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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情感视角下的书籍设计策略。方法 从多元化的时代背景着手，结合人们逐渐提升的精

神需求和审美需求，引出书籍设计的情感化方向，并深入分析了书籍情感化设计的概念及主要特点，然

后依托各种设计尝试从版式、色彩、材质和功能等方面展开论述，分别就传统与现代、时尚化、趣味化、

功能化等方面的设计路径进行阐述，也列举了一些代表性的设计实例，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设计趋势

进行总结，对相关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论 书籍的设计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其借助情感的表

现力和艺术张力能够实现更加个性、丰富和多元的形式与功能，从而以更加鲜明的特色、更加深入的互

动和更加深刻的情感增添书籍的艺术魅力，满足当下人们普遍提高的审美与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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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Expression of Book Design 

SHENG Zhuo-li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aigu 0308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book desig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 Based on the divers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ombined with the rising spirit demand and aesthetic demand of the Public, emotional book 

design was introduced. The concept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book design were analyzed in-depth. Then 

based on various design attempts, it is discussed from layout, color, material, function, etc. The design paths of tradition 

and contemporary, fashionable change, fun and function-orientation were illustrated. Some typical design examples were 

liste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design trend were summarized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related designers 

were put forward. Book design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With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and artistic tension, it can achieve 

more individualized, richer and more diversified forms and functions, and thus have mor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deeper interaction and more profound emotion to add artistic charm of books, meet the presentgeneral needs of improving 

aesthetic and spiritual pursuit. 

KEY WORDS: book design; emotional expression; functional 

书籍是人们精神沟通的桥梁，其能够带给读者的

不仅是知识的丰富与思维的拓展，更是一种精神上的

享受，能够与读者进行更加切近的心灵沟通[1]。在不

断的发展过程中，书籍设计不再仅限于某一特点和功

能，而是开始迎合时代，从社会和读者的现实需求出

发，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趣味的图文、内容

与设计去吸引读者的注意，从而与读者进行更高层面

的互动，带来更加真实与升华的情感体验。如果一味 

固守传统，那么书籍不仅不会很好地吸引读者，还会被

时代所抛弃，必须将情感诉求融入其中，从形式、材料、

色彩等方面开启情感化的设计之路，以求将纸质书籍与

趣味性的设计相结合，增强情感的层次性，促使读者主

动参与书籍互动，更好地感受阅读带来的情感愉悦。 

1  书籍情感设计概述 

书籍设计蕴含着内在与潜在的逻辑，是一种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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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形态进行解构、再组合的过程，是物化的，其不

仅对外在的形较为注重，还在乎内在的韵，讲求形神

兼备[2]。一个好的书籍设计是离不开情感的，可以说，

情感的存在赋予了书籍设计作品以灵魂，能够很好地

诱发读者的情绪反应，其中包含生理刺激和精神刺激

等方面，只有从情感理念出发，从读者的使用需求出

发，设计出更多的个性化、人性化、趣味化的互动细

节，才能让情感的表达更加鲜明和确切，从而引发更

高层面的阅读体验，强化书籍的生命力，提升书籍的

艺术魅力[3]。当前，书籍设计的情感化表现方式正在

不断扩展和增强，涉及的领域和细节也不断扩大，其

对情感观念的传达必须符合现代人的实际需求和现

实状况，一旦发生偏差或错误，盲目宣扬错误的情感

观念，那么不仅不会得到理想的设计效果，反而会引

发反面效果，最终导致设计作品的失败。 

2  书籍设计的情感表现分析 

2.1  书籍版式的情感表达 

作为书籍与读者之间重要的信息中转站，版式设

计凭借着文字、色彩与插图等基本造型语言进行有机

的排列组合，以美观的形态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情感

需求。这一点并不是毫无根据的[4]。事实上，在书籍

设计的发展史上，版式设计一直被广泛重视，成为设

计者进行情感表现的重要方式。曾经的线装书在版式

设计上就一直在贯彻“天人合一”的理念，不仅在文

字的排列和空白的配合上相得益彰，还与文人雅士的

着装特点相符合，传达着一种优雅从容、悠闲自得的

情感特质。及至当前，自由版式的设计作为一种创新

型版式设计形式，凭借自身自由、随性的特点以及文

字与图画一体的风格，较之传统的版式设计更具优

势，因此在书籍设计的情感表现方面应用颇广。 

2.1.1  强调创意性 

自由版式设计讲求创意性，强调个性化发展。与

传统的设计版式不同，自由版式多代表了不同设计者

的主观感受[5]。这样的版式设计能够更好地促成设计

者与读者的交流，让读者更好地接受书籍的相关信

息，并被其中的观念、情感等感染，从而实现更加强

烈的情感表达效果。 

2.1.2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传统的版式设计之所以能够沿用至今，更多的在

于其严谨性所带来的重要价值，这对当前的自由版式

设计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从当前的发展趋势看，自由

版式并不是盲目自由，其也需要从传统的版式设计中汲

取精华，以其精髓助力自身的形式与内容，从而在融

合中实现优势互补，促进书籍版式设计的良性发展[6]。 

2.1.3  突出情感的表达 

无论是对个性化的强调还是对传统版式的借鉴，

从实质上看，这些都是在为版式设计的情感表达做准

备。因为书籍本来就是一种精神交流的媒介，其虽然

应用的是自由版式，但并不随意为之，而是在追求线

条与色彩、文字与图形的搭配与创新的基础上，实现

更高层面的情感表达，如此才能与读者实现更好的交

流与沟通，创造更高层面的情感升华[7]。 

总的来看，自由版式设计的这些创新与贡献给书

籍设计带来了全新的面貌，让原本固化的书籍设计变

得灵动，看似杂乱无章，实则蕴含情感与线索，能够

引导读者更好地融入其中，体会到独特的情感体验。 

2.2  书籍材质的情感表达 

材质的情感表达也是值得肯定的。从书籍设计对

材质的选择看，不同的材质所具备的不同特征成为书

籍内容的有效载体，具备一定的情感传达价值，在一

定程度上说那些正确选用材质的书籍总是能够赋予

书籍更强的生命力。 

2.2.1  纸张的选择与搭配 

纸张一直都是书籍设计中的主要材料，其有着电

子数码时代难以企及的一种自然之风，内敛、亲近又

细致、豪放[8]。当然，在利用纸张进行情感表达的时

候，设计者可以将纸张的特性进行分析，结合实际将

其与其他材质结合，如金属、牛皮等，如此便能赋予

书籍更加丰富的情感表现；在内文的纸张上采用凸版

印刷的文字等等。这些都可以进行良好的情感表达，

实现书籍的情感化设计效果。集艺术性、思想性、知

识性于一身的《天涯》杂志的封面设计就采用牛皮纸

作为主要材质，有效地将该杂志的个性特性与文化韵

味进行了表达与展现。 

2.2.2  材料与印制的配合 

材料与印制的配合能够将情感的表达进行得更

加完美，很多有趣的书籍设计之所以能够取得理想的

情感设计效果，正是得益于这两方面的配合[9]。无论

是刚硬的铝箔还是韧性的塑料，只要能够将书籍的特

性与内蕴情感进行展现，就是成功的设计方法。在一

些介绍传统手工艺的书籍设计中，设计者更是将十分

有代表性的刺绣、青花瓷等纳入材料的选择范围，将

真实的物品夹带其中，给读者带来了真实的实物感知

体验。比如，《中国彩瓷》的内页设计就将图片与实

物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左边是相关的图文简介，右边

则是实体样本，将书籍的实用性、知识性和趣味性

进一步凸显，让整体的情感表达更加强烈和富有冲

击力。 

2.3  色彩的情感表达 

色彩一直是书籍设计中最引人注目的艺术元素，

其与各种元素一起共同构成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书

籍形式，不仅起到了良好的美化书籍的效果，还在一

定程度上迎合了读者的色彩爱好和习惯，满足了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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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化需求[10]。在众多借助色彩进行情感表达的书

籍设计中，儿童书籍设计最具代表性，其对色彩的恰

当选用不仅提高了儿童的艺术欣赏，更引发了更高层

面的精神体验，帮助他们树立了正确的审美观。 

一方面，设计者要从市场实际出发，了解同类图

书的设计特点，结合这一现实进行更加具备针对性的

设计定位，选择更符合儿童特点，更能够引发其情感

波动的理想色彩。比如，针对儿童好奇心强的特点，

设计者可以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读者群体进行区分，

大胆选择色彩明快的艺术设计风格，让书籍的情感指

引更加鲜明和确切。 

另一方面，儿童书籍设计中的色彩还应在封面设

计中进行艺术化创新，让整体提升书籍的文化意境，

让儿童从书籍的外观便沉浸其中，然后更好地进入书

籍的内部世界，促成情感的指引与升华。比如，设计

者可以将色彩感进行轻重倒置，将明度较高的颜色作

为底色，并在其中插入其他色彩，营造跳跃的动感，

达到可爱的效果；放大三原色对比色，挣脱生活中固

定的颜色框架与束缚，让整个书籍设计的色彩更加鲜

明、绚丽[11]。 

2.4  功能的情感表达 

功能的强化与丰富是书籍设计情感表达的一大

优势所在。功能的创新与优化能够使书籍的形式赋予

更强的趣味性，从而给读者带来更加直接的视觉冲击。 

2.4.1  新媒体技术的融入 

当前，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各种优秀的新媒体

技术不仅给各个行业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还指引了书

籍情感化设计的方向与思路。为了强化情感表达，提

升读者的阅读兴趣，新媒体技术的应用逐渐得到肯定

与推广 [12]。这一设计形式多出现在科普图书的设计

上，如用 AR 技术将立体的恐龙图像呈现在书桌上，

不仅实现了图文并茂的设计效果，还让读者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与恐龙的互动。如此，读者就可以在阅

读的过程中实现空间能力、认知能力的提升，不仅更

快地接收了相关的信息，更实现了一定的情感交流。 

2.4.2  趣味互动的强化 

趣味互动的强化也是功能升级的一种表现形式，

与众不同的设计总是可以取得理想的情感表达效果

的[13]。例如，朱赢椿的《不裁》就设计出了与众不同

的翻阅形式，在书的第一页要一个小纸刀，而后面的

书页有很多并没有裁开，必须借助这把小刀将其裁

开，才能进行后面的阅读。这样的设计形式就让互动

性更加强烈，阅读者在参与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多重的

阅读体验。 

3  结语 

书籍设计的情感化表现有着显著的意义，其不仅

可以将书籍的个性化、趣味化特点进一步展现，还能

够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并成功将读者引入书籍所营

造的情感氛围中，从而实现最佳的应用效果。可以说，

一本好书的成功，离不开其版式、材料、文字、图形、

色彩与功能等细节的个性化与丰富化，也离不开设计

者的多方努力与探索，只有进一步认识到书籍设计情

感化表达的具体内涵与特点，才能更好地把握设计方

向，强化书籍与读者的互动，在阅读与互动的过程中

享受到读书的乐趣，体会到深刻且轻松的精神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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