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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是一种外在的存于人脑中的一种思维过程，

适用范围辐射到书籍设计，从而影响着书籍设计的

创作规律。将图形与隐喻结合无疑是书籍设计的又一

条设计道路，设计者往往通过对书籍内涵的理解，再

将设计思维融入书籍装帧图形的设计原则之中，利用

书籍平面性的特点，展示其他艺术形态无法达到的效

果，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并与人们的情感世界交

错，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共鸣。

一、隐喻发生于设计对象的内涵

（一）隐喻性对于书籍设计的基本作用

当代书籍设计要求书籍的封面、排版、图形、

图片等都具有形式的美感，将隐喻性从这些要素当中

一一展现为视觉体验。我们在设计一本书的时候，可

以以简单的逻辑化的非具象图形、元素在最大程度上

以做减法的方式寻求最理想的视觉化效果，力求在修

辞语义上显露的设计对象与其内涵物的概念性相似或

经验性相似。书籍设计本身包含着透明、交叠、重

合、移位、色彩嵌错等形式的语言，这些语言被应用

在书籍设计的每一个环节，保持着书籍每一部分离散

中的串联性质，体现图书内容的直接性和修辞性，起

着引导读者的智力发展、反映读者的认知水平和文化

差异等重大作用。

（二）隐匿的导出路径

1.经验性隐喻相似

弗兰克·盖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EMR通

讯与技术中心维特拉公司总部》，充分运用了解构主

义“错置”的思维来展现解构建筑艺术的魅力。《建

筑家弗兰克·盖里》就是一本成功提取形式并转化其

隐喻性的书籍。这本书主要介绍并解析了弗兰克·盖

里和他的建筑艺术，书本的封面以黑底和红色线条展

现盖里手稿简洁又有张力的特性，如同一条拥有智慧

的道路将整本书从封面到内容到最终内涵始终串联起

来。这是一本经验性相似特征的书籍，以大众经验性

对盖里手稿和建筑风格的认识以流畅单纯的线条几笔

勾勒充满解构意味的建筑形象，是一次隐喻性图形的

成功演绎。

2.概念性隐喻相似

概念性隐喻通常指的是设计对象的概念与某一事

物的概念相近，取中间值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来完

成概念性隐喻的导出。例如日本知名设计师Kenya Hara

的书籍装帧作品《森林之书、存在之书》就是在思索

与开拓“存在”的崭新世界。整本书外形是一块整合

的黑色方块，书衣采用的是四面开法，类似古籍。完

全打开之后映入眼帘的是刻入玻璃中的文字，用玻璃

来代替纸张，这是整本书的精髓所在，透明的玻璃象

征着“存在”模糊的语义，而真实刻入的文字又是对

整个“世界系统”的整合，是在秩序中保持着无章的

图形，是永远打不开的读本，无需探究其中到底封存

着什么，只需了解有些东西深藏其中，这也许正是文

字存在的意义，无论是否离开纸张，它都是客观存在

的事实。

二、隐喻图形理性的形成

（一）隐喻图形在书籍设计中的运用

图形的理性思维可以说是包含于单独图形或元素

内部的形式意义和外在能被视觉所反映的形象。图形

运用于书籍设计时，它能够脱离其本身的解构，与书

籍的内容主旨、标题任务、所需要凸显的装饰效果相

结合，形成新的意义的“果”。脱胎于本我形象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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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很容易受到隐喻性手法的影响，最常见的图形有装

饰意义的图形和形式意义的图形两种。通过对图形在

二维平面上的摆弄、切割、取舍、提炼获取具有秩序

性、透明性、律动性等特征的图形，并注入隐喻的基

因、手法、文脉、维度，使书本更加富有文化内涵、

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

1.装饰意味的图形设计方法

装饰意味的图形设计指的是能够代表书籍整体形

象的封皮图案或者内页插画更加偏向于绘画风格，往

往带有识别性强的具象特征，它可以通过某一个经过

主观变形的物象展现，也可以是加以艺术加工的真实

图片。

例如2020上海艺术书展上展出的《COZI》，这

本书的封面一共有三层，以豆绿作为底色，鹅黄色的

线条贯穿其中，绘制出律动的曲线，顶层则是透亮的

蓝紫色绘制的字母“COZI”，字母做出了主观的改

变，是具有装饰意味的：它们可以是一条盘缠的蛇，

也可以变化成一只鹈鹕。三层手绘的图形层层叠透，

交叉、穿行、交错，色彩配比恰到好处，字母排列整

齐，左右上下形成规矩，是一本具有透明性质、规则

感的书籍封面。

丰风的科普绘本《珠穆朗玛》中的《香格里拉传

说》板块的插图也体现了它富有美感的装饰性。图中

山峦起伏，层层叠叠，山形全都被规整为了三角形，

在三角形中绘制出霓虹灯滚动效果一般的山体层次，

山间有云雾缭绕，画面右半部分有一勇士身骑白马，

周身散发着红光，颇有敦煌壁画《鹿王本生》的美术

风格。山与山的层次，山与山之间的距离，山体大

小，都有一定秩序感，每一处简化的形象都按照一定

的走向排列并延伸。

2.形式意味的图形设计方法

形式意味的图形设计指的是能够代表书籍整体

形象的封皮图案或者内页插画更加偏向于图形形式或

图形的组合，图形往往抽离于某一具体形象，具有极

其规整的边缘线条、单纯的色彩、强烈的形式意味，

常常以矩形、无意义的单独规则或不规则的元素、色

彩、图形等样式呈现。

这一点能够在由韩国设计师Haeri Chung设计的

《KNOT》一书中得到体现，这本书的封面通过对文

字和图像的撕裂、变形、重叠破坏了画面原有的结构

与创作中的思维组合形成新的结构，这种结构的边缘

和拼接形成了思维中的空白。绳索切断了背景的12块

白色矩形，但又将这些矩形有选择性地串联，顶部的

长棍横向破坏了四方的平衡，产生交错分割的视觉效

果。

在设计师Kenneth Kuh的作品《上帝不玩骰子：量

子物理学的研究》中无论是书籍的封面，还是内容插

图，甚至是文本排版，都极其具有形式意味，整本书

以矩形、圆形、水泡、表格、布料垂纹、排列有序的

文字作为主要内容，在大面积留白的背景上出现的是

具有解构主义性质的排版方式，图片与文字的交错显

得躁动不安，打破“规矩”刻印之中的“方圆”，在

寸方之间寻找一隅安宁，包裹的气泡被无限放大，显

得拥挤不堪，仿佛就要崩裂开来溅落水珠，指引我们

在这充满张力的画面中寻找美妙的形式美学。

（二）结合隐喻性的图形

荷兰著名史学家安克施密特指出：“在书籍设计当

中，隐喻总是引导我们依据较熟悉的系统去看不那么

熟悉的系统。”

丹·琼斯的书籍设计作品《血夏：1381年英格兰

农民起义》利用隐喻性设计的替换性，将弹孔置换成

了黑色的雏菊，象征着乡野，激发阅读者的互动性，

使得人们主动比较弹孔与雏菊的区别，并深入思考、

联想与书本内容的联系。这场起义的主要参与者的姓

名被置于封面两侧，正中央是英文与中文的标题，将

封面的范围等分成了三等份，注重了问题与图形比例

的和谐。

2020上海艺术书展上展出的《北窗锁记》的封面

突出表现“窗”和“锁”，困于一方浅窗之内的标题

仿佛被锁住，在打开封面之后看到的却是标题文字所

有偏旁部首全部拆离并散落之上的情景，如一团乱麻

的线条随机盘悬，仿佛是对书名的反骨，代表着剪不

断理还乱的文者的心思，引领着阅读者去发现图形与

文本共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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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图形隐喻性展现的延伸

除了图形在二维平面的摆弄之外，书籍外在三维

意义上的人为意识选择，营造细微的空间变化，如印

刷材料也能成为图形新的延展，以达到和隐喻性的呼

应。通常选用木板、亚克力、裁剪纸、充气材料、树

脂等来制作书籍的封皮，三维化封面的图形，使得书

本的气质更加迷离具有兼容性。

上海香格纳画廊所展出的《欧阳春：凡夫俗子》

全书纸张采用不规则裁剪，像截取了某个章节的片

段。外形结构复杂且貌似不规则，内文简洁到极致，

体现了老物件的本质和对档案资料的记录。

再如《品梅——朱松发梅花百图》凹凸印刷的

封面引入主题，凸显梅花的质感，整本书采用水墨的

黑色调贯穿，简洁，给人以舒适感。整本书采用现代

的表现方式演绎传递传统内容，设计风格内敛而不张

扬。内文采用中西式结合的文字进行设计，丰富而具

有音乐感。

上述两个例子为我们展现了空间语境下的图形的

立体化表现，为书籍设计提供了更适应当下纸媒发展

新环境的创新性视觉表现，这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书籍

内涵有更大的浓缩可能，能够为读者提供更加发散、

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从层次感、质感、手感上体现

现代图形语义的隐喻特性。

四、结语

在世界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传统的书籍设计理念

正在接受来自各领域的挑战，借助不同学科间的优势

来填充书籍设计的思路，隐喻性原则指导书籍设计的

创意形成。

图 形 设 计 一 直 以 来 都 在 书 籍 设 计 中 占 据 重 要

地位，隐喻手法在图形设计中的应用，使得书籍的

“美”变得更加不言而喻，能够直接被人所体感，从

而影响人的情绪、心理甚至是思维。

基于隐喻手法下图形所呈现出来的新奇、内涵

丰富与委婉含蓄，让我们感受到了在隐喻手法修饰下

设计的魅力，不仅仅是在图形设计，在其他的设计领

域,这种手法也得以适用。笔者希望本文对隐喻手法在

图形设计中的应用探讨，能对现代设计提供一定的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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