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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可谈兵，何处躬身行
——书籍设计课程的教学与实践

徐　源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本文通过探讨书籍设计课程与书籍设计行业的错位，试图指出书籍设计课程的不足与课程改革的方向，厘清该课程的实用价值。

在 AI 技术对视觉传达领域的冲击中，针对该课程的教学，提供一些实操的方向和新技术结合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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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上谈兵——“为何还要学做书” 

视觉传达专业的高等教学发展至今，已呈现了明显的边界模

糊趋势。以所谓“新媒体设计”为例，在当今已称不上“新”，

其设计对象早已属于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跳脱了靠印刷

呈现在物理载体上的物理维度，从设计输出到观看输入，全程都

在虚拟状态中存在，但其设计内核仍以传统平面设计的基本手段

为基底。伴随视觉设计工作的工具与方式的飞速发展，视觉传达

设计的高校教育明显呈现出无法与时俱进的疲态。在我国大部分

高校专业分类中，多数仍将视觉传达设计与数字媒体分列为两个

专业方向，但放眼真实的商业设计领域与就业技能要求，往往视

觉传达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并不具备热门的数字媒体制作技能，有

些高校连动态图像设计课程都无法在视传专业开设；数字媒体专

业的学生在毕业后并不能立刻胜任视觉设计的整体要求，他们缺

乏扎实的视传训练素养——文字、图形、版式的掌握并不够专业。

更不必谈及 ChatGPT 为主的人工智能生成模式来完成的视觉设计

对传统设计教学的冲击——学生们当然已经意识到：自己还没毕

业，就要面临无业可就的局面。

当今大学的视觉传达专业细分课程中，论发展历史之长，图

形设计、字体设计大概是历史最悠久的门类，而人类制作书籍的

历史长度在文字历史之下，亦有几千年可追溯。回望 1800 年代以

前，平面设计师还未在彼时的欧美被视为一种独立职业，工业革

命已经导致了商业企业在种类、数量和规模上井喷，围绕这些经

营主体的平面设计类物料已经成为印刷行业的一项专门分类：办

公文书（如信封、信纸）、贸易卡片、价格表、传单、销售点位、

通知告示、标签、表格和法律文书等，都需要精通字体款式、文

字编排（typography）和印刷技术、纸张特质的专门人才来设计，

通常是雕刻师（engraver）或印刷工（printer）的工作内容，并且

已经供不应求。尽管如此，书籍在当时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信

息传播媒介，无论东西方的书籍设计发展历史，或手抄或印刷，

书籍的生产很早就呈现了精细分工的局面：公元前 3 世纪上半叶

创建的埃及亚历山大（Alexandria）图书馆所收藏的手抄书籍在鼎

盛时期已近 50 万卷；中国明代昌隆的书籍印刷生产行业在 16 世

纪末生产的图书数量已超过人类此前所有图书数量的总和。而这

个古已有之的设计与生产领域，在今时今日是什么现状？

据 2023 年 4 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二十次全国国民

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2 年我国人均读纸质图书 4.78 本。中国书

籍设计工作室或个人设计师的从业数量则更为惨淡，这一点亦可

以从“中国最美的书”各年获奖设计师名单的重合上得以一窥。

以上数据均为因果现象，出版行业急剧萎缩，全民阅读量的下滑、

短视频“鸦片”成瘾、电子阅读工具的流行，自然会带来书籍设

计领域就业的狭隘，最终沦为情怀事业，书籍设计往往叫好不叫座，

俗称“靠爱发电”。

书籍装帧设计课程是我国大部分设计院校视传专业的核心课

程，通常都被安排在大三上学期，乃集大成之课，需学生具备扎

实的字体设计、版式编排、图像编辑、印刷工艺和媒介材质选择、

装帧形制、软件技能、书籍审美眼界等能力。以上要点即便都分

别具备，如要求学生统统呈现在一本书籍的设计上，其难度仍然

是几何级数增长。而在教学实践中，要求学生以不菲的成本将书

籍制作成实物，又将经历印刷环节的变量打击。作为视传核心课

程的书籍设计，的确是学生综合能力的一面明镜。

笔者曾听闻有学生在大三学习书籍装帧课程的课堂上，非常

直接地问任课老师：“现在已经没什么人读书了，为什么还要学

做书？”以实用主义为信仰的视觉传达设计，从诞生起就是依附

生产力进步、消费经济崛起等近现代生产力革命史而发展的。如

何回答这一代面对电子屏幕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未来的视觉设计

师的诘问，书籍装帧设计课程的教学目的和教学手段都应有自洽

的逻辑。

二、粮草先行——教学与实践的愿景

要回答千禧一代大学生的犀利诘问，还是要回到视觉设计行

业的现状来思考，进而反推书籍设计课程教学的改革思路。笔者

在进入高校工作之前，有超过十年的设计行业工作经历。硕士研

究生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进入国内知名的书籍设计工作室——

南京瀚清堂设计有限公司，从事专业书籍设计工作。瀚清堂历年

所获“中国最美的书”奖项的作品总数为国内之首，笔者曾主案

设计的《遗忘海——跨界艺术笔记》一书获 2014 年“中国最美的

书”、香港“Design for Asia”设计大奖等业内重要奖项。伏案做

书籍设计良久，终日与作者、出版社编辑、印刷厂打交道，体验

过一本书从编排设计到印厂付梓的全流程，经历过一本书从书稿

写出到书店上架的全过程，平心而论，书籍设计根本不是能赚钱

的行当（甚至有时对于设计师而言是倒贴钱的生意），但相对而言，

若潜心深耕，这类项目更容易为设计师带来奖项与声誉。这也是

依然有一群设计师坚持在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细分行业里劳心劳力

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设计市场终究是供求关系的产物，设计也

遵循以人为本的客观规律，读书的大众正在锐减，对书的设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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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然也持续萎缩，做书的过程又堪比一块冷板凳，项目周期长，

回报率低；做书的圈子也非常狭小，仅有的市场需求多半也会交

给资历深厚、出手不凡的“老法师”，新人若想要在书籍设计方

面出头，堪比登天。

然而“书籍设计”并不只包含正式出版物。以笔者从业、教

学的经验，将书籍设计分成以下三类的：一、出版物；二、型录；

三、手工书。

对于当今大部分设计从业者来说，跟“书”打交道的日常工

作基本都集中在型录设计这一门类中。笔者曾在金陵科技学院教

授的《型录设计》就是专门实践制作型录的一门专业课。而可能

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什么是型录”都回答不上来。“型录”

一词来自日语，直接由日语发音音译自法语的 Catalogue（英文里

这一单词也源于法语），传播到中文地域就直接沿用了日文字型

“型録”，但与法语的发音失去了关联，直译成中文是指商品目录。

而型录设计的内涵不仅仅指商品目录。其传统分类主要有推销性

信函、产品说明书、广告折页、宣传画册四个类别，其中推销性

信函几乎已经绝迹，大多数平面设计公司依然会接到广告折页、

宣传画册这类商业设计需求。

宣传画册有时难以与书籍做出区别，本质上其装帧、编排、

版式的设计技巧与设计书籍没有区别，但其页数、传播功能、阅

读受众与传统概念的书籍有着明显的不同。宣传画册有着更广泛

的分类，商业类的宣传画册一般包括企业年报、企业介绍册、产

品目录册；非商业的宣传画册一般分为展览类、文化活动类、个

人项目类。这一类型中的书籍设计，在全世界范围内诞生过许多

非常著名的作品，过去几十年，欧美各类重要的平面设计大奖也

都专门为这其中的一些细分门类设立独立的竞赛单元，如美国纽

约 TDC 设计大奖，为书籍设计门类设立的细分竞赛单元专业至极，

有针对商业画册竞赛项目，如企业年报设计，也有独立的印刷工

艺竞赛单元。全世界书籍设计领域最有地位的“世界最美的书”

大奖就曾有很多获奖书籍是企业年报、宣传画册，甚至是学生的

毕业设计作品——连正式出版书籍都算不上。

可见，在商业类书籍设计方面，全世界主流的视觉设计领域

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与肯定，然而在我国的商业设计和高校教育

中，这一环节是被长期忽视与轻视的。国内的设计教育并不真的

看重书籍设计技能在商业设计中的锻炼与应用，然而学生毕业后，

直面市场的考验往往就是从一张广告折页的设计中开始——即使

是电子版的设计任务。学生在校时不曾被引导关注过的内容，自

离开校园却成了安身立命的第一场考试，这样的错位与误差，是

不该继续被忽视的。

故此，笔者在持续三年的书籍设计课程教学中，强调学生应

学会两条腿走路——商业的画册、手册等设计需求应当提前实践，

而真正设计精良的书籍出版物也应亲手抚摸过、翻阅过。课程作

业的设置以品牌型录手册为主要的平时作业，自拟主题的书籍设

计为结课作业。

学习书籍设计的前提——眼界必须宽广。不能仅在课上给学

生看获奖书籍的照片或翻页视频。书是在三维世界存在的书，应

将优秀的书籍设计作品实物带给学生，让他们从书的气味开始、

从书的触感开始，真实地用五官去体验一本“世界最美地书”或“中

国最美的书”究竟长什么样。书是物理形态的设计作品，是视觉

传达领域依然保留的、为数不多的包含机器生产工艺的视觉作品，

其“人”的质感至今依然很难被 AI 设计取代。所以教授书的设计，

怎么能够停留在 PPT 加投影的方式呢？既然书籍是联通读者五官

与五感的设计作品，那么学习书籍设计的人，也必须从五官与五

感去体验书，体验好书。这无疑对于书籍设计课的教师有着比较

高的投入成本要求。每逢书籍设计课，笔者后备箱都是移动图书馆，

戏称“搬家式教学”，而每一届学生也在这门课上真正见识了什

么是美的书——只有眼界真正提高，思路才能打开，产出的作品

才有可能提高。

三、躬身实践——如何跟上行业趋势的步伐

目前，全球 AI 在设计的应用多集中在画面的创作上，插画、

平面广告主画面是最先受到冲击、大有取代人工设计的趋势。以

编排、印刷为基础的书籍设计，眼下并未有 AI 取代的紧迫感。而

新一代的设计师面对如此汹涌的人工智能设计工具，编排类设计

被其取代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们的此时仿佛是 20 世纪晚期，

电脑造就的全新设计手段的彼时，无数人在彼时彷徨与悲观，亦

如此时我们的彷徨。以笔者浅见，AI 进行视觉设计，对于书籍设

计上的应用，最初会给书籍封面设计带来质变，而其操作原理与

AI 设计一幅插画无异。书籍内页的设计，完全可以在版心、页边距、

字体、字号、配色等参数都确定后，交给 AI 迅速完成，设计师只

需要在人工筛选、定夺的页面进行修正与润色，书籍设计的制作

时效将大大提升。但不可忽视的是书的独特性——由印刷工艺带

来的质感，是 AI 拟真画面所无法替代的；物理材质的碰撞带来的

新鲜感，也是 AI 视觉作品无法比肩的。“跟随行业趋势的步伐”

在书籍设计领域来说近乎一个伪命题，书就是书，AI 也许可以辅

助书的设计，但无法取代这一最终成品落在物理实体上的设计。

更多地，教师应在该课程地课堂上引导、鼓励学生结合新兴技术

应用于纸质书籍上，如 NFC、AR 互动阅读等，让书能够超越三维

的书，在更多的维度产生更新鲜的设计效果。

四、结 语

尽管书籍设计不再是视觉设计的主流，然而设计一本书的能

力却贯穿视觉传达专业的各个角落，对字体、排印、图形图像、

纸张甄别、印刷工艺的整体把控，令这个商业市场上被边缘化的

细分领域依然在本科教育阶段有极强的综合锻炼价值，依然考验

着大部分视觉传达专业的学生。虽然书籍行业并没有漂亮的就业

前景，但设计书籍的练习却能够实打实地增强学生的设计能力，

依然有着深远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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