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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limitations of e-books and printed books under the digital 
background, expound the advan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tist's book, sort out the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in the de-
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market of artists' books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point out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art-
ist's book at the present stage. Based on the book design theory and with the typical artist's book as cas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artist's book under the digital background was further explored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descripti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artist's book i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private collections 
and public collections, communication and trading channels, platform construction, inheritance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
tional crafts have been pointed out, and the view that artist's book is a new form of art and book has been proposed. The 
artist’s book will provide a new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aper books under the digital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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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书籍从文字诞生起，就开

始随着社会的发展以不同的形式承担起传播知识、文

化、观念的功能。随着当今社会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

数字阅读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并被大量的读者接受

与喜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最新发布的全民阅读调

查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

的接触率达到了 68.2%，较 2015 年上升了 4.2 个百分

点，连续 8 年保持上升势头[1]。电子阅读人数的上升

拓宽了电子书籍市场，对传统纸质书籍的生存空间造

成了不小的冲击。在数字化背景下，如何使传统纸质

书籍找到更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引起了业内学者的

讨论。艺术家手制书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与书籍

形式，因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丰富触觉体验以及更加

深入的情感互动等优势成为传统纸质书籍未来发展

的可能路径，作为从国外引进的新形式，探索其在我

国的发展策略是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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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艺术家手制书的概念及其发展状况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对艺术家手制书的定

义是：艺术家手制书是指艺术家通过对图书空间的巧

思，将文字阅读与视觉欣赏以及材料触感，自由转换

并融为一体的艺术[2]。它强调的是书籍作为一种艺术

品，艺术家通过对视觉语言的构造、材料的处理以及

对书籍空间的营造，多维式地运用书籍这一载体表达

自己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思想。艺术家手制书一方面作

为以书籍为载体的艺术品，可以是独一无二的装置、

雕塑等；另一方面作为上升为艺术品的一种书籍形

式，可以以多种状态呈现。它可以是独本，也可以是

在一定规模内发行印制的出版物，但与传统纸质书籍

相比，艺术家手制书的印刷或装订仍依靠手工完成且

多为非正式出版，因此它仍是手工的限量出版物。 
在国外，艺术家手制书大致经历了 3 个发展阶

段。第一个阶段在 1910 年至 1950 年，这时的艺术家

为进步的文学作品绘制插画，通过印刷、铜版画等形

式呈现出来，收集成册，这是最开始的形式。例如马

克思·恩斯特的作品《A Week of Kindness》。第二个

阶段在 1960 年至 1980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小型出版社的涌现为艺术家手制书的大量创作提供

了可能，一些艺术家开始系统地对其进行探索和研

究，例如丹麦、比利时、荷兰的“眼镜蛇”以及法国

的“字母主义”等艺术家团体，涉及的内容也十分广

泛，有漫画、摄影、版画等。第三个阶段是 1990 年

至今，这是艺术家手制书发展的高潮，在这个阶段，

艺术家和出版社呈现年轻化趋势，他们不拘于传统形

式，作品变得更有实验性[3]。 
艺术家手制书在中国引进的时间较短，2012 年

由中央美术学院徐冰教授通过举办“钻石之叶：百年

全球艺术家手制书”展使得这个概念被人们所认识。

直至 2018 年，有关艺术家手制书的大型展览在我国

大陆共举办 7 次：2012、2015 年的“钻石之叶”，2017
年在南京举办的“艺本”，2016 年至 2018 年在北京、

上海两地连续举办的三届“abC 艺术书展”，2018 年

举办的“UNFOLD 上海艺术书展”。个展与小型展览

包括“芥菜种子，艺术家手制书实验展”，钟雨、郭

蕾蕾手制书展等。由此可以看出，艺术家手制书相关

展览在我国大陆数量较少且多在一线发达城市，传播

范围有限。从市场方面看，国外的艺术家手制书交易

每年大概在 2.5 亿美元，中国艺术家手制书市场目  
前属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市场。同时，

在艺术家手制书作品收藏市场方面，我国也基本属于

空白。 

2  艺术家手制书发展的优势 

艺术家手制书具有多样的形式与物质载体，弥补

了传统纸质书籍较为单一的呈现方式和物质载体，更

比单一屏幕载体的电子书籍更加灵活多变。传统纸质

书籍出于成本、制作工艺、批量化生产以及信息大范

围传播的考虑，受限于平面化的表现形式，更多地在

于文字和图形的设计与编排[4]，无法满足人们多元化

的阅读体验和审美需求。艺术家手制书则更容易表达

立体空间，它通过对不同材料、工艺和现代科技的应

用，使之成为一个物质载体丰富、表现形式多样的艺

术综合体，它可以是一本静止的平面纸质载体的手制

书籍，也可以是装置、雕塑等多种形式，呈现的载体

除纸之外，还可以是树皮、布条、铁、冰等多种物质。

比如 Susan Gaylord 的作品《精神之书》见图 1，它运

用了树枝、藤蔓等材料做成一个小型的装置，表达了

作者通过这些自然材料与书的联系与变化，产生与自

然的共鸣，传达了冥想的意义。 
 

 
 

图 1  《精神之书》 
Fig.1 "Spirit Book" 

 
艺术家手制书具有延展和转换书籍的功能。随着

电子阅读的兴起，大量的信息可以通过电子这一载体

来快速传递，文字阅读这一功能在纸媒中的优势正在

减弱。艺术家手制书的呈现方式不局限于传统纸质书

籍的功能与形式，其表达的主题和思想通过艺术再创

作的形式来表达，书籍被赋予艺术或是文化代表物这

一功能[5]，增加了书籍阅读功能的多样性。传统纸质

书籍与电子书籍的关系好比绘画与摄影的关系。绘画

初期作为记录功能而存在，在摄影技术出现后，绘画

则向艺术品方向发展[6]。在数字化背景下的传统纸质

书籍，可以借用绘画发展这一经验，尝试拓展转换其

功能。美国艺术家巴西娅·艾兰用冰制成的 250 磅的

“冰书”见图 2，书的内部是植物的种子，“冰书” 
 

 
 

图 2 “冰书” 
Fig.2 "Ic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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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置在溪水或是河流里，慢慢融化，种子飘散在河

流的整个流域，从而更明显地体现出冰川融化所带来

的潜在损失。 
艺术家手制书提高了情感互动的有效性。艺术家

手制书有着复杂的结构设计，异于常规的打开方式和

读取方式，例如立体机关的设计、可动的插图动画等，

可改变和增加与读者的互动方式[7]，符合当代读者求

新求异的审美需求和情感需求，有利于读者与作者的

情感互动交流，更加深刻地了解作品的含义。多样的

形式有利于我国传统工艺的应用，这是我国艺术家和

读者共有的文化根基，通过一些被大众所认知的共有

的民族元素，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建立起与读者沟通

的语言，增加情感传递与互动的有效性。 

3  艺术家手制书发展的阻力与发展的策略 

3.1  艺术家手制书发展的阻力 

艺术家手制书目前在我国发展的阻力主要表现

为两个方面。一是自身符合我国受众审美的民族特点

欠缺，二是在传播渠道、平台、收藏市场的外部环境

的不完善方面。 
艺术家手制书作为从西方引进的新的艺术形式，

其自身带有浓厚的西方特色。例如它的装订形式，多

为欧洲传统装订，如比利时装订、科普特装订、交叉

式装订等。内容上多是有关欧洲传统文学和前沿艺术

的。符合我国民族审美和文化内涵的特征较为缺乏，

目前未被广大读者了解并接受。 
艺术家手制书传播范围有限，国内理论研究少。

艺术家手制书目前是一个新兴的艺术形式与书籍形

式，被引进中国的时间较短，传播的范围较小，受众

多为我国外出学习的留学生与顶尖专业院校的专业

人才，不被大众所熟知，也未有相对稳定的被社会和

学术界所认可的概念和理解。由于艺术家手制书作为

艺术品或非正式出版物，对其数据统计与分析的难度

较大，国内相关资料非常有限，所以也加大了对艺术

家手制书研究和制作的难度。 
艺术家手制书缺乏交易渠道与平台。欧美手制书

历史发展悠久，在交易渠道与平台建设方面经验丰

富。在 1961 年 Maciunas 就成立了 AG 画廊，旨在推

广艺术家手制书。经长期发展，欧美已形成了众多艺

术书店、画廊、专业网站、书籍展览会等交易渠道。

国内在这方面目前属于起步阶段。自 2012 年艺术家

手制书被引进我国后，到 2018 年，我国大陆共举办

的大型艺术书籍展览会共 5 次。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

司的“国际手制书联盟”，GESSOISLAND，I:project 
space 等是国内目前少有的艺术家手制书平台。经营

艺术家手制书的书店数量也较少，主要有梦办、木鸟

漫画、鼹书、SHEN SHEN BOOKS、香蕉鱼书店等。 
艺术家手制书收藏市场需求贫乏。收藏市场一是

私人收藏，二是公共收藏。艺术家手制书作为一种新

兴的艺术形式与书籍形式，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它的价

值。国内的私人收藏家更偏向于收藏 20 世纪早期艺

术家的作品，这些艺术家普遍有很高的国际声望和艺

术地位，相对于国内的艺术家手制书作品则收藏较

少；在公共收藏方面，目前国内唯一规模较大的私立

收藏机构是雅昌艺术中心，专门收藏艺术家手制书的

公立机构则为零。仅在 1999 年，ARLIS 艺术图书馆

协会调查的美国 27 个图书馆的平均记录中，艺术家

书籍的收藏规模为 1096 件，其中最大的收藏机构是

现代艺术博物馆，超过 9000 本[8]。现阶段，我国公

共图书馆、美术馆等都没有预算来收藏艺术家手制

书，更多侧重于古籍收藏。市场需求的贫乏使艺术家

手制书缺少资金支持，这是阻碍手制书发展的重要 
因素。 

3.2  艺术家手制书发展的策略 

艺术家手制书拓宽了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教育是

书籍应用的一个大的方面。艺术家手制书可在多维空

间表现，弥补图形、文字等二维空间所表达不了的含

义，它在一定规模内可少批量印制，在未来拥有更多

可能性，满足专业院校教学展示的需求。艺术家手制

书一是可以运用在文学、艺术等多种学科的教学中，

把教学内容作为手制书设计的素材，比如作品《球体》

见图 3，它是一个手制书系列作品，是由画家 Austin 
LEE 通过扩增实境技术将绘画作品通过 APP 程序呈

现 3D 数字动画效果，增加了内容的趣味性。二是艺

术家手制书可以运用在学前教育中。儿童对文字、图

形的感知远没有对物质综合体的感知强烈，表现形式

多样，材料丰富的书籍更能引起儿童的注意力，开发

儿童的想象空间[9]，比如 Robert Sabuda 创作的《爱

丽丝漫游奇境》立体童书系列见图 4。 
艺术家手制书加快了收藏市场的建立。艺术家手

制书收藏市场的建立，一方面需要艺术家们构建自己

的受众群体，加强传播广度。相比于传统纸质书籍在

出版前对特定读者群体的定位，艺术家手制书是艺术

家通过书籍形式对自己创作理念和情感观念的表达，

寻找与自己艺术观念相契合的受众需要加强对艺术 
 

 
 

图 3 《球体》 
Fig.3 "Sp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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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爱丽丝漫游奇境》立体童书系列 
Fig.4 3D children's books of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家手制书在市场的传播，使更多人认识并了解艺术家

手制书。另一方面是建立私人收藏和公共收藏市场。

基于私人收藏的不稳定性和过多的经济考虑，公共收

藏市场在艺术家手制书刚起步阶段有更大的市场空

间。我国大陆共有主要省市博物馆 3060 余个，县级

以上公共图书馆 3153 余个，私立美术馆 26 余个，31
余所美术与艺术专业院校，这些构成了艺术家手制书

巨大的潜在收藏市场。鉴于艺术家手制书在学术和教

学方面的价值，学校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的收藏

是现阶段艺术家手制书收藏市场最重要的发展对象。

例如国外赫轮艺术设计学院，其图书馆收藏的艺术家

手制书多达 400 余册。 
艺术家手制书应重视传播、交易渠道与平台的建

设。通过建立相关协会、非营利性组织、网络数据库、

出版等形式来搭建艺术家手制书的传播与交易平台。

从国家层面来看，构建协会组织可促进行业发展。例

如美国的大学图书艺术协会，它致力于学院和大学的

书籍艺术教学，关注手制书的实践和分析。从社会层

面看，鼓励非盈利性组织相关展览和活动，有利于传

播推广和教育工作。例如 Booklyn 艺术家联盟，向公

众提供教育计划，并向机构提供馆藏发展服务等[10]。

网络数据库的建立在数字时代至关重要，通过线上平

台实现资源共享，同时搭建市场交易信息网络，例如

artist’s pub 数据平台。通过出版来实现它作为书籍形

式的价值，进行思想和文化传播，同时形成自身市场，

进行商业上的有效流通。比如日本建筑师大野友资制

作立体雕刻书《360 BOOK》见图 5，这本书的出版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给艺术家手制书的发展开创了一

条新的生存道路。 
艺术家手制书应增强民族特征，运用传统工艺来

展现中国艺术家手制书的特点。当下传统工艺的传承

与振兴是国家发展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一是传统工

艺在文化、形式等多个方面都可以给艺术家手制书的

创作提供灵感[11]，二是可以借助传统工艺的振兴计划

和相关政策来实现手制书的发展。比如艺术家郭蕾蕾

的作品《窗》见图 6，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的花窗造

型，通过经折装相连的形式作为整体作品的每一页，

作品又是对经折装传统书籍装帧形式的拓展。只有使

本土艺术家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制书作品，才能

使中国的艺术家手制书得到国际的认可。 
 

 
 

图 5  《360 BOOK》 
Fig.5 "360 BOOK" 

 

 
 

图 6 《窗》 
Fig.6 "Window" 

 

4  结语 

艺术家手制书作为传统纸质书籍未来可能的发

展方向，虽然在我国发展历程较短，面临传播、市场、

制作等困境，但是它在数字化背景下，相比于传统纸

质书籍和电子书籍在开拓书籍形式、功能和情感传递

上有着重要的优势。通过在公共教育、传播与交易渠

道及平台建设、收藏市场、传统工艺应用方面的发展，

艺术家手制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一种新的书籍形

式，将会是传统纸质书籍在新时代的一个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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