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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装帧设计在中国的发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其以形、材、文创造悠远意境的装帧风格和特

色，带有浓重的中国审美精神。在西方文化不断侵

蚀我们的思想和意识的时代，以中国传统装帧意识

创造当代中国书籍之“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价值。本文从“境”之“造”入手，分析书籍装帧

设计的造境之法与造境之美。

1 “造境”的含义

“造境”，顾名思义指的是创造意境。那么，什

么是意境？

“意境”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都与意境息息相关，或

者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追求着一定的意境。唐代王

昌龄的《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镜。欲为

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

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

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

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

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1] 这是意境第

一次明确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与“情境”“物境”并

列为诗的三境。此后，意境被广泛运用到绘画、篆

刻、书法等诸多艺术门类中。

意境不是客观具象的，但依赖具象形象而存在，

是人通过具象形象感受到的一种极致的审美境界和

状态。换言之，“境”不是物象，而是物象中蕴藏的

需要人们用心感受才能够发现的，体现审美过程中情

景交融、虚实互补的状态。如李可染的诠释：“意境

是艺术的灵魂，是客观事物精粹部分的集中，加上人

的思想感情的陶铸，经过高度艺术加工，达到情景交

融、借景抒情，从而表现出来的艺术境界。”[2]

在此基础上理解“造境”就变得轻松得多。如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的，“有造境，有写境，

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

大诗人所造之境，要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

于理想故也。”[3] 可见，造境是创造意境，这种意境

是创作者内心渴望和希望的，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体现着创作主体的情感意识。造境不仅存在于传统

绘画、文学等层面上，也是一切艺术创作，包括书

籍装帧设计所需要和必要的。

2 书籍装帧造境之法

2.1 以形造境

传统书籍装帧的造境之美，首先体现在书籍内

在和外在相结合呈现出的“形”态，包括书籍整体

造型、版式和图样等。装帧是书籍的外衣，它的图

案版式与书籍内容息息相关。比如，文学类书籍的

装帧可以是笔墨味浓郁的，但不能是花里胡哨的乱

拼；儿童书籍的装帧可以是可爱、淡雅或充满绮丽

幻想的，但其形态要考虑儿童阅读的方式和习惯。总

之，必须有适合不同书籍的“形”，以“形”体现书

籍的风格特色和审美价值。

中国传统书籍装帧作为一种近乎纯粹的审美创

作，追求形式美和功能美的高度统一，追求书籍本

身永恒的、纯粹的精神内涵。如简策书，具备书籍

装帧的基础元素，文字版式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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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字体形态寓意书籍内容。如帛书，有图案和朱

砂的装饰，在实用性的基础上已经融入美学元素，体

现出传统美学“天人合一”的观念。此后出现的卷

轴书、梵夹书、蝴蝶书等众多的装订形态，无一不

体现着这种对形式美与功能美的追求。形，是书籍

装帧设计的基础和起点，以“形”写“神”，通过整

体造型、版式设计，呈现书籍的气质和风格，是中

国传统书籍装帧营造意境之美的基本方法。

2.2 以材造境

材料是构成书籍的基本元素，是一种强有力的

设计语言。书籍的材质直接影响读者的视觉、触觉、

听觉、味觉和嗅觉的不同感受。日本著名书籍装帧艺

术大师杉浦康平的“书籍五感”理论指出：“书的表

达需要五感，即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

书籍五感是设计思考的起始。”[4] 这就是说，书籍装

帧设计必须以材质的五感为基础，选择的材料既要

符合书籍内容和装帧设计的风格，最大限度地体现

设计思想，传递设计情感，提升书籍的文化品位和

艺术性，又要满足读者的五感需求，营造合适的意境。

2.3 以文造境

中国汉字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本身就是

图与画的结合，是一种形式抽象且内涵丰富的图形，

“以其净化了的线条美⋯⋯表现出和表达出种种形体

姿态、情感意境和气势力量”[5]。汉字的整体结构、

构成方式、装饰手法之中，蕴含着独特的平面设计、

工艺美术设计等概念。代表中国汉字艺术的书法对

中国书籍装帧设计的影响更是深远而广阔，著名书

画家、装帧艺术大师钱君匋先生曾说：“学书法，对

装帧更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文字为书籍装帧的

意境营造带来更大的艺术表现力，使书籍装帧从内

而外焕发出璀璨的生命力。

3 当代书籍装帧设计中的造境之美

如果把每一部书都比喻为一个故事，那么书籍

装帧设计无疑就是这个或长或短的故事的精魂所在。

初读时，孕育在装帧图片中的摘要故事既可以瞬间

拉近读者与书籍之间的心理距离，也可以瞬间将读

者拒之千里；可以让读者在未翻开书籍前得到某种

预感，也可以让读者于第一印象时就失去翻开的欲

望。这种能够拉近读者与书籍的心理距离，能够吸

引读者阅读兴趣、激发读者探索意识的东西，就是

书籍装帧设计中包含的“境”。如吕敬人先生曾评价

的：“今天的书籍设计师要塑造书籍的生命。设计师

需要思考如何体现书的文化气息，让人在愉悦中享

受到书籍传递的信息，说得直白一点，设计者要做

的就是在书籍文本和读者之间架起一道桥梁。”[6] 这

里的“境”，即“桥梁”的灵魂，它极具中国意蕴，

是中国千年来审美追求的巅峰，是中华美学的至高

标准。它深藏在文学、艺术的外在表现形式下，是

情和理、形和神的统一，是一种可感而不可言的情

绪。透过“境”，读者感知到书籍的内容和作家的情

感，找到与自己“有缘”的书。从这个角度看，书

籍装帧设计者就是一个造“境”的人，他们以不同

的方式创造出与书籍相同的“境”，吸引和激发读者

的阅读欲望。

意境是艺术家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绘，表现出

来的情感和境界。恰似明代朱承爵在《存馀堂诗话》

中所言：“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

乃得真味。”[7] 艺术作品中的意境从来都不在于外在

的表现形式，也不在于对客观事物的描绘，而是透

过表现形式和客观事物传递出的一种情感和思想。因

此，书籍装帧设计中的造境，即是要在设计中创造

出适合书籍内容、时代特征、文化特征等的情感和

思想，它是一种基于艺术思维方式的审美创作过程。

首先，设计者要深入了解书籍的文本信息，以

便创造与书籍内容相一致的意境。然后塑造书籍的

整体形态。造型与神态的珠联璧合，才能使书籍产

生形神兼备的艺术面貌。如吕敬人先生设计的《马

克思手稿影真》（图 1、图 2），以马克思当年写给朋

友的书信真迹为素材，通过纸张、木板、牛皮、金

属材料等工艺手段，演绎了一种新的形态。封面采

用不同质感的木板和皮革，在上面雕出细腻的文字

图像，给人以不同的视觉和触觉感受。整体上看，书

图１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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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装帧设计与书籍内容十分统一，既表现朴素无华

之美，又具有实用保护之功能，透过不同以往的材

质和设计，体现出传奇般的造境之美。又如《绘图

金莲传》（图 3、图 4），设计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时

代特征，以女性服饰纹样、裤腿套、罗裙、绑带、裹

脚布、三寸金莲鞋等诸多原始材料作为设计元素。随

着书函的启开，逐层演绎一幕幕有趣的金莲传。

其次，想象之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意义任何人都

清楚。或者应该说，一件出色的艺术创作，需要的

不是花哨的表现形式，也不是高昂的材料，而恰恰

是出色的想象力，这一点在我国传统绘画中尤为突

出。如在诗配画中，画家总能把诗的意境诠释出来，

其中对物象的描绘无疑是画家在充分体验诗歌意境

后的想象所至。在书籍装帧设计中，设计者要营造

意境，传递书籍的内容信息，当然也需要充分的想

象能力，以此构架联系读者和书籍的桥梁。如吕敬

人先生在《中国现代陶瓷艺术》的装帧设计中，以

极度的想象力为基础，将整套书的脊背设计为一幅

球形青瓷器图片的分割形式（图 5、图 6）；每本书的

书脊配以陶瓷艺术家高振宇对青瓷器皿的归纳图形

（图 6）；书籍的扉页、内页等也采用了与封面相同的

图形分割形式。整部书的装帧设计，与内容配合，呈

现出古典、庄重、统一的艺术效果，表现出浓郁的

造境之美，使人第一眼看去便产生想要翻阅和珍藏

的意识。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书籍装帧设计，传递的不仅是商品信息，更是

一种文化信息。它以艺术的语言营造深远的意境，向

读者展现书籍丰富的内涵和意蕴。优秀的书籍装帧

设计师，要善于借鉴中国传统艺术的造境之法，以

形、材、文为手段，强化书籍意境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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