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光正好，读书正当时。中国“最美

的书”设计家系列展第一回“美编

派———周晨书籍设计展”正在上海千彩

书坊展出。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四十

多种图书设计作品，不仅诉说着设计师

本人对纸质书的“深情”，作品展现的兴

味盎然的东方情怀和江南神韵，也展示

了国内图书设计的“软实力”。展览5月

18日结束。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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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

中国纸质书籍设计迎来“黄金时代”
◆ 琳 恩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八次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成年人中，人
均每年纸质书阅读量为 4.7本，高于 2019

年的 4.65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 3.29本，
高于 2019 年的 2.84 本；31.6%的成年国民

有听书习惯。
纸质图书阅读率和数化阅读接触率双

双上涨，但增加幅度明显是后者更快，另一

边还有“来势汹汹”的有声书，很多人也对纸
质书的未来做各种猜测：手不释卷这个古老

的成语是不是哪天会被改为“手不释机”？
“开卷有益”会不会变成“开机有益”？

然而，作为图书设计师，周晨却认为：
“从设计师角度看，这个时间点正是纸质书

发展的最好阶段。”
9 种图书获评中国“最美的书”，并在

2017 年、2019 年于德国莱比锡两度摘得
“世界最美的书”，周晨之所以得出如此结

论，正是基于国内图书设计行业的现状进
行判断的。“现在的印制水平较之以往已

大大提高，中国出版业还有手工艺的优
势，技术条件成熟了，中外交流增多，审美

多元化，对图书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相应的是，设计师发挥的机会其实也更

多了。”

设计的真谛
作为中国书籍设计的年度评选活动，已

成功举办了 18届的中国“最美的书”，截至

目前共选出“最美的书”396种，其中有 21

种获得了“世界最美的书”称号。这些数据成

为周晨对中国图书设计正处于“黄金时代”
判断的侧证。

实际上，中国当代书籍设计方兴未艾，

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力，国内外的频繁行
业交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小。国内书籍

设计大师吕敬人、宁成春，都有在国外留
学、师从设计名家的经历。“作为出版社同

行，我的设计受到吕敬人老师、宁成春老师
这些前辈作品的启发影响。”周晨 1996年

进入出版社工作，从担任美术编辑开始，已
经有 25年的图书设计工作经历，他坦言，

自己的书籍设计经验，一方面源于同行前
辈，另一方面也是来自美术编辑的工作实

践与交流学习。
对于像周晨这样的设计师来说，除了几

年一届的全国展之外，每年在上海举办的中
国“最美的书”评选，是他们期待的行业高光

时刻。而由于上海的评选又和莱比锡“世界
最美的书”对接，每年春天“世界最美的书”

奖项公布之时，也牵动着他们的心。
“2015年，我曾随上海组建的中国设计

家代表团参加过莱比锡书展，可惜那次中国
没有作品获奖。”尽管如此，第一次亲手翻阅

获奖的“世界最美的书”，这种直观的感受仍
然令周晨记忆犹新，绝非在网上看获奖作品

图片那么“单薄”。
“说得形象点，获得‘世界最美的书’桂

冠的似乎都有点‘灰头土脸’。”吕敬人曾在

媒体采访中这样描述国际评委们的坚持，
“书籍审美不是单一以装帧好坏为标准，外

在是否漂亮并不是主要选择，图书的整体美

才是他们所看重的。”

十多年前，上海第一次举办“世界最美
的书”展览，周晨观展时也有相似的感受。这

些封面并不是一下让人感觉很惊艳，但是通
过时任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主席的乌塔·施

耐特女士的讲座解读，周晨发现里面大有文
章。“从外到里，书籍设计是一个完整的视觉

叙事系统，叙事的节奏线索都十分讲究，独

特的视觉语言、语法，就像导演一样，和我们
当时的出版物形成很大的反差，给我的触动

很大。”
“最美的书”评选就像是一个坐标，在广

泛交流的纵向对照、横向比较中，周晨与不
少国内设计师一样，开始从这个坐标中寻找

适合自己的点。

“别人的嫁衣”

周晨经历过电脑设计软件尚未普及
的“做黑稿”手工阶段，见证了电脑、手机

普及对图书出版产生冲击的时代巨变，也在
行业交流和碰撞中探索自己的设计路径和

风格。这一切都让他与国内同行“和而不
同”。

“和”———在于周晨对设计的整体性把
握。按照他的理解：“设计一本书，就像为别

人的作品做‘嫁衣’，需要设想一个合理的整

体视觉塑造方案，编织一条紧扣文本并富有
节奏的阅读逻辑线索，规划一个贴切合理的

版面网格组织，定制一套合情合理的个性设
计语法系统。”

“不同”———则在于周晨下了足够的功
夫，慢工精酿佳作，在作品中带入了他“血

脉”里的江南神韵。
摘得 2019年度“世界最美的书”桂冠并

获得多个国际设计奖项的《江苏老行当百业
写真》是周晨的代表作之一。作为江苏凤凰

教育出版社编审、艺术出版中心主任的周
晨，是《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一书的设计，

也是书籍选题的策划者。
设计此书，周晨可谓十年磨一剑。光是

为了找到和书籍文稿相匹配的纸张，他就费
尽心血。在比较了一批又一批纸张之后，周

晨摸到了一种老店铺用来包点心的纸，眼
睛一亮。这种纸张色调暗淡、带有驳杂色

点，手感粗糙，周晨却对其浓烈的民间气
味、生活气息情有独钟。“我从气质定位打

造书籍形态，这本书不是文人的、厅堂的，

而是民间的、江湖的，这种纸正符合书中行

将消失的老行当来自民间，朴素而鲜活的气
质。”

为了这种纸，周晨在印刷厂反复比较筛
选，纸张供应商找遍各地仓库，才找到够印

刷同一批次的纸张。尽管事先做了印刷测
试，但这款“仿古土工纸”上机印刷时经常掉

粉，印刷途中换了 14块橡皮滚子，开机速度

也比常规印刷要慢很多。
慢工精“酿”的过程处处充满波折，但周

晨不为所动。受到古籍毛装本的启发，他甚
至放弃了机械化的装订方式，选择了最传统

的装订手段。用他的话来说，“书籍周边的打
毛工艺，可以把读者带到特定的阅读语境

中。”不仅如此，他还进行了各种实验，最终
敲定以“搓纸为绳，穿孔插入，灌胶后敲击固

定”的方法。除了装订方式之外，书中的苏州
码子也是周晨在淘旧书时发现的一种古代

数字系统。将这种古老的标识排序应用到此
书的设计中，也唤起了读者对古老数字系统

的关注。

探索的空间
作为设计师，这些年，周晨或主动或被

动地接触了大量江南区域地方文化的书籍，

这让他在设计中拿捏传统江南韵味的手法
变得炉火纯青。处女作“苏州文库”凭借素雅

的设计在一众花花绿绿的旅游图书中脱颖
而出。接下来的“忆江南”丛书，以纯正的江

南蓝印花布与民国旧影相结合，成为图书藏

家的心头好。而之后的《苏州水》《绝版的周
庄》《泰州城脉》《阳澄笔记》《留园印记》，更

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释放着传统江南的别致
典雅。

“传统之中有很多好东西，值得我们学
习，但绝对不是仿古拟古，我更愿意说的是

汲古，汲古得新。一切最终要落实在‘新’字
上。”周晨认为，传统是背景，学习经典的目

的是要了解哪些东西已经有人做了，以及高
度在哪里。学习传统是俯瞰来时的路，整理

思绪，研究未来向哪里去。《老行当》一书出
版后，周晨发起了“苏州码子字体设计大

赛”，面向全球征稿，旨在将这一传统文化资
源应用到当下的文化创意中。而在另一部

“世界最美的书”的代表作《冷冰川墨刻》中，
周晨则强调了中国绝无仅有的刻墨作品的

生动文化内涵。整本书以刀为线索，通过封
面和扉页的刻痕，以及最后一组手拿刀的展

示，强化了刀刻符号。
当然，图书设计的乐趣所在还不局限于

此。周晨坦言：“作为图书设计师、美编，我在
编辑中了解江南文化，了解江南的手艺，江

南的生活，与艺术家成为朋友。从冷冰川的
原作中，了解他‘千刀万剐’式的创作坚持，

向陆康老师讨教篆刻，陪旅美画家吕吉人到

平江路写生，留下《平江新图》。那这些也是
我的乐趣所在。”

而面对正在变革中的阅读方式，周晨的
看法显得“传统”却也充满哲理：无论书籍的

形态面貌如何改变，设计师的审美能力和编
辑经验的积累始终是需要的，无论是电子书

还是纸质书，道理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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