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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材设计与应用·

纸材在书籍设计中的情感表达
□ 赵 楠

摘 要：纸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至今仍然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书籍是人类文明的载体，纸张是书籍设

计构成的基本元素，凭借特有的艺术语言，用自身特质与人的感情产生关联。因此，纸材在书籍设计中传递的情感触

动着人们的感官，与读者心灵产生互动，带给读者不一样的心理感受。质感肌理的独特性、造纸过程的工艺性等是纸

材在书籍设计中呈现出的特性。除此之外，纸材在书籍设计中还具有一定的情感表达，如材料语言、形态语言以及象

征语言等。这些纸材语言并不是毫无章法，将其应用于书籍设计中，需要遵循流动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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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材是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书籍设计的重

要内容，纸材的质感等特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书籍

设计的审美性。在当今时代，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升，人们更加注重丰富精神世界。其中一个表现就是

人们审美水平的不断提升，他们要求纸材以及书籍的

设计要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前提下，满足精神以及情感

需求。从这一角度来说，研究纸材在书籍设计中的情感

表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纸张质感是指用手触摸或者用眼观察纸张时，人

的感官系统所传达的关于材料光滑度、材料色泽度、材

料纹理等方面的特点。纸张肌理可分为自然形态的肌

理和人工形态的肌理，纸张材质的自然肌理彰显着纸

张的无尽魅力，给人以大自然的亲近感。由于纸张原材

料较为特殊，呈现出了独一无二的质感肌理。纸张特性

不同，人们触摸不同纸张会产生不同的心理认知感受，

比如棉绒类纸材光滑柔软；纤维类仿古纸则清爽顺滑

等。例如，韩寒的作品《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点

染了社会表层下最隐秘的笑与泪，该作品旨在揭露社

会中隐藏的黑暗面，所以，该作品的封面采用了粗纤维

类纸张，以凹凸不平、粗糙的触感体现出社会生活的不

公。同时，纸张根据不同制作工艺可以呈现出不同的特

征，如 A4纸质地较厚、草稿纸制作工艺粗糙等。除此之

外，对纸张有不同需求的群体会选择不同的纸张质地，

如办公人员如果需要记录重要信息内容就会选择 A4

纸；如果人们需要记录不重要或者尚未成型的内容，多

会选择草稿纸；如果将纸张用于教材，则印刷商会选择

一些质地光滑、易上色的纸张。

造纸过程具有一定的工艺性，这主要是因为不同

质感的纸张有着不同的制造技艺。现阶段的造纸主要

分为制浆和造纸两个过程，制浆就是利用物理化学方

法，将植物中的纤维离解为纸浆；所谓造纸，就是对从

植物中离解出来的纸浆进行加工，进而生产出不同质

地的纸张。这是主流的造纸过程，对于一些有特殊要求

的纸张则需要进行特殊处理，如增加压花、雕刻工艺

等，以提升纸张的艺术性。除此之外，手工造纸也是一

种非常重要的造纸技艺，包括抄纸法和浇纸法两种形

式。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其从诞生之初就是由

人们手工制作完成的，虽然在当今社会时代，机器化大

生产挤压了手工造纸的生存空间，但是其在特殊领域

依然有着重要用途，如宣纸生产等。

纸材的材料语言是指不同质感的纸张给人以不同

的主观感受。首先，纸材的材料语言可以通过纸质的薄

厚程度来体现。较厚的纸张会给人一种庄严、厚重之

感，其多用于严肃、专业的场合；较薄纸张给人以一种

轻盈之感，人们通常将其用于记录日常生活。同时，较

薄的纸张通常具有较高的柔软性，会给人一种温柔、舒

适之感，这样的纸张可以用来制作各种各样的手工艺

品等。《书籍设计四人说》一书由吕敬人、宁成春、朱虹、

吴勇四位设计师一起设计完成，其封面页采用了特种

亚光纸，并将他们名字的首字母烫印在封面页上，整体

设计简洁大方，给人们以视觉享受。除封面页外，书中

每 24页就会插入一张质量上乘的纸张，并通过使用不

同颜色强化对人们的视觉冲击，提升人们的主观感受。

其次，纸材的材料语言可以通过颜色表现出来。例如，

红色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习惯用

这一颜色表达喜庆、激动、兴奋等情感特征，将其以不

同载体用于不同节日，表达了人们的祝福，如剪纸艺术

就是以红色纸为基本载体。《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是作

家白落梅的代表作之一，书中内容主要讲述了张爱玲

的一生。该书书籍设计以绿色为主色调，给人一种清新

之感，绿色代表着生命、代表着生机，与作者在书中传

100



2021年第 5期 《造纸信息》

纸论坛Paper Forum

达的主要思想相吻合。同时，设计者在设计书籍封面时

将“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八个字以黑色呈现，体现了一

种庄重之感，与“生命”的主题不谋而合。

纸材的形态语言是指它可以通过变换不同样式给

人以不同的主观感受。一般而言，质地较薄的纸张具有

较强的可塑性，人们可以随意对其进行弯曲、对折等，

这就为设计人员留下了较大的设计空间。在当今时代，

随着人们审美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喜好的不断变化，

书籍无论是在打开方式还是封面设计等方面都进行了

创新，不再是传统“千篇一律”式的设计。例如，随着“礼

盒装”的兴起，书籍外包装设计进行创新，其将系列书

籍放置在一个精心设计的礼盒中，礼盒的封面设计也

注重流行元素与书籍内容的融合。除此之外，书籍附赠

的配套书签也是纸材的一种形态语言，其横平竖直的

设计符合书籍知识内容的严肃特征。

纸材的象征语言是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

成的，主要包括颜色象征、材质象征、精神象征等。我国

长久以来对不同颜色的纸材具有约定俗成的用法，即

红色纸张多用于喜庆场面；白色纸张多用于丧礼等气

氛较为低沉的场景；黄色纸张多用于祭祀等活动；等

等。这种约定俗成的用纸方式沿用至今，成为纸材的颜

色象征。除此之外，当代人们看到宣纸就知道将其用于

作画、写毛笔字等，看到正丹纸就会联想到春联等，即

纸材的材质象征。纸材的象征语言并不是随着纸的出

现而出现，它是人为产物，是人们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

中形成的一种特定“语言”。以《范曾谈艺录》为例，这是

由吕敬人先生为范曾设计的一部作品，整本书以宣纸

为主要选材，这主要是因为宣纸在人们固有认知中与

中国画、书法等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采用宣纸可以凸

显书籍设计的文化内涵。同时，宣纸是我国传统民间造

纸的代表之一，其具有凹凸不平等肌理特征，能够带给

读者独特的触感，改变现阶段市面上以上乘纸张作为

封面的做法，这种设计以及选材方式彰显了范增先生

的高贵品格。

流动性原则是指设计者在设计书籍的过程中，要

意识到书籍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流动的，这主要

体现在人们阅读书籍时的动作中。书籍本身没有主观

意识，也不具备能动性，人们在阅读书籍时只有通过手

动翻页才能看到书中的全部内容，而手动翻页的过程

是一个动态过程。同时，人们在快速翻阅书籍时，书籍

突破了原有的平面呈现形态，进而成为一种立体形态。

纸张是书籍的重要构成材料，设计者在进行书籍设计

时需要充分发挥纸材语言的重要性以及多样性，注重

通过不同设计方式给人以不同的主观感受。此外，设计

者在进行书籍设计过程中，不能仅从其表面的静态形

式出发，而是要充分考虑它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呈现

形态，并据此进行流动性设计。

纸材语言在书籍设计中的整体性原则是指设计者

在进行书籍设计时，要注重强化书籍内容与书籍设计

之间的协调性与一致性。内容、插图等都属于书籍的内

在组成部分，它们虽然是独立部分，但都是为书籍服

务，即以体现书籍的主旨内容为主。因此，设计者在进

行书籍设计时，不能割裂封面、内容、插图等之间的关

联性，否则会产生一种混乱感。除此之外，书籍设计还

有其外在组成部分，即封面、装订形式等。不同风格的

书籍需要选择不同装订形式，如果是介绍历史知识的

书籍，则可以采用线订式；如果是当代小说等，则可以

采用时尚装订形式以吸引人们的注意等。同样，书籍封

面也要根据书籍文风的不同进行不同设计，实现纸材

语言在书籍设计中的整体性。

在当今时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多

人习惯阅读电子书籍，但是这并不意味纸质版书籍失

去其存在的价值。电子书籍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导致当

代年轻群体的情感缺失，他们迫切需要一个载体进行

情感寄托，纸质书籍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当前正处于纸

材书籍变革的关键关口，如何将现代生活与纸材书籍

设计融为一体，以更符合当代年轻群体的审美，是人们

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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