅格版式形式 
Fig.6 The layout design of unit grid 

4.3  纯文字文本的栅格形式构建 

在书籍装帧中，有一部分的版面是完全以文字

作为主体，为了突出文本内容的重点和次重点，在

进行栅格设计时，文本版面变化的形式比较多，有

的纯文本版面甚至比图文结合的版面还要突出设

计感。不对称文本栅格见图 7（图片摘自花瓣网），

为非对称形式的纯文本栅格版面设计，可以看出，

左右两个页面差异较大，左边页面的文本在普蓝背

景上只放了竖排版的大标题，中间穿插红色小号文

字，形成对比。右边页面分三栏，同样普蓝背景白

色小号字体，三栏中又将一小段红色文字穿插靠右

两栏的中间，打破了三栏的僵硬局势，最右栏的留

白在右下角又放了一小段文字。整个文字的排版重

点突出，层次分明，设计感强，读者在阅读时也不

会感到枯燥[9]。 

      

图 7  不对称文本栅格 
Fig.7 Asymmetric text grid 

4.4  图文结合的栅格形式构建 

通常情况下，版面是由图像元素和文本元素共

同组成，版面最终的栅格系统形式是由不同书籍中

主题内容（图或文）的信息量决定的。图少字多的

栅格版面见图 8（图片摘自站酷网），一般情况下，

文字较多的版面会使读者在阅读时感到枯燥、乏

味，在编排时就要注意文字版式的变化，在图 8 中，

设计者采用了两栏的栅格结构，将标题文字放大处

理，正文用小号字，形成对比。同时在标题文字的

上方放了小段红色条，以突出标题。虽然图片占左

右页面的 1/4，但是在两栏的栅格系统中，图片放

置在右页面上方，跨页面两栏的宽度，这样的栅格

排列凸显了图片，使图片与文字形成均衡效果。在

页面的排版中，要将图文的栅格系统进行适当调

整，要能够体现出内容的主旨，既要读者看到信息，

又要看懂信息，完成高效阅读的目的[10]。 

  

图 8  图少字多的栅格版面 
Fig.8 Diagram fewer and words more grid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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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栅格系统是现代书籍装帧设计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体，既能体现出艺术的

审美，又包含呈现了技术的理性。栅格系统的版面

设计注重书籍版式的稳定性与标准化，但同时也有

变化的成分。栅格系统在书籍装帧中能够使版面保

持规整性和条理性，无论页面内容的多少，都可以

借助栅格系统的编排达到好的设计效果。栅格的形

式稳定、合理又灵活丰富，既适用于严谨的版面形

式，又符合创意的版面需求，栅格系统会使设计师

在书籍装帧设计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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