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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智慧的钥匙，知识的源泉，人生

的向导，通向彼岸的船只，人们赖以生活的良药和补品。自古

以来有关书籍的美誉举不胜举。书籍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与智

慧的载体，在人成长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因

此，如何更好地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帮助他们多角度、多方

位地体验书籍的魅力，成为书籍设计工作者深切关注的问题[1]。

书籍设计学科最早起源于英国。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

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对书籍设计不断得进行改良、优化和创新，

把书籍看作是柔软的物体，认为书籍是可以变化和创作的物

质 [2-4]。五四运动前后，一方面受西方科学技术的影响，另一

方面国内国情的发展需要，我国的书籍设计开始产生。在出版

界和相关学者对书籍设计不断研究和探索中，日本著名的书籍

设计大师杉浦康平将“五感”设计理念应用到书籍设计中，自

成一家，形成了独有的理论[1,5]。日本著名平面设计大师原研哉

提出了“信息构建”的概念，强调了平面设计应通过人的大脑

感知“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信息并通过尽善尽美

的设计传达给受众群体[1,6]。日本书籍设计家杉浦康平将“五

感”应用到书籍设计，他认为书籍设计是“从一张纸开始的故

事”，书籍能够将知识的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和味觉五种

感觉活性化，进而将书籍原来单一的视觉理论体系拓展到听、

触、嗅和味觉多重交互作用的体系[1,6]。吕敬人先生强调，书籍

既是相对静止的载体又是动态的传媒，能够展现和谐对比之美

的书籍才称得上是理想的书籍 [7,8]。“五感说”书籍设计观点的

提出突破了传统书籍设计审美的局限性，拓展了书籍设计工作

者的设计思维，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书籍设计的发展。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校才开设

了书籍设计课程，目前书籍设计课程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一门

重要的学科[2]。根据国内外相关的学术研究不难发现[2, 9]，2012

年以前，书籍设计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大多强调技术能力和创造

能力的培养。2013 - 2015年，部分学者受电子传媒技术的影

响，认为书籍设计课程应该纳入电子书籍的设计。2016 -

2017年，书籍设计教学市场脱离的问题引起了重视，不少学者

呼吁学校应该建设完善的书籍设计实训教学基地，提出“项目

式教学法”。2018年起，书籍设计教学应符合市场需求这一问

题得到热议，并一度升华，不少学者提出书籍设计应该以培养

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的。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

梳理，发现书籍设计课程的每一阶段的重大改革与调整，都与

社会发展需求紧密联系。2020年，我国全面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此同时，产业转型升级、不

同行业急切需要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设计观念的与时俱

进，设计水平的日趋提高，我国书籍市场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

象。书籍琳琅满目，出现不少精美籍设计作品，其材质由传统

的纸质拓展到布、塑料、泡棉、木板等，书籍的外形由四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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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的正方形或长方形延伸为各种生动活拨的异形等[1]。但据笔

者调研分析，我国书籍设计在一路高歌的美景中，部分书籍设

计质量方面仍不容乐观。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

下，不少书籍设计者缺乏工匠型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书籍设计课程承担着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德才

兼备的书籍设计人才的重要使命，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3]。面对书籍市场存在的不少问题，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培养“工匠精神”的书籍设计人

才，是书籍设计课程改革的必要举措，也是推动书籍设计的发

展，促进出版业繁荣的必经之路[10, 11]。

一、书籍设计存在的问题与现状分析

中国书籍设计经过漫长的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状态，

我国书籍设计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囿于历史原因和出版物市场

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书籍设计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

为：（1）书籍设计粗糙烂制，如目前书籍市场上仍然有不少书

籍存在错字漏字、插图模糊不清，纸张质量差，装订简陋；

（2）书籍设计内页图文不搭或画风低俗，如近年来，在中小学

生使用的参考书、练习册甚至教材中出现图文不搭，画风或内

容低俗不雅的问题；（3）书籍设计缺乏整体感，书籍的封面和

内文不连贯，形式与内容不统一；（4）书籍设计格式化，出现

千人一面的雷同效果，设计风格上的盲目“跟风”。透过现象

看本质，从根源来讲，就是书籍设计师缺乏尽职尽责的职业精

神，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执着专注的职业素养和追求突破的

创新能力。总而言之，目前市场上的书籍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归

根结底是书籍设计师缺乏“工匠精神”。

二、“工匠精神”的精神内涵

工匠精神，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就是指工匠对自己设计的

产品进行精雕细琢的行为表现，是一种追求完美、精益求精、

力求极致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崇高的职业态度和精神理

念，其核心是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努力[9-12]。“工匠精神”的精

神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尽职尽责的职业精神

“工匠精神”是从业人员基于对职业的热爱，而产生的一

种全神贯注投入的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尽职尽责的职业精神

状态。是一种心甘情愿、默默奉献、舍己为公、甘为孺子牛的

爱岗敬业精神，也是一种对工作始终保持积极热爱的态度和认

真负责的精神理念[12]。

（二）精益求精的职业品质

“工匠精神”是从业人员对每件产品或者每道工序都凝神

聚力、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职业品质，是能够摒弃社会浮

躁，只专注于自己的产品，对精品有执着的坚持和追求，是把

品质从 99% 提升到 99.99% 的精神。是对产品每个细节做到

极致的欲望、注重工艺的精致化、对产品卓越品质的坚持。

（三）执着专注的职业素养

“工匠精神”是长年累月执着专注的职业素养。是一旦选

定行业，就会一门心思扎下去，心无旁骛，坚持不懈，锲而不

舍，持续专注。是从业人员能够在极小的产品上持之以恒积累

优势，在自己的职业领域成为表率。是从业人员内心笃定，注

重细节，执着坚持的精神[12, 13]。

（四）追求创新的职业能力

“工匠精神 ”是从业人员不断钻研、追求突破、追求革

新、勇于创新的职业能力。是从业人员根据职业定位和发展需

要，强化学习，提升技能，不拘泥于简单、机械重复的作业，

不满足于因循守旧、一成不变，而是原有技术路线上精益求

精、不断突破，在传统技艺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创新，在一点一

滴、持之以恒的工作积累中实现技术和工艺革新的过程[11-13]。

三、“工匠精神”融入书籍设计课程的教学实践改革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是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紧密结合的应

用实践型学科，《书籍装帧设计》课程作为其核心课程，是文

化内涵、设计创意和应用技术相结合的一门课程[2, 9]。《书籍装

帧设计》课程开设目的是服务书籍出版的策划、设计和成型的

实际需求，课程设计内容是覆盖创意构思、方案设计到印刷装

订全过程的书籍整体设计。在培养应用型人才背景下，探索将

“工匠精神”思想融入到《书籍装帧设计》课程的应用实践型

人才培养模式中，是一种非常有必要的创新性教学实践改革。

在课堂实践教学中，可采用分模块（书籍印刷实践、书籍装帧

实践、书籍整体设计实践教学）教学模式，将书籍设计教育与

职业教育结合，从而达到精准的教学效果，实现具有“工匠精

神”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具体的教学实践创新方法如下：

（一）书籍印刷实践—劳模“工匠”树标杆—培育尽职尽

责的职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3]，“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

奉献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

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

匠精神”。劳模工匠是我国优秀劳动者的杰出代表，书籍装帧

设计课程带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校园，走进印刷厂，与省劳动

模范易正乔老师亲切交流，虚心学习印刷知识。参观劳模工匠

以积极的劳动姿态创造的劳动成果和技术成果，听劳模工匠讲

爱岗敬业的故事，体验劳模工匠通过艰苦奋斗创造的先进的印

刷技术。学生通过亲临劳模工匠的工作环境，与劳模工匠交流

学习，帮助学生理解书籍印刷环节中蕴含的“工匠精神”，体

悟劳模工匠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二）书籍装帧实践—古籍修复专家进课堂—培育精益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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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的职业品质

线装书作为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形态的最后一种形式，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不但克服了包背装书的缺点，还充满着

“雅”、“书卷气”，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14]。线装书具有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中国特色。研究学习线装书的丰富内

涵，可增强对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自豪感，并对中国现代书籍

装帧艺术具有启迪作用。

线装书的装订是很有讲究的，装订程序有十多道，工序不

可错乱，环环相扣，这里面蕴含着我国古人的聪明智慧，蕴含

着古人专注、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14]。目前，在我

国古籍修复中，线装书也是一种常见的装帧形式。因此，在书

籍装帧实践环节，邀请古籍修复大师进课堂，从古籍修复大师

细致入微的穿针引线到娓娓道来的精彩讲解，使学生体悟精益

求精的职业品质，学习古线装帧中蕴藏着的工匠精神。在书籍

装帧教学的实践环节，课程组邀请了四川省图书馆古籍修复专

家袁东珏老师讲解中国传统的书籍装订方法和古籍修复与保护

方法。袁东珏老师三十七年如一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兢

兢业业坚守在古籍修复的工作岗位，给同学们言传身教、生动

形象地诠释了精益求精的职业品质。

（三）古籍修复参观—古籍工作者谈古籍修复—培育执着

专注的职业素养

古籍修复通常包括揭页、洗书、补洞、托裱、喷潮、舒

平、压干、折页、修剪等工序。一环扣一环，如果一道工序做

不好，下一道工序就不能进行。修复一页纸通常需要几个小时

甚至几天，修复一部书更是要耗费几个月至几年时间。在书籍

装帧的实践环节，带领学生参加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中心，观

看古籍工作者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得修复古籍，培育学生执着

专注的职业素养。

（四）书籍整体设计—书籍设计专家做访谈—培育追求创

新的职业能力

四、

“中国最美的书”是中国文化届的知名品牌，也是中国优

秀图书设计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它不但反映了中国当代书籍

的设计面貌和水平，也体现了中国书籍设计者与国际设计界联

系和交流过程中不断创新和探索的精神；同时，从某种程度上

来讲，“中国最美的书”是书籍设计界的风向标。在书籍整体

设计实践教学环节，以“中国最美的书”为教材，并邀请书籍

设计专家做访谈，学习书籍的整体设计，追求形式与内容的统

一，做到设计风格与适宜手感的和谐统一，运用设计重要元素

的技术手段实现书籍设计对于书籍本身功能的提升，引导视觉

传达设计专业不断进取、钻研，勇于开拓，创造出优秀的书籍

设计作品。

总结

以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融入“工匠精神”的书籍装帧

设计课程改革，应该适应时代价值，满足社会发展与需求。工

匠精神提示我们重新审视书籍装帧设计，将“能工巧匠”作为

学生孜孜以求的目标：专注、敬业、精益求精，从纸张和视觉

感受上升到多元化的整体设计，充分挖掘真正值得人们去阅

读、保存、珍视的设计信息。“玉不琢，不成器”，把中国的传

统文化精神融入书籍装帧设计中，这种“工匠精神”是中华民

族的文化灵魂，也是书籍装帧设计课程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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