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面的劣势。可采取与文编不同的出版方式,出

一些文字少、图片多的图书, 如实用美术、设计类

图书等。当然自己可以配图片,甚至画插图等,还

可以自己搞装帧设计。例如, 曹磊策划、编辑的

博士彩色锦囊 是继 家居色彩千变图 后,一人

充当了作者、编辑、设计三个角色而推出的健康系

列丛书,书中大量的图是他找的,成为一套普及本

的精品书。

4 美编不妨发展多种艺术技能

除了设计专业,美编还可以发展自身的艺术

才能, 如绘画、书法、摄影等, 从中吸取艺术的营

养,净化心灵,提高审美情趣与文化修养, 并从中

开辟出一条新的出路。正所谓!竹密无妨流水过,

青山不碍白云飞∀。所以,要适应出版改革,美编

一定要改变一贯的专业单一性,做一个多元化的

通才,犹如一辆长途跋涉的汽车,一定要多准备一

两个备用胎,才能确保汽车稳妥走完这段路程。

在当前的体制改革中,美编在大多数出版社

中的功能被弱化, 职能被边缘化, 已成不争的事

实。这到底是对是错? 是短期行为, 还是改革方

向? 这都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也许只能由

时间来确认。作为美术编辑, 应遵从达尔文的进

化论: !适者生存∀。当然,是危机也是机遇;狼来

了,就练就防狼术。毕竟人比狼强,相信长期有感

性思维的美编,不会比理性思维的文编差。 #

业 内
述 评

听者与说者
∃ ∃ ∃ 谈书籍设计中的沟通意识

#厦门大学出版社 李夏凌

摘要 书籍设计的目的决定了设计师要扮演倾听

者与述说者的双重身份,前者是其与作者的沟通,

后者是其与读者的沟通。这种双重身份及其转换

要求书籍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具备良好的沟

通意识。

关键词 书籍设计; 倾听者; 述说者; 沟通意识

书籍是人类文化传承的载体。作为一门建构

于文化载体之上的设计艺术, 书籍设计的目的既

不单单是为了表现设计师个人的艺术感觉,也不

只是为了迎合销售商追求利润而纯粹强调视觉冲

击力,而在于将书籍内容合理准确地传达给读者。

因此,书籍设计是一门建立在作者文字内容之上

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基本要求是忠实于内容、服务

于读者。设计师一方面要倾听作者讲述创作意

图、内容主旨,了解作者的行文风格;另一方面又

要运用设计语言、工艺技术,将这一感受恰当地表

述给读者。倾听者与述说者身份的转换决定了书

籍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应有良好的沟通意识。

一、听者:与作者的沟通

书籍设计是为文字内容而服务的,相对于绘

画创作饱含激情的挥洒写意, 书籍设计中更多体

现的是科学的考量。著名书籍设计师吕敬人曾经

感叹道: !设计家的创作过程没有画家那么浪漫。

他们讲究感性的萌生、悟性的理解、知识的整理、

精密的计算、整体的把握、工艺的运筹%%∀书籍

设计师是创造美的舞者, 行走在文字作者规划的

疆界之中。界外尽管自由,但与装帧无关,脱离了

疆界也就脱离了主题。因此, 装帧设计在任何时

候都不是设计师个人风格的纯粹体现,更不是卖

弄设计手段、尝试设计游戏的舞台。它是一种深

入作者灵魂而又独立于其灵魂的艺术表现,更是

文字作者与设计师思想碰撞的火花。在这个过程

中,内容决定形式的存在,设计不是单纯的美化,

更是一种准确的信息传达形式。每一本书的装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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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一道命题作文, 首先必须对题目有透彻的

了解,分析出题人的意图,否则文不对题即便形式

再优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作品。

一方面,书籍内容是决定设计创意构思的根

本,为创意构筑了框架。如果没有仔细阅读过书

稿、就难以真正把握文章的风格乃至作者的个性,

那么在设计中就有可能出现表现意图正确但风格

错位的现象。另一方面,文字内容也是创意的源

泉,能丰富设计师的想象空间。特别是相同主题

的书籍,作者不同的行文风格,阐述问题的不同角

度都可能成为设计师设计构思的着力点甚至是创

作灵感的来源。

设计师不能对书名臆测空想,或对同类书籍

简单模仿,而应该对书籍内容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但毕竟学有专攻, 许多作者的学术领域设计师无

法深入了解,面对迥然不同的各类书籍,更多的是

对作者学术素养的体察。这种体察一部分来自设

计师平时自身知识的丰富积累,而更主要的则是

与责任编辑的良好沟通,得到一种提纲挈领式的

总体把握,同时通过与作者的交流,捕捉作者的个

性,为设计的整体风格定下基调。

香港书籍设计师陆智昌在谈及设计杨绛先生

的 我们仨 一书的装帧理念时,说道: !装帧这本

书的时候,我眼前总是这样的一个情境:一个安详

的老人,在三里河洒满了春日明媚阳光的窗边,徐

徐写下一份至情的回忆%%我生怕打扰这永恒静

谧的一刻,于是所能做的是更&节制∋ ,一些往常可

能是那么理所当然的&设计元素∋ , 都变成不可忍

受的噪音而一一弃掉,书中原有一辑彩图,都为了

贯彻这个思路而改为棕色调子%%∀这种静谧的

感觉在朴素粗糙的封面纸上,在俊秀的手写体!我

们仨∀中让人一望而知。设计师质朴内敛的设计

风格深化了文字的视觉感受, 让读者体味悠悠的

哀思和深远的豁达。

二、说者:与读者的沟通

美学大师朱光潜曾经说: ! 艺术就是一种语

言,有说者就必有听者,而说者之所以要说,就存

心要得到人听。作者之于读者,正如说者之于听

者,要话说得中听,眼睛不得不望着听众。说的目

的本在于作者读者之中成立一种情感思想上的交

流默契;这目的能否达到,就看作者之所给予是否

为读者之所能接受或所愿接受。写作的成功与失

败一方面固然要看所传达的情感思想本身的价

值,一方面也要看传达技巧的好坏。传达技巧的

好坏大半要靠作者对于读者所取的态度是否

适宜。∀

朱光潜先生的这段话对于书籍设计师是一个

启示,书籍设计不能是设计师的孤芳自赏、自我陶

醉,它应该是一种需要读者共鸣的艺术形式。所

谓引起共鸣就是要与读者良好地沟通,这种沟通

意识反映在设计创作中就是一种!眼睛望着读者∀

的态度,要对作品的观众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

种了解并不意味着设计得面面俱到, 因为人的审

美意识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而审美个体又千差万

别,那么面对如此众多的审美取向,设计师应该如

何取舍呢? 书籍设计为读者服务将如何体现呢?

每本书都有自己所对应的读者群,这样一个

群体必定有其独特的思考方式、阅读习惯、心理倾

向,他们对书籍装帧的审美取向,正是设计师在设

计中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通过对读者的年龄、性

别、地理区域、受教育程度等的大致了解, 设计师

就会对这个群体的心理特点有了较为清晰的定

位,对读者了解得越全面就越能在创作表现中更

好地贴近读者、感动读者。国内三联出版社学术

书刊朴素大气的装帧风格深得学者们的喜爱,这

不仅是学术出版社传统底蕴的体现, 更是与读者

选择长期互动的结果。

对读者的了解并非只能通过简单机械的数据

调查分析而得,对于潜在的读者群体,优秀的设计

师往往有着敏锐的嗅觉。设计师陆智昌在构思米

兰(昆德拉作品的装帧时认为: ! 昆德拉最大的读

者群为生活方式较为现代化的都市人阶层,年龄

在 25至 45岁左右,于是在设计中放弃了所谓&经

典∋模样,改用较具现代感的手法,整套封面基本

上有一个固定的格式。∀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

这套丛书一上市就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方正

简朴的设计形式赢得了市场的认可。这种准确的

判断能力来源于设计师特有的艺术敏感和长期对

市场的分析观察,设计师通过对读者群像的素描,

明确了设计对象,抓住了作品与读者的沟通点。

!享乐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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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科学地分析而被发现,所以美地享乐的特殊

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的愉悦的根柢里,倘不伏

着功用,那事物就不见得美了。∀鲁迅先生的这段

话说得很明白,功能性是美实现的必要条件。所

以设计师在追求形式美感的同时也应该关注设计

的功用,使书籍信息传达过程更为流畅,让读者的

阅读过程轻松而愉悦。任何设计元素、设计方式

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现在不少书籍设计过于

讲究形式的艺术感, 设计繁复花哨, 追求怪异夸

张,将用于阅读的文字完全符号化, 大加处理,或

颠倒、或添色、或变形、或割裂,让读者翻阅之下眼

花缭乱、如鲠在喉。这样的装帧设计不仅不能辅

助阅读,还妨碍了读者对文字信息的接收。在如

此的视觉干扰甚至是视觉!轰炸∀之下,读者在阅

读中不仅感受不到愉悦舒适,反而是视觉疲劳,令

人不胜其烦。

在某些平面设计中,文字可以成为设计的符

号,这并不影响人们对设计作品的理解。但在装

帧设计中,文字是用以阅读和理解的,文字的设计

表现是阅读功能的辅助手段, 是作者与读者心灵

沟通的桥梁,因此对文字设计的选择更多的应该

考虑读者阅读时视线流动的节奏感和舒适性。只

有对设计功用有正确的认识, 设计师才能以换位

思考的态度来权衡设计的表现方式, 从而在设计

形式和尺度把握上更加科学。

三、结语

能够历久弥新的作品往往在最初便能打动读

者内心。装帧前辈钱君陶认为: !一本书放在一千

本书中,要能第一个吸引读者的视线,使之不忍离

去,不由自主地想翻开看一眼,这本书的装帧才算

是成功的。∀这种动人心魄的力量来源于设计师对

书籍内容的深刻领悟, 使设计与文字内容浑然一

体;这种互为彼此的艺术感染力正是根植于作为

听者和说者的设计师所具有的敏锐感知的沟通意

识和融会贯通的驾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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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人民军医出版社获全国出版社青年编校技能竞赛优秀组织奖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版协于 2007 年 9

月 12日在京举行全国出版社青年编校技能竞赛

考试。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有 28个省、市、区和解

放军组成的 80 支代表队, 共 282 位选手参加了

竞赛。

人民军医出版社作为解放军唯一代表队参加

了竞赛,并取得了良好成绩,总分在全国科技出版

社中名列前茅,成为全国五个优秀组织奖获奖者

(安徽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版工

作者协会、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人民军医出版

社、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之一,也是在京众

多中央级出版社中仅有的两个获奖者之一。

本次竞赛为闭卷考试,事前不指定复习范围。

试题形式以改错、填空、指谬为主, 内容偏重于文

科, 涉及政治、历史、地理、自然等文化知识和语

法、逻辑、修辞等语文知识较多。人民军医出版社

具有近 60 年的悠久历史, 是进入全国出版 50 强

的唯一军队出版社。近几年为贯彻落实新闻出版

总署!关口前移、质量管理∀的要求, 专门制定了

人民军医出版社图书编辑规范和编排格式 ,先

后进行了四轮出版流程创新改造,举办了 14期编

校培训班,庄严向全国刊界发出!期刊编校无差错

承诺活动∀的倡议,有力地推动了!质量建社、品牌

强社∀的前进步伐。人民军医出版社派出的参赛

选手(两名编辑:顾淼 赵晶辉,一名校对:龚丽霞)

是从 200多名社内、外编校人员中挑选出来的,并

由余满松编审和周晓洲副编审对其进行近一个月

的封闭式编校技能训练。参赛选手反映, 参加全

国编校技能竞赛获益匪浅,尤其是能发现不足,找

到努力方向,对贯彻科学发展观、提高编校队伍整

体素质和提升出版物质量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周晓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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