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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提升老年人书籍阅读的整体文化品质。方法 经过对我国老龄化社会数据统计调研后发现，

老年群体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阅读群体，目前有些传统杂志、报纸上体现的传统文化已经注意到了老年人

阅读的难题，进而推出了“老年版”供老人阅读，但总体而言，符合老年人特点和需求的传统书籍设计

还很少，因此以老年人阅读的创新体验为研究基础。结论 通过分析当今老年人的阅读特点与障碍，从

老年人阅读的文化创新性出发，对书籍的易读性、审美性、智能化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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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cultural quality of reading books for the elderly. After the survey of China's 

aging social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 elderly group i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reading group. At presen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some traditional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has taken note of the problems of the old people's reading, and then 

introduced the "old version" for the elderly to read. But in general, the traditional book design that accords with the char-

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the elderly is still very few, so the innovation experience of reading in the elderly is the basis of 

research. Through analyzing the reading characteristics and obstacles of the elderly today，based on the cultural innova-

tion of the old people reading，it studies the readability, aesthetic and intelligence of books, and puts forwar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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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目前对儿童读物的设计与研究涉及较

多，也相对成熟[1]，但是，作为弱势群体的老年人书

籍几乎为零。有心理学专家建议，老年人退休以后可

以适当阅读，拉近与外界的距离，保持健康的心理。

老年人读书有很多益处，如能减少大脑萎缩，能有效

减缓各机能衰退；读书陶冶情怀，积极面对生活；老

年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交流其思想[2]。老年人受传

统文化思想影响较深，以此来做创新研究必定为老年

人阅读带来全新体验。 

1  老年人阅读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书籍装帧设计的人群针对性不强，整体

设计缺乏对老年人的关怀，对文化创新的研究不足，

具体问题如下。首先，传统文化的内容与设计形式的

创新契合度不高，老年人在阅读时的内容与形式的衔

接感不强[3]；其次，读物整体设计缺乏审美感，现在

好多老年读物仍采用单色印刷，白纸黑字，字体和字

间距也是按传统的方式来设计，这样长时间的阅读，

很容易使老人感觉到眼花缭乱，造成视觉疲劳，甚

至产生厌倦阅读的心理；第三，读物在规划选题时

以老人年为服务中心的很少，因此很难吸引到老年

人的阅读心理，比如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字经》、

《唐诗宋词》等都有成人和儿童版的，却没有专门针

对老人设计的老年版，导致老人获取类似的文化知识

难度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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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年人的阅读特点与障碍 

1）老年群体感官系统老化。年龄的不断增长，

使老年人的视力慢慢减退，老花眼加重，导致老人看

不到近距离的物体，也因为市面上的读物字号过小，

老人阅读时经常看串行或者看不清内容，直接导致阅

读困难[4]。 

2）记忆力衰退。老年人记忆力差，思维反应越

来越迟缓，引发老年人在阅读时经常重复阅读才能理

解，基于此，传统的以文字为主的书籍不合适老人阅

读，可以考虑图文并茂的版式设计。 

3）阅读感受性下降。由于反应迟缓，导致其在整

体的阅读中花费更多的时间。此外，老年人视觉能力

逐渐变弱，辨识能力和注意能力逐渐降低，并且部分

老年人对色彩变得不敏感，阅读容易产生倦怠感[5]。 

基于此，未来对老年人书籍的装帧设计，应以老

年人的阅读特点，从人体工学的角度出发，对书籍的

易读性和审美性和智能化进行深入研究，为老年人提

供高品质的阅读资源，老年人书籍装帧设计的发展空

间巨大[6]。 

3  老年人阅读中传统文化的创新 

3.1  易读性设计 

易读性是阅读的基础，吉姆斯·菲利奇在书中指

出：所谓易读性，是指文字目标的便利性和舒适性，

侧重于读者的“感性体验”，它所描绘的是在文本阅读

时读者的舒适程度和轻松程度，和内容无关，是书籍

的物理性呈现。经过对现有书籍装帧设计易读性方面

调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正体字的辨识度

要高于斜体字；设计中色彩、大小、肌理等对比很重

要，例如，在奶黄色纸上使用正体黑色文字较易读，

白底黑字的文字要优于黑底白字的易读性；在阅读的

过程中，文字的上部形状比下部形状作用明显，左部

形状比右部形状作用明显；合理设计文字的行间距和

词间距提升易读性，文字太密集或太松散都不利于阅

读；字体设计在书籍的易读性方面也起重要作用，设

计时尽量选用辨识度高的字体。 

经过以上总结，传统文化易读性的影响因素较多，

在老年人阅读中，要想做到传统文化的易读性，应关

注读物的封面、扉页、内页版式以及插图 4 个方面。 

3.2  封面设计 

封面设计是整本书的门面，其在文化创新的过程

中起重要引导作用，是传统文化内容的导向。针对老

年人读物设计中，应意识其机体形态和机能老化的影

响，例如老年人手指的灵活度以及视力都在减退，因

此，在封面设计中从抽象到具象的转化过程中，封面

的语言文字和色彩必须以老年人的生理机能为设计

前提，力求达到通俗易懂同时引人入胜。如《快乐中

老年健康枕边书》见图 1（图片摘自百度百科），该

书主标题文字以传统吉祥图案为背景，花团锦簇，与

快乐、健康呼应，再配以明黄色，传统与现代结合，

有利于老年人对信息的理解。。 

 

图 1 《快乐中老年健康枕边书》 
Fig.1 "Happy Middle-aged and Elderly Healthy Pillow Book" 

3.3  扉页设计 

传统的扉页设计主要是用来呈现书籍名称、作

者、出版社等相关内容。随着老年人阅读的不断艺术

化发展，扉页成为传统文化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扉

页文化创新的升华甚至可以提升书籍的艺术收藏价

值。对于老年人来讲，扉页中加一些传统文化的图形

语言或名言警句等内容，会增加老年人阅读的兴趣。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封面设计要吸引读者的眼球，

扉页就可以将封面的内容延续，比如图形元素、设计

符号、肌理色彩都可以延用封面的内容，达到书籍的

统一性和连续性[7]。 

3.4  内页设计 

除了封面和扉页之外的书籍内容，都可以称作内

页，一本书籍的顺序一般是封一、封二、扉页、内页、

封三、封底。老年人从一本书籍中获取知识量的部分

主要来自于内页，因此，内页的版式设计非常重要，

是老年人阅读舒适性的核心内容，也是书籍设计时要

重点关注的内容。一般而言，老年人视觉器官的机体

形态和机能变化，造成老年人眼部晶体弹性减弱，眼

部周围的肌肉萎缩能力减弱，视力逐渐减退，在大量

的文字排版中，字体、字号、行间距的选择是体现易

读性的直接因素。比如，在字体选择中，不仅要考虑

选择的字体风格与书籍主题保持一致性，而且还要综

合老年人的需求多尽量运用大字体。 

3.5  插图设计 

插图设计是针对于书籍内容的再次诠释，更形象

化地表述书籍所阐述的核心思想。老年人对文字事物

的反应理解能力降低，通过图形直观的再次对内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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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解释，图文并茂的书籍设计形式，更利于老年人读

懂书籍的内容，对书籍的易读性具有极大的增进作

用。书籍中插图的设计与创新，就是为了吸引老年人

的眼球，也就是所说的“注意力”经济。对老年人的大

脑来说，一副有创意的插图才能足够吸引眼球，强化

视觉停留的时间，对反应迟缓的老年人形成良好的记

忆力。从插图的具体设计方式而言，老年人有时会期

待童年的简单美好，因此，老年人书籍装帧的插画设

计可以借鉴儿童绘本启发式思路，以绘画描述为主，

文字对书籍内容辅助。 

4  传统文化的形态与材料创新 

传统文化在老年人阅读的创新研究中，必须呈现

出必要的形态与材料，用物质的形态去传递给老年人

阅读的易读性体验，因此，老年人书籍装帧设计为了

适应社会进程，必须以物质为载体，以审美性为精神

载体[8]。 

4.1  书籍的全局统一性 

老年人书籍装帧设计中可以考虑书籍内容与书

籍的封面材质整合统一，书籍装帧的结构设计应该考

虑老年人健忘的生理特点，应清晰明了，便于老年人

再次查阅想要了解的相关知识。在《马克思手稿影真》

书籍装帧设计中，见图 2（图片摘自百度图片），吕

敬人利用牛皮作为书籍封套的主材料，诠释书籍的历

史文化内涵，使其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同时，在牛

皮上以印刷雕刻的方式体现主题文字与图形，增加内

容的印记沧桑感，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敬重

感，容易让读者体会当时的时代特点与社会精神；同

时，书籍封面采用木板，强化书籍题材的硬度感，体

现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刚性主义，凸显其文化特色，并

用牛皮绳线状书籍的装订手法，将书籍的形态、色彩

肌理、内容和表现形式达到整体统一的完美境界。 

 

图 2 《马克思手稿影真》 
Fig.2 "Marx's Manuscript" 

4.2  书籍的文化艺术性 

通过对老年人审美心理学特征的研究，才能更好

地把握老年人的审美方向，提升书籍装帧的吸引力，

更好地将老年人书籍装帧的文化艺术性完美呈现。老

年人书籍装帧的文化艺术性可以通过书籍的 3 个方

面进行设计，即形态、色彩和质地。在多数情况下，

色彩的文化艺术表达要重于形态和质地，当然，三者

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比如，2014 年评出了 22

本“中国最美的书”，其中《逝者如渡渡》，见图 3（图

片摘自百度图片），是唯一一本以叙说世界各地已灭

绝或正在走向灭绝的生物故事。书中传递了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精神诉求，对读者的环保意识有很好的引

导，每篇文章都配有精美插图，达到物质载体与文化

艺术的最佳融合，文化艺术氛围浓郁。 

  

图 3 《逝者如渡渡》 
Fig.3 "As Dead as a Dodo" 

4.3  书籍的工艺实践性 

如果说文化艺术性是书籍装帧设计的精神载体，

那么材料工艺就是书籍装帧设计的物质载体，能实实

在在呈现给读者视觉和触觉的体验，老年人书籍的工

艺实践性也是传统文化创新的重要体现。中国书籍的

装帧工艺与材料表现形态丰富多样，有最早的甲骨

文，商代中期以竹子做成“简策”，纸张批量生产以后，

出现较多的有通过整开纸折叠中间用线连接的“折叠

本”、 “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等书籍工艺制

作形式。目前运用最多的材料就是纸张，但纸张也有

很多种类，有色彩、肌理、粗糙等区分，老年人触感

辨别能力减弱，可以选用蒙肯纸，也叫轻型胶版纸，

这种纸张手感好，重量轻但是还有一定厚度，较适合

老年人的触感。根据书籍的内容选择合适材料，达到

装帧设计与书籍内容的和谐统一、技术与艺术的完美

结合。在老年人书籍装帧实践中，“以人为本”应注重

加强人性化关怀，例如可以配有简易老花镜，纸张选

用柔和、反光小的材质。 

5  传统文化创新趋势 

计算机互联网、移动客户端不断发展[9]，新兴阅

读载体也不断出现，这为老年人的阅读提供了新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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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智能化的文化创新服务体验让老年人的阅读形式

有了品质的飞跃，同时也让老年人的阅读阻力从自身

机能问题，转向各类电子产品的智能化操作技术问

题，以老年人阅读为中心的电子读物首先需要智能化

与便捷性的操作界面，以解决老年人对电子读物的陌

生感，让老年人阅读的空间感增强。其次，老年人移

动书籍的阅读方式可以打破传统平面的阅读模式，不

止局限于平面文字和二维图片的阅读，有声读物与动

态的媒体阅读更能丰富老年人的视觉体验。比如，借

助已成熟的计算机软件及服务技术，提炼传统文化的

精髓，制作出一系列可以触感识别、多媒体语音播报

等形式的易读性电子读物，可以有效改善老年人的机

能及心理问题所引起的阅读不便[10]。最后，电子书籍

最好不要设计成“满屏”方式，因为这种“满屏”会导致

字数过多或信息量过大，无形中增加了老年读者的紧

张感，基于此，笔者建议页面上下左右都留有一定的

空间，使文字尽量居中，同时加大字间距和行间距，

带给老年读者以舒适感。  

6  结语 

老年人在阅读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可以达到一种

动与静的结合，既能从传统文化中得到精神食粮的满

足，又能锻炼身体机能的各项配合。基于此，本文以

老年人的生理机能与心理状态等身体条件为研究依

据，从传统书籍装帧的易读性、审美性和工艺实践等

内容入手，努力解决目前所存在的老年人阅读障碍，

积极提升老年读物的设计水平。老年人读物的传统文

化创新需要与时代接轨，智能化服务体验必将改善老

年人今后的阅读生活方式，为传统书籍的提升带来新

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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