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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迅猛发展下的传统书籍设计研究

周东梅

（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以电子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对传统书籍的影响和冲击为启示，分析了数字化时代传统书籍的存在价值，论述

了通过合理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发挥出传统书籍更善于体现内容和个性的优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传统书籍的设计

应该更加注重造型、互动、色彩、材料和印刷工艺的表现，使传统书籍通过创意设计延续其人文优势，从而成为充满

生命力的文化传播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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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raditional Book Desig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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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describing the shock and impact brought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book to the traditional books, it
analyzed the existence value of traditional books in the digital era and illustrated that traditional books can perform better
in delivering the content and individualism if reasonable design concept and method are available. Based on this, it can be
summarized that design of traditional books deserves greater attention in terms of styling, interactive, color, materials and
printing technology, through which traditional books can extend its humanitarian advantages by virtue of creative design
and thus become the humanitarian advantag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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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是指人们所阅读的数字化出版物，区别于

以纸张为载体的传统书籍。电子书利用计算机技术

将一定的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信息，通过数码方

式记录在以光、电、磁为介质的设备中，并借助特定的

设备来读取、复制和传输。电子书包含了 2个层面的

含义：一是指电子文本，包括电子图书和电子期刊等；

二是指用来阅读电子书的专用阅读器[1]。出版咨询专

家迈克·沙兹金说：“到 2020年，印刷纸质图书将基本

消失，只留有少数作为富人手中的收藏品和玩具[2]。”

电子书的迅猛发展无疑对传统书籍的生存造成了强

势的冲击。

1 数字化时代下传统书籍的存在价值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世界的营养品。”一切震撼

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

形。书籍是人类知识储存和传授的有力工具，从书籍

里人们可以汲取人类几千年发展所积累的知识，能够

冲破时空的局限以广阔的视野看世界，能够超越独自

思维的单信道联系方式而获得大量信息，人类的进步

离开了书籍便不可想象。在现代科学飞速发展的时

代，阅读书籍仍然是人们获得知识的重要手段。怀旧

的情结、复古的时尚和独特的阅读体验，甚至某种品

位的身份象征，这些都是支持传统书籍继续存在下去

的基本要素。大家会发现在数字时代，传统书籍的价

值不只在于获得信息量的多少和速度，还在于开启心

智引发思考的可能和过程。

1.1 舒适阅读

相比电子书，传统的纸质图书对读者来说更加人

性化。通过电子屏幕阅读文字，无论如何不会比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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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面上的文字更使人感到舒适和节省眼力。电子阅

读器的外观基本相同，而一本图书的封面设计、装订

方式和尺寸大小都各不相同，仅是不同的物理形态就

能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官享受。此外，传统书籍的阅读

环境通常是静谧甚至私密的不受干扰的个人时间与

空间所营造出的独立的心理空间。电子书毕竟只是

冰冷的电子设备[3]，读者触摸不到各种装帧材料所带

来的不同手感，也感受不到纸张散发出的书香和翻阅

书籍时纸张之间的摩擦声，电子书对环境的要求更是

相对随意。

1.2 情感交流

书籍的目的是阅读，而阅读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

们的精神和情感需求。人类对纸本和材料的情感需求

是电子书无法代替的。传统书籍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具有其独特的文化感和亲和力，这些都使得它在阅读

过程中让读者得到的精神享受远远超过电子书。基于

获取大量信息的阅读和基于获得更深层次精神享受与

启示的阅读，这2种阅读目的在数字化时代日趋显著地

分流。能够激发读者感悟并获得更深层次的情感交流

才是传统书籍存在的价值与追求的目标，因此，可以说

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本“静态”的书[4]。

1.3 收藏品

收藏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同时也是收藏者

品位和地位的象征。书籍作为收藏品有着悠久的历

史，一方面它是承载历史、文化和艺术信息的商品；另

一方面它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享受和精神愉悦。有些

书除廉价的普通版本外，还有精装本或特精本，它们

的印刷特别精致，纸质好，数量有限，具有很好的收藏

价值。有些书有名家的题字，使它们更具有收藏的意

义。还有如初版本、未裁本、孤本、错本、藏书票本、私

印本、古籍版本等都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2 传统书籍生存的主要手段

在电子书越发猛烈的冲击下，传统书籍的价值就

越体现在它独有的存在价值中。书籍设计正是将这

种价值最大化的手段，在重视传统版式设计的基础

上，必须同时突出书籍的造型、材料和印刷工艺，才能

体现传统书籍的独特魅力。

2.1 设计多元的造型

电子书是以电子设备为载体，无论文字还是图片

都是呈现在二维的电子屏幕上，即使展示三维空间的

图片也是虚拟的，与真正空间里可以触摸到的 3个维

度的真实感是无法比拟的。而这一点在传统书籍中

通过创意设计是很容易实现的，比如立体书设计。传

统书籍多元化的造型设计可以呈现出书籍的不同内

容。儿童读物《小司机》的圆形方向盘造型设计使读

者对其内容一目了然，见图1。《艺术危机》用手枪的造

型表现其内容，见图2。由此可见，书籍造型设计要符

合书籍的内容和读者的需要[5]。具体做法应该是，在

确定了书籍主题之后，从其内容中归纳特点捕捉视觉

符号，将其形态的视觉化表达在装帧设计中，从而达

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值得注意的是，设计师在追求

造型多元化的同时一定不能为设计而设计、为出新而

出新[6]。德国著名书籍设计师冯德利希说：“必须按照

不同的书籍内容赋予其合适的外貌，外观形象本身不

是标准，对于内容精神的理解，才是书籍设计者努力

的根本标志。”

创意感十足的造型设计还可以体现出书籍的不

图1 《小司机》

Fig.1 "Little Drvier "

图2 《艺术危机》

Fig.2 "The Art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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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个性。《常进》画册的设计师将整个书的装订线贯穿

成文字，不仅解决了装订，而且封面设计清新淡雅、古

韵十足，见图 3。儿童书籍设计中造型的个性化也十

分重要，页面丰富生动的立体书是小朋友的最爱，见

图4。

2.2 人书的互动交流

人与书的情感交流和互动使阅读书籍成为了一

种精神享受。书籍设计要充分利用人的感官感受，比

如在介绍咖啡的书籍纸张中渗入咖啡香味的创意能

够增加人们嗅觉上的愉悦感。又如阅读时随时将个

人的心得体会记录在书籍的空白处，更是人与书情感

交流的重要手段。

互动性设计使人们在阅读书籍时充满了乐趣 [7]。

如书籍《不裁》，是一本边看边裁的书，见图 5。设计

师在书的前环衬部分设计了一张书签，也可以当作

裁纸刀用，让读者在边看边裁中有一种短暂的等待

和喜悦的感觉，比那种随处可读的文字多了一份阅

读审美过程和趣味。当读者读完全书后，会发现书

的质感发生了变化，因为书由手工裁开，翻口的那种

参差不齐的瑕疵给人一种残缺美的视觉享受。又如

在儿童书籍中设计滑道，让小朋友按照故事情节将

人物拖到下一个场景，使阅读充满了童趣和快乐感，

见图6。

2.3 丰富真实的色彩

在目前电子设备的技术背景下，纸质书相对于电

子书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体现在色彩的表现上。目

前的电子书阅读器分为两大类：一类以电脑、手机这

样的综合性电子设备为载体；另一类是以亚马逊

Kindle，索尼Reader为代表的电子书。前者显示屏可

以显示色彩，但不同色彩数的颜色质量所显示的效果

不同。后者采用电子墨水，因为电子墨水的彩色屏技

术尚未成熟，所以目前不能显示彩色。相对于电子书

在色彩方面的捉襟见肘，纸质书却可以呈现出无数种

亮丽的色彩，并且随着现代印刷和油墨技术的提高，

纸质书的色彩更加生动细腻、绚丽多彩。

2.4 选择多样的材料

设计师可以在书籍的封面、扉页、衬纸等部分使

用不同手感的材料，使书籍充满人情味和亲切感的同

图3 《常进》

Fig.3 "Changjin"

图4 儿童立体书

Fig.4 Children′s three-dimensional book

图5 《不裁》

Fig.5 "Bucai"

图6 互动的儿童书籍

Fig.6 Interactive children′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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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为书籍增添美感[8]。书籍设计中常用的材料有织

物、人造革、皮革、木材、特种纸等。织物包括棉、麻、

丝绸、涤纶、人造纤维等，设计师可以根据书籍的内容

和功能选择合适的织物，如经常翻阅的书可以考虑用

结实的织物装裱，而表达细腻风格的书则可选用光滑

的丝织品。也有许多书籍直接采用衣物材质进行封

面的包装，如牛仔裤的斜纹和线头都会给设计师带来

灵感[9]。人造革涂层可以擦洗、烫印，加工方便，价格

便宜，常用作书籍的封面，特别是用量较大的系列丛

书。优质的皮革由于其美观的皮纹和色泽以及烫印

后明显的凹凸对比，所以使它在各种封面材质中显得

出类拔萃。木质材料在目前的书籍封面制作上也被

经常使用，其设计效果有不可估计的影响力，中国

5000年文化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大部分采用木质、竹质

材料作为书写的载体，因此在书籍的文化底蕴和整体

档次上木质材料有超强的表现力。

材料在书籍设计中的使用往往能够使人眼前一

亮，给人惊喜。比如画册《坏孩子的天空》，见图 7，设

计师采用了特殊的可以刮掉的油墨，封面上的书名

“坏孩子的天空”是被刮出来的，稚气十足的手写体展

现出了画册的主题。又如原研哉为长野冬季奥运会

设计的手册，营造出了一种既适用于庆典，又能唤起

人们对“冰、雪”感觉的记忆，见图8。设计师将文字的

金属模板加热然后压在纸上，文字部分出现凹陷，因

为热的作用部分纸纤维融化成了半透明状，这种纸让

人们联想起冬天脚踩在松软的雪地上的感觉，使手册

充满了亲切感和美感。

2.5 印刷工艺的创新

电子书的显示效果受到了电子设备的色彩数、

分辨率、屏幕材质和尺寸等因素的影响。色彩数少，

图像就会失真；分辨率低，文字和图片就模糊不清；

屏幕材质、尺寸的不合适会使屏幕出现条纹，这几个

因素相互作用极大地影响了阅读的舒适性。传统书

籍以印刷的方式呈现，清晰的文字和色彩丰富的图

片令人赏心悦目。考究的装帧材料和精湛的印制工

艺是构成书籍美感的重要因素，因此传统书籍设计

要发挥其优势必须借助印刷工艺的力量。常用的印

刷工艺有烫印、印金、印银、UV、压凹、压凸、镂空、浮

雕、磨切等。随着印刷工艺的创新和进步，书籍也越

来越精美，以往不能够印刷白色的问题现在可以用

烫白工艺来解决。《锦绣文章——中国传统织绣纹

样》是一本有关中国古代织绣纹样的图书，它的封面

和版式设计都围绕着中国传统织绣艺术而展开，并

且封面采用了丝织面料进行特殊印刷来表现本书的

主题，见图9。

3 结语

传统书籍给读者的感官感受和心理感受是未来

图7 《坏孩子的天空》

Fig.7 "Sky of Bad Child"

图8 长野冬季奥运会手册

Fig.8 Handbook of Nagano Winter Olympics

图9 《锦绣文章——中国传统织绣纹样》

Fig.9 "Splendid Article：Chinese Traditional Weaving and

Embroidery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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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不能取而代之的根本因素。随着电子书的影

响力与渗透力的加强，势必会给传统图书带来冲击

和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遇。而创新设计正是将传

统书籍的优势得以发挥的重要手段，翻看一本设计

精美的书籍，它让读者所得到的艺术享受和情感交

流是电子书无法替代的。造型、互动、色彩、材料和

印刷工艺使书籍设计具有了原创性和人情味。设计

师在进行书籍设计时，应该更加注重人们在阅读时

的感受，引导读者通过阅读进入更高精神领域的体

验，使传统书籍延续其人文优势，成为充满生命力的

文化传播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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