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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新型阅读时代的来临使纸质书籍的阅读形式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如何使手制书在这种冲击

下走出新的方向具有极大的意义。方法 以传统工艺在手制书中的运用为例，从传统工艺的材料、技术，

到手制书的文化形态、艺术表现等方面进行探讨，为手制书的发展方向提出思路。结论 手制书的发展

与传统工艺相结合，为手制书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与方向，更好地体现了艺术与文化的双

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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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raft in Handmade Book Art 

YAN Li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e arrival of the new era of reading makes the reading form of paper books have a great impact, how to 

make handmade books under the shock out of the new direc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traditional craft art in hand 

making use of the book, for example, from the traditional craft of material, technology, handmade book form of culture, 

art, etc, it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rain of thought for handmade book. Handmade book development 

combin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raft art provides more possibility and direction for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hand-

made books, to better reflect the dual value of art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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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时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新型的

阅读时代已经来临，人们从纸质书籍的阅读形式转换

到了电子书籍的智能阅读模式，这种改变除了阅读方

式以外，更是从生活方式、娱乐方式，情感表达方式

的改变，其中部分已经影响到了纸质书籍未来发展的

方向。纸质书籍作为信息承载的功能由于新媒介的涉

入开始发生转型。 

传统的手制书籍发源于西方，据记载已经有 100 

多年的发展历史，本文所探讨的手制书主要倾向于艺

术家手制书，“艺术家手制书” 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是

直到 20 世纪才出现的。和西方不同的是，虽然中国

的制书文化和历史也很悠长，但是在很长时间这个领

域并没有被国内的艺术界所介入和认知，直到 2012

年中央美术学院推出了“钻石之夜”，国内首次大规模

的世界艺术家手制书展[1]，将艺术家手制书这一定义

引入中国。展览的成功举办不仅让手制书在国内受到

了关注，而且也开始迅速出现了手制书工坊，对中国

的书籍设计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目前全球有

专业的手制书协会，依据不同的主题有固定的大型展

览，其中规模 大的展览要数美国的 CODEX 书展，

有超过 22 个国家的艺术家参与。 

1  手制书形态特征 

手制书的创作者有书籍爱好者、装帧设计师及诸

多艺术家。随着手制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欣赏其独特性与艺术价值，手制书的发展也呈现以

下几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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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情感理念的展示 

除了信息传递以外，手制书不单单只是书，也是

一件富有情感的艺术品，其中包含有艺术家与读者相

互情感的共融。艺术家在对书籍内涵自我解读的基础

上，巧妙地利用不同的视觉元素与材料语言来传递情

感与理念，而读者则通过翻阅书籍时的行为、视觉、

触觉等感知来传递对于书籍的喜好、感悟与思考，手

制书通过艺术的形式搭建了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桥

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手制书不仅具有一定的艺

术性，而且有较强的神秘性和感染力。 

1.2  文化形态的转变 

手制书由于有着无限可能的创作空间与独特的

艺术语言，正逐步转化为文化产品或艺术品形态，与

其他艺术类书籍不同的是，它既具有书籍形态又具有

艺术品特征。艺术家利用各种媒材的特性如：气味、

肌理、色彩、触感等对书籍整体及细节进行表现，从

而创造出极为丰富的内容与形态，代表着一个空间、

一段青春，甚至一段情感，由此页面间的每一次翻

阅变得惊喜、独特而感动，同时阅读也就成为了一

种截然不同的身心体验，以至于有时难以界定它是

书还是艺术品，这其中体现了艺术家太多思维的睿

智与巧妙。艺术家手制书体现的不仅是书籍的新形

式，更是一种新的美学态度，一种新的方向，一种

新的艺术价值。 

1.3  一种潮流的呈现 

在情感与个性定制不断需求的今天，手制书不

仅成为了艺术家情感与设计思维的载体，而且更是

一种艺术收藏品。一方面手制书在带来书籍精神共

鸣的同时，其艺术性也触动了读者收藏的心理，收

藏同时更为手制书创造了更高的价值。另一方面，

手制书的制作大多采用了多样化的材料与形式，如

稀有的纸张、独特的材料、精美的制作工艺等，形

成了手制书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再加上大部分的

手制书制作是依靠艺术家纯手工完成，多数是限量

限版，甚至有时会仅仅制作一本，因此其具有独一

无二的艺术价值与收藏意义，在未来也或将成为一

种潮流及新的收藏热点。 

1.4  材质的多样性表现 

手制书的形态万千，材质各异。多样性的材质是

手制书表达设计理念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能够被视

觉、被触摸、被感知，不同的材质会有独特的质感特

性，而不同的质感又将引起阅读者不同的心里与感知

的反应。除了常见的纸质材料外，手制书的材质选用

广泛，具有自由性，包括如皮革、塑料、织品、玻璃、

金属、木竹等，其种类繁多。艺术家将这些常见的材

质依据各自不同的属性、形态、感观等特性，与书籍

主题内容、作者的情感表述、工艺的制作方式等紧密

相联系，通过融合与创新，进行创造性的转换运用[2]，

尝试突破不同材质在表现上的各种可能性，由此拓展

与众不同的思路和空间。选择材质本身就是设计，对

艺术家来也说是考验。书籍设计与材质是相互作用，

密不可分的，材质能为主题说话，替内容表现 [3]，

材质选用是否恰当巧妙也决定了手制书设计语言的

独特性与不同的表现力，使书籍形态多样性成为可

能[4]，从而赋予阅读新的精神内涵及艺术价值。小铜

时钟杂志见图 1（文中图片均摘自 Pinterest），树皮

书籍见图 2。 

   

   图 1  小铜时钟杂志          图 2 树皮书籍 
Fig.1 Small copper clock magazi    Fig.2 Bark books 

1.5  互动性的对话 

匠心独具的互动性设计是艺术家手制书的重要

特征，艺术家常常会在书籍中通过形态、材质、空间

变化等来制造互动关系，使阅读者与创作者之间通过

这种别具一格的体验进行信息和情感的对话，独具艺

术魅力。互动性能为手制书带来多维的视角转换，从

而产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互动惊喜。 

2  传统手工艺在手制书中的运用 

书籍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手制书相

似，中国的传统手工艺也同样有着丰厚的历史，且种

类繁多，其 大的特点是工艺性较强且具有较高的审

美价值[5]。这些异彩纷呈的传统工艺有着地域文化的

多元性，同时也集装饰性、艺术性、文化性于一身，

是一种活态的历史文化资源[6]，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

宝。手制书与传统工艺的结合一方面可以传承璀璨的

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延展了手制书艺术的形态与发展

方向，寻找即有文化底蕴又具时尚个性的设计语言，

使手制书形态更加多样化、设计语言更加多元化，探

索新的艺术表现方式。文章以下面几种传统手工艺为

例，探寻手制书与传统工艺交叉融合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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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剪纸工艺在手制书中的运用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之一，已有 1500

多年历史的剪纸以其简约、夸张、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为特点，同时精湛的剪刻技法和丰富的象征寓意，

映透出东方美学思想的深厚与民族精神的质朴[7]。传

统剪纸作为一种独特的视觉语言被艺术家运用到手

制书设计中，通过剪刀、刻刀在二维空间的纸面上进

行雕刻、裁剪、镂空等工艺创作，使不同层次页面的

图形、文字通过透叠产生相互渗透，呈现出独具匠心

的虚实关系，将阅读的空间营造得精彩诱人，为手制

书的表现语言提供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更强的表现

力，此外，阅读形式与内容的“艺术化”带给了读者出

人意料的惊喜和兴趣。镂空的剪纸书籍见图 3，趣味

的镂空页面见图 4。 

 
图 3  镂空的剪纸书籍 

Fig.3 Hollow paper-cut books 

 
图 4  趣味的镂空页面 

Fig.4 Hollow page interest 

2.2  纸雕艺术在手制书中的运用 

纸雕也叫纸浮雕，是从古老的剪纸与刻纸艺术中

延伸出来的，是用纸塑形达到设计意图的艺术形式。

纸雕工艺作为一门艺术表现语言，形态上可分为平面

与立体纸雕。平面纸雕和剪纸艺术有相似之处，都是

利用雕刻、剪切的技法使作品呈现出阴阳镂空的视觉

关系。而立体纸雕则是运用叠压、凹凸、穿插、镂空

等多种手法创造出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出人意料

的艺术形态。目前，书籍设计与纸雕相结合的表现形

式在国内开始引起关注，并在手制书中得以实践。艺

术家通过异化书籍的外部形态和立体化书籍的内部

结构，来塑造书籍的多维度空间[8]，在阅读者翻动书

页的一瞬间呈现有趣的立体三维空间，这其中无论是

错落有致的造型结构还是多样化的空间层次都令人

惊叹。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纸雕艺术与手

制书的结合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艺术性，扩大了读者

的认知领域和设计师的创意空间[9]，对手制书的内涵

和外延进行了拓展，全方位地展示了其艺术魅力。手

工缝制蛤壳书雕塑见图 5，纸雕书籍见图 6。 

 
图 5  手工缝制蛤壳书雕塑 

Fig.5 Hand sewn book sculpture 

 

图 6  纸雕书籍 
Fig.6 Paper books 

2.3  织绣工艺在手制书中的运用 

织绣历史悠久，是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其种类繁

多，有刺绣、织锦、缂丝等表现形式，风格多样，精

致典雅。尤其手工织绣由于精细明快，色彩华丽，品

质别具一格，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将传统织绣工艺

融入手制书创作中，将二维的插图或文字用三维的织

绣来表现，为书籍设计增添了许多不同的工艺情趣。

试想当读者翻阅书籍，在页面中呈现纺织工艺元素，

那种温馨亮丽的视觉感与光洁柔软的触摸感，将是无

与伦比的惊喜与体验。织绣通过多样的针脚与经纬交

织的线形成有韵律的动态美感，其针法、色彩、表现

形式千变万化，艺术家依据书籍主题内容将采用不同

的艺术表达，表达方式的变化将展示出不同的肌理，

传递不同的情感、不同的状态。这无疑拓宽了艺术家

的创作视野，同时为创作出更多精美的织绣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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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了想象空间。 

如经典的真丝织锦书籍《孙子兵法》，采用彩色

丝织技术，用上万根桑蚕丝，经过上亿次经纬交织将

书中的字与图画都织绣出来，它是现代艺术与传统工

艺、文化相融合的经典之作，极具艺术性和美学效果，

被视作珍贵的国礼艺术品 [10]。织绣书籍——虫见图

7，独特的织绣书脊见图 8。 

 
图 7  织绣书籍——虫 

Fig.7 Embroidery books: worm 

 
图 8  独特的织绣书脊 

Fig.8 Unique embroidery spine 

3  结语 

显而易见，艺术家手制书的创作是一个开放性

的、多元化的艺术天地，传统工艺与手制书创作交叉

融合的设计方法，不仅是传统与现代、文化与艺术的

相融，而且更是思想内容与创意设计的高度碰撞。未

来的手制书不再具有单一的阅读属性，更可以作为一

件独立的艺术作品而呈现。艺术家利用传统工艺的元

素及创意思维的多元化带来了新的思路和表现维度，

力求塑造出有意味的手制书。传统工艺丰富了手制书

作品风格各异的面貌，为其多样的艺术形态创造了一

个精彩世界，给未来提供了无限发展的空间，推进了

手制书设计的更多特色性与收藏价值。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传统工艺在艺术家手制书艺术形态的拓展上

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在创作的实践中要恰当把

握好传统工艺与设计创新的关系，手制书的艺术形态

与读者的阅读体会相契合是其得以新生的关键。目

前，中国的艺术家手制书设计还处于探索和学习阶

段，期待传统工艺的介入能在拓展手制书未来发展的

平台上，探索出更多的创新性和可能性，走出属于中

国自己的手制书特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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