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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阅读体验方式等方面的发展演变进行比较研究与案例分析，归纳总结书籍设计理念在全媒体时代背

景下发生的重要演变。结果 全媒体时代背景下的书籍设计内容、形态、功能、作用、阅读方式等都发

生了重要的变化。结论 在信息传达方式与通信技术深度发展的全媒体背景下，书籍设计出现了信息视

觉化设计、交互式用户体验设计、多媒体数字化技术、艺术性表达设计等多种新型设计理念，这些全新

的书籍设计理念拓宽了当下书籍设计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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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Book Design  

Concept in the Context of Omn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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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book design concep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mnimedia era,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book design concept, summarize the popular trend of 

book design, and enrich the method of book design. Through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book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oks and readers, and the way of book reading 

experience, the important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ook design concep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omnimedia era are 

summarized. The content, form, function, function and reading way of book design have all changed significantly in the 

background of omnimedia era. In the wa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depth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media, there are many new design concepts in book design, such as information user experience design, 

visual design, interactive multimedia technology, digital design and so on.  Artistic expression of these new books design 

concept broadens the ways and means of current book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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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平面设计师吕敬人在 1996 年出版的《书籍

设计四人说》中提出了“书籍设计”的理念，他强调：

书籍的形成是一个全方位的整体构成，是外在和内

在、内容和文字的珠联璧合，是作家、编辑、设计者、

印制人员、纸张供给者、书店销售人员共同注入情感

的生命体[1]。这个理念对传统的书籍“装帧”提出了

质疑，改变了人们对书籍装帧的固有看法。自此以后

该书籍设计理念成为行业共识，对很多青年设计师的

书籍设计理念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书籍设计成为了设

计师与书籍之间互动的系统工程，是设计师对书籍本

身整体化的视觉形态设计。书籍设计概念包含了书籍

的内容与形式、材料与印刷、视觉元素的设计与组合



第 43 卷  第 16 期 卢建洲：全媒体背景下书籍设计理念的发展与演变 269 

 

等内涵，是集编辑、装帧、印刷等多种工作于一体的

整体艺术 [2]，它不仅是书籍内容文本信息的传达方

式，同时也是作者和读者沟通的桥梁。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与丰

富，信息传播形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人们正处于

这样一个信息综合性传播的“全媒体时代”[3]。“全

媒体”一词 早来源于 1999 年成立的美国玛莎-斯图

尔特生活全媒体公司。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化发

展，人类通信技术与信息技术快速更新迭代，互联网

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2008 年以来“全媒体”

一词开始在国内各类媒体中频频出现。在 2009 年济

南召开的“全媒体出版整合营销沙龙”上，中文在线

总裁童之磊给“全媒体”作出了以下解释：全媒体出

版就是指同一个内容同时发布在纸质媒体、互联网、

手机和手持阅读器等媒体上[4]。 

在全媒体背景下，多种媒体传播形式打破了传统

单一的模式，信息的传播形式呈现出多渠道、多媒体、

多平台发布的特点。这种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

传播方式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针

对不同媒体的传播渠道特征，信息传播的形式和结构

也相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演变，智能手机、个人

电脑、电子书阅读器成为书籍知识信息的另外一种重

要载体，电子书籍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阅

读的重要方式，数字化阅读也逐步成为现代社会知识

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5]。传统的书籍形态在这样综合

多样的全媒体时代背景下迎来了新的挑战和生命。 

1  全媒体背景下书籍的发展与演变 

1.1  全媒体技术背景下书籍设计形态的发展与演变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不断进步，书籍的形态呈现出

多样化的特征，书籍作为信息的载体也随之发生了变

化。虽然目前以纸张为媒介、以文本和图片为主要信

息载体的传统书籍仍然是大部分读者的选择，但全新

形态的书籍不断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这些新形态的

书籍以其新颖的阅读方式、独特的阅读体验，越来越

受到读者的青睐[6]。 

1）以电子设备为媒介、以文本图片为信息载体

的电子书籍。如借助电子设备阅读的电子书籍。此类

电子书以超大的知识信息承载量和迅速便捷的信息

查找功能，让读者的阅读更加轻便快捷。虽然电子书

籍阅读的媒介发生了变化，但其信息的载体仍然是建

立在传统书籍的文本和图片信息之上的，因此可以理

解为传统书籍的电子版本。 

2）以综合材料为媒介、以文字图形和多维空间

造型为信息载体的概念性书籍[7]。以美国玩具书设计

名家罗伯特·萨布达设计的《爱丽丝漫游奇境》为例

（见图 1）。这本儿童类书籍是一本 3D 动态立体书， 

 
 

图 1  立体书《爱丽丝漫游奇境》 
Fig.1 Pop-up book "Alice in Wonderland" 

 
整本书由锡箔、绒毛、纸等不同的材料，700 多个零

件，通过 1 300 多道工序装配而成。该书通过各种材

料和装置设计真实地演绎了爱丽丝梦游奇境的生活

场景，使小读者近距离地走进了爱丽丝的奇幻世界，

穿越魔法森林，一起经历梦幻变身。全新设计的立体

书将奇幻的故事和魔幻的立体场景相结合，使这本诞

生于 19 世纪的全球著名的儿童文学著作再次焕发生

机，令人叹为观止。 

3）伴随数字技术和交互技术的发展出现的以纸

张和电子设备的结合为媒介、以文本图形图像及交互

技术为信息载体的书籍。例如近些年来由增强现实技

术发展而来的书籍。此类书籍通过数字技术将真实的

书籍形态和虚拟的影像信息实时地叠加到同一个画

面中[8]。它不仅展示了书籍本身真实的信息，而且将

虚拟的信息借助数码终端显示出来，两种信息互相补

充、叠加，不仅增加了读者的观看体验，同时也扩展

了读者读书的感官通道，由以前静态的文字阅读转变

为动态图形或图像阅读，由原来单一的视觉信息接收

通道转变为视听综合的多感觉接收信息通道。 

4）以艺术化表达为主要信息载体的书籍[9]。虽

然这种书籍还是以纸质形态为主，但书籍的内容和形

态发生了多样性变化，其信息的传达方式脱离了文本

和图片的束缚，采用了非常规的材料和方法，运用多

种不同的形式语言来表达作者或设计师的理念和精

神。例如我国著名书籍设计师朱赢椿创作的《虫子书》

（见图 2），作者在书籍腰封的宣传语中写道：本书

是虫子们的自然创作，无一汉字，请谨慎购买。朱赢

椿对自己这本书的解释是：开半亩田，种五年菜，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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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种虫，集数千字，成一本书。全书都是由虫子们蘸

墨后在洁白的宣纸上爬行留下的痕迹，这些随意而为

的墨痕构成了一个个神秘的符号，这些虫子因为质感

不同，在纸上游走的痕迹也大相径庭，从而有了潜蝇

的行书、蚯蚓的大篆、蜡蝉的工笔、天牛的点皴、瓢

虫的焦墨、蜗牛的写意、椿象的飞白、马蜂的狂草……[10]

传统书籍是以文字和图形为主要载体进行知识信息

传递的，但《虫子书》此类的书籍中并没有过多的文

字或形态可辨的图形，抽象、随机的虫子爬行痕迹体现

的是一个生命过程，其承载信息的途径发生了重要变化。 
 

 
 

图 2  朱赢椿《虫子书》 
Fig.2 Zhu Ying-chun "The Worm Book" 

 
这些新形态的书籍不再侧重于文字信息的传达，

更多的是依靠书籍的形态变化和形式多样性来表达

和传递书籍承载的知识或精神信息，给读者带来了与

以往（以文字和图片为主要信息载体的传统纸质图

书）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 

1.2  全媒体背景下书籍与读者之间关系的发展与演变 

书籍是读者和信息之间的媒介，读者的阅读过程

是书籍知识、信息、资料、数据的传递、交流和互动

过程。传统书籍设计中读者与书籍之间的关系是固定

不变的，主要是指书籍向读者传递信息的一个过程。

然而，随着交互观念的发展与数字技术的进步，读者

和书籍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近些年来互动类书籍

也进入了读者的视野，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将交互理念

运用于书籍的设计中[11]。书籍不再是单一的向读者传递

信息的过程，慢慢演变成为由出版社、作者（编者）与

读者共同互动完成的图书，主要有以下几种互动形式： 

1）读者与传统书籍形态的互动。例如朱赢椿的

设计作品《不裁》一书中内页的边缘没有裁开，而是

在书的第一页嵌进去一把纸质的裁纸刀，读者在阅读

过程中边看边裁，光滑的纸边因读者的裁切变成不规

则的毛边，书籍的形态变得自由、随意，见图 3。在

这一过程中读者不仅对没有裁开的下一页内容有着

短暂的期待，同时也因为参与了书籍形态的再创造而

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 

 
 

图 3  朱赢椿《不裁》 
Fig.3 Zhu Ying-chun "BuCai" 

 
2）读者与书籍内容之间的互动。读者在书籍阅

读的过程中将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感受反馈给作者和

出版社，然后由出版社将这些内容添加到书籍的下一

版本中去， 终把再版的每一本书都变成增加了阅读

者个人体验的独一无二的版本，再版的书籍内容会不

断丰富、精致，因此书籍具有了一种互动的延续性，

读者的角色也不再仅仅是知识与信息的简单接收者，

对书籍的感受也变得更具亲切感、融入感和归属感。

例如由天一创意联合机构、中国大地出版社、搜狐新

闻中心等单位联合出版的《非常爱中国——喜爱家乡

的 101 个理由》一书，该书呈现了“中国 34 省市区

喜爱度调查暨喜爱家乡的 100 个理由”活动挑选出来

的 3 400 个喜爱理由。然而，除了书中印刷的各省市

区 100 个喜爱理由之外，还特别增加了第 101 个喜爱

理由的空格位置，由书籍的购买者来撰写喜爱家乡的

理由，同时图书的购买者还可以将他们自己喜爱家乡

的理由发送到出版社指定的电子邮箱。出版社对新收

集的喜爱家乡的理由进行挑选，这些被选中的新的喜

爱理由在书籍再版时将替换掉上一版本中的部分喜

爱理由，从而使再版不再是简单的复制和印刷，而是

书籍内容的精致和优化。书籍通过读者的这种参与和

互动，让每一本书都变得与众不同，每一次再版书籍

也会变得更加完美。 

3）读者与电子类书籍之间的互动。读者通过操

作电子阅读设备，利用移动电子阅读客户端应用中的

交互功能，完成电子书籍的互动式阅读。移动电子阅

读的服务器终端能够分析读者的行为习惯数据，向读

者提出问题，阅读者的阅读数据可以及时反馈给电子

阅读设备，电子设备根据阅读习惯为读者推荐适合的

书籍。在电子类书籍的阅读过程中，传统的阅读方式

逐渐被互动式阅读取代，电子类书籍不仅能够利用数

字技术将简单的文本信息制作成动态画面，同时还可

以利用交互技术实现人机互动，充分调动读者的各种

感觉器官，使读者的手、耳、眼睛、大脑协调起来接

受信息，持续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有利于深度阅读，

提高阅读效率。 

1.3  全媒体背景下书籍阅读体验的发展与演变 

在多样性和多元化信息传播方式的影响下，书籍

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书籍信息传播的媒介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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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越来越多样。传统的印刷书籍利用书籍本身纸张

的质感、印刷的墨香、翻书的声音、精美的印刷工艺

让读者的听觉、视觉、嗅觉、触觉都能感受到阅读的

愉悦与快乐。传统书籍的设计侧重于书籍的装帧设

计、排版设计、印刷工艺设计，设计师的工作大多集

中于文字的排版、插图的创作、纸张的选择、印刷工

艺的制作、装帧形式的选定等。这些工作要求设计师

必须具有较强的插图绘制能力、文本编排能力以及熟

练的印刷工艺应用能力。 

全媒体背景下的书籍设计需要聚焦于书籍内容

的阅读体验上，将书籍中所包含的知识与精神内涵通

过形态各异的立体造型、多种多样的印刷材料、全新

的印刷工艺和制作方法、新颖的数字交互技术，来调

动读者的多种感觉通道去体会和感受书籍的内容[12]。

以前读者的阅读体验主要来源于书籍的印刷形式，而

现在读者的阅读体验主要来源于书籍内容的传达方

式，读者对书籍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加多样化。 

因此，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书籍的外部形态、

内容的承载方式、读者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体验都发生

了巨大转变。传统书籍需要设计师所具备的能力在全

媒体时代背景下来看就显得远远不够。这个全新的时

代要求书籍设计者必须扭转对传统书籍设计的一些

观念，紧跟时代的发展与潮流，适应书籍形态与功能

的转变，为新时代的书籍设计建立起全新的书籍设计

理念[13]。 

2  全媒体背景下书籍设计理念的发展与演

变 

2.1  信息视觉化设计理念 

书籍设计信息视觉化指的是通过视觉的方式对

书籍内容中的相关信息进行转译，使书籍的阅读者能

方便快捷地感知到关键性信息[14]。 

21 世纪之前，书籍是知识和信息传递的主要载

体，其文本编辑、插图创作、装帧形式都是以提高信

息传递效率为主要目标的。然而，随着 20 世纪 80 年

代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信息处于一种大爆炸状

态，海量的知识和信息呈现在读者面前。如何对书籍

中的知识信息进行系统的、视觉化的整理与转化，如

何引导读者对书籍进行视觉的快速化阅读，就成为现

代书籍设计中需要关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理念[15]。只

有具备这种信息视觉化设计的理念，书籍设计师才能

合理地运用书籍的各种元素进行信息的整理与传达，

将书籍信息以 快捷、 有效的方式传达给读者，使

读者在海量的信息中能够快速获得该书籍的主要信

息和知识。 

在这种设计理念的指导下，书籍设计师利用信息

图表、标识等直观的视觉元素对书籍中不易被理解

和解释的文本或数字信息内容进行处理，使读者通

过视觉信息图表对书籍的内容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和理解[16]。 

2.2  交互式用户体验设计理念 

用户体验这一概念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美国

著名当代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A•诺曼提出的情感化

设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纳德•A•诺曼认为：情

感总是通过判断来向人们传递外界的即时信息，情感

通过影响神经系统的化学物质进入大脑的某个中央

区域，从而修正人们的直觉、决策和行为[17]。科技技

术的快速发展使产品种类得到了极大丰富，人们的消

费需求不断得到释放，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产品

能否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成为衡量产品成功与否

的主要参考指标。良好的交互设计能够带给人们良好

的用户体验，交互式用户体验设计就是这样一个研究

人和人造物之间相互行为的跨学科设计理念，它以用

户的行为分析为设计依据，强调用户使用、交流过程

中的互动和交互体验，从而满足用户的心理需求[18]。 

交互式用户体验设计理念的扩散与传播使设计

师开始关注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和使用体验。书籍设计

领域也受到这一设计理念的影响，书籍设计师在设计

过程中也应该从读者的感受、情感、思考及其他关联

性体验的角度出发，设计出能够受到读者认可和关

注的、满足读者情感需求的、达到用户心理认可度

的书籍。 

2.3  多媒体技术理念 

书籍设计中的多媒体技术是利用现代计算机技

术，将书籍中的各类信息转换成数字信号，方便读者

存储、读取、控制、检索等操作的系统技术。 

在多媒体技术背景下，传统书籍的文本和图形图

像信息可以通过计算机转换成文本、图形、图像、影

像、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并进行综合的处理和管理，

使读者可以通过多种感官与数字化书籍进行信息的

沟通与交流[19]。读者接受信息的感官通道由原来的单

一视觉通道转变为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觉的综

合通道。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理解，参与信息读取的

感觉通道越多，读者的大脑就越活跃，记忆就越深刻，

阅读的兴趣也就越大。因此，多媒体技术不仅可以让

书籍的存储和读取变得更加方便、传播更加便捷，同

时还可以帮助读者更快更好地理解书籍内容，从而极

大地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效率。 

例如在《西南联大英文课》一书的设计中，通过

随书赠送的书签可以扫码观看西南联大的纪录片，帮

助人们了解西南联大的历史，从而增强读者对书籍背

景知识的把握与认识。在每个章节前还可以扫码收听

章节的英文语音版，帮助人们练习纯正的英文发音，

提高听力水平。这些数字化的设计手段无疑对人们增

加书籍阅读兴趣、掌握书籍内容有着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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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艺术性表达设计理念 

艺术性一词常常出现在文化领域中，是指一个艺

术作品在艺术处理和艺术表现等方面所能达到的完

美程度。书籍的艺术性表达指的就是书籍设计本身所

具有的艺术感染力，其内容与形式达到和谐统一，能

够更好地诠释设计师审美意境所达到的艺术表现力。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来临，信息传播的方式与种类

越来越丰富。书籍作为信息的重要载体和主要传播途

径，其地位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近些年来，出现了通

过书籍自身的多种形态来表达设计师内心的想法、观

念的书籍。此类书籍的主要内容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文本和图像，也并非现代书籍的数字化信息，而是设

计师所创作的艺术化视觉意象或图形符号。这些艺术

化的意象和符号呈现了作者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作者

丰富、细腻的感受和体验。 

例如，在我国当代书籍设计师朱赢椿的书籍设计

中，运用独特的设计形式与语言表达了其独特的审美

趣味和丰富的想象力，书籍本身也通过这种艺术化的

表达变得更加有趣、生动，极大地提升了书籍设计作

品的艺术感染力。 终读者通过对这些艺术化意象符

号的解读，获得了相应的情感体验。 

3  结语 

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

迅速开启了信息传播的新时代。多渠道、多平台、多

媒体传播的信息传播全媒体时代已经走进人们的生

活。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书籍自身的形态、书籍与

读者之间的关系、书籍的功能和作用都发生了比较大

的变化，近些年来出现的多种形态、多种形式的书籍

带给了读者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20]。随着书籍设计的

变化，传统的书籍设计理念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近

些年来出现了信息视觉化设计、交互式用户体验设

计、多媒体数字化技术设计、艺术性表达设计等多种

新型的设计理念。书籍设计师在这些全新的设计理念

指导下，将会设计出更多能够适应新时代、新观念、

新需求的现代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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