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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总觉得对作家有点抱歉，我们的书印得不够好，特别是文学作品。
我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印得比一般的书要好一点。
    我看到很多外国的书，文学作品，小说、戏剧、诗，在出版方面给予很高的待遇，最好的纸张，最
好的装帧，而且把它与那些大量印的书区别对待，使人一拿到手就知道：啊！
这是文学作品。
我们呢？
我十了多少年出版工作，就没有印出几本像样的书。
只有一本自己比较满意的：巴金先生的《随想录》精装本。
巴老曾经来信说：“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
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书引进‘文明’书市的。
”那才像一本书，巴老满意，我很高兴。
    我买了很多文学书，总觉得我们出版社应该多想一想，能不能使文学作品用好一点的纸张，装帧设
计好一点？
    外国文学作品，外表很朴素。
董鼎山有一篇文章说：作品好坏，不靠封面，不靠颜色多。
我还在《世界文学》上看到一篇翻译文章，说外国文学作品的封面不能超过两种颜色，多了就不好。
有的颜色，红颜色、黄颜色，文学作品不用这两种颜色，用冷颜色。
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我们不必照搬。
    这就使我想起巴金先生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他印的书，“译文丛刊”，《死魂灵》的封面就只有黑
颜色的三个字。
“文学丛刊”，曹禺的《雷雨》、《日出》，封面简简单单，除了书名、作者名，没有更多的东西。
一直到现在，也还觉得非常好。
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十几年前春节给我寄来的贺年片上写有一句话：“直到现在我还觉得30
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文学丛刊’、‘文学生活丛刊’是最美的。
”    当然，我们的封面也不能搞得太简朴，因为中国的读者习惯热闹一点，我们要照顾读者的需要，
照顾发行工作，封面还是要设计得好一点。
    英国、法国、德国出版的文学作品的封面，很少形象，小说没有把形象印在封面上的。
我们出版的《安娜·卡列尼娜》，封面上印了两个妇女的形象，看上去像电影招贴。
外国文学书的封面比较朴素，不像儿童读物、实用书那样。
可以加一个包封，印得热闹一点，设计得很吸引人，还印上内容介绍、作者的像。
卞之琳先生跟我说过，作者不好意思把印有自己照片的书送人，如果印上了，我就不好送人，要撕掉
，印在包封上，可以把它拿掉。
作者不在世了，作者照片当然可以印在书上。
    总之，文学作品的封面，基本上要朴素一点。
为了市场需要制造的那些所谓文学作品，是另一码事，封面花里胡哨，反正藏书家是不要的，看过就
扔掉了。
但是真正的文学作品，是要摆在书架上书房里的。
    当年三联书店出版书话集，在装帧上是用了一点心思的。
书话集总得有书卷气，这十来本书话集，避免用一个面孔，连丛书的名称都不用，只是从内封面可以
看出是一套书。
    《西谛书话》，郑振铎先生不在了，封面请叶圣陶先生题写书名，叶老对我的请求从不拒绝。
这一本和唐弢的《晦庵书话》的封面，请钱君匐先生设计，使这套书有个好的开头，这也遂了愿。
至于内封面，则采用同一格式，印作者的原稿手迹。
这也费了一点力，叶灵凤《读书随笔》，从香港找来一张《香港书录》目次原稿。
《西谛书话》找到一张郑振铎先生《漫步书林》目录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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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黄裳、谢国桢、杨宪益、陈原、曹聚仁、冯亦代、杜渐、赵家璧书话集，都承作者本人题签，或
由家属提供。
    《读书随笔》封面，选用叶灵凤先生最喜爱的比亚兹莱插图，有西书的味道。
黄裳《榆下说书》则用了两幅中国占典小说木刻插图做封面。
    郁达夫书话集《卖文买书》的书名，未能从遗墨集到这四个字，也没有请题写，排的铅字。
这一本的封面最不理想，在这套书话集里显得很不协调。
其时我已经不在位，未能尽力。
    《银鱼集》的封面闹了笑话。
黄裳先生把蛀食书页的蠢鱼赐以“银鱼”美称，结果弄得此鱼落水，出现在封面上的是七八条在水中
畅游的鱼儿。
出版社美编设计封面往往仅凭一纸通知，不看书稿。
没有对美编交代清楚，我有责任。
    现在三联把《晦庵书话》等书编为“书话丛书”熏印，废弃原来的封面，改着“制服”，整齐划一
，书名用电脑的字，不免呆板、俗气。
    三联这样做，自有他们的考虑，我倒真有一点失落感。
    《傅雷家书》出新版，封面也换了。
原来是特地请傅雷先生知友庞薰栗先生设计的，废而不再用，听说傅敏对此有意见，不知如何善后。
    叶圣陶、钱君匋、庞薰粟先生都已作古，三联再也不可能请到这几位前辈、名家了。
他们的遗墨遗作，不也是出版社的可贵资产（有形或无形）？
轻易废弃，未免可惜。
    把出版的书归堆编为丛书出版，无可非议，我有一建议，是否在出版丛书的同时，保留原来本版封
面有特色的，重印一些，“一国两制”，供读者选购。
前几年我在南京三联书店门市部遇见一位读者，他告诉我想买齐三联出版的这套书话集，未能如愿，
颇以为憾。
    不久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印了一批“五四”文学作品，封面仍旧，读者可以见到原来面目，在
此以前，有出版社重印鲁迅著作，也取这种做法，都很好，受到爱书人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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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书业与书籍装帧艺术研究者、南大博士童翠萍为“闲趣坊”量身编选的一本休闲而有趣的小书
。
书中收录39位作者的66篇文章。
作者中有书籍装帧艺术创造者（张守义、曹辛之、吕敬人、钱君 、邱陵等），有藏书家（姜德明、倪
墨炎等）、书话作者（叶灵凤、唐 等）、作家（张中行、孙犁等），有书衣研究者（徐雁平、莫志恒
、童翠萍等）、有出版人⋯⋯作者多为身跨数界者，如，鲁迅既是作家，又是书衣创造者，同时又可
看作书衣研究者、爱好者，一书之内，汇聚了几代“骸骨迷恋”者。

全书分为五辑：辑一泛谈书籍、期刊封面设计；辑二以个案研究关注《彷徨》等经典书衣；辑三为书
籍装帧艺术结集的序跋专汇；辑四由书及人，谈著名书籍装帧名家的艺术成就；辑五漫谈书衣艺术、
书里风景。

本书以书衣为切入点，现代、当代书刊为关照对象，可说是关于书衣的专精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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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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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书籍装帧应该是对一种出版物的全面印制设计，这里所谈的，只是指它的一个部分
——封面。
一本书的封面设计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读者的阅读情绪。
好的设计可以引人入胜，令人爱不忍释。
封面设计或者纯粹成为一本书的精美的装饰，或者高度概括书的内容并化为形象。
它犹如一部歌剧的“序曲”，聆听了它的音乐语言，可以得到歌剧的一个大概的面貌，从而使人的心
情进入歌剧的中心，梦一般的沉醉在它的故事中，享受无上的音乐美。
封面设计对一本书籍来说，也同样有此作用。
 鲁迅对书籍封面的设计，是偏重于作为书籍的精美的装饰的，但不排斥高度概括书的内容化为形象的
做法。
陶元庆为鲁迅的译著所作的封面，如《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唐宋传奇集》等，即属
于前者；《朝花夕拾》、《彷徨》等，则属于后者；但也有例外。
鲁迅于1926年10月29日致陶元庆信，托他为《坟》设计封面时说：“可否给我作一个书面？
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
”但陶元庆在设计时没有遵循鲁迅的这个意见，却有意采用了高度概括书的内容化为形象的手法，做
出了像现在我们所见到的那帧杰作，鲁迅也深表满意。
鲁迅为自己的著作设计的封面，则着眼于作为书籍的精美装饰。
他能融合我国线装书的风格。
如《北平笺谱》，就纯粹移用线装书白色长条的书签，黑字朱印加框，贴在封面左边偏上角的地位，
使与右面几行装订用的白丝线相映成趣，真是落落大方，静雅宜人。
他为自己的著作《呐喊》设计的封面，则是从这种朴实无华的传统设计发展而来的：改直长的签条为
横长的方块，书名和作者的文字翻成阴文加框，印在封面的中心，略使偏上；一种稳重朴雅之感，直
扑读者的眉眼，是一个优秀的设计。
能做出这种发展，构成这个设计的，没有这方面的渊博素养是办不到的。
后来如《热风》、《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这类封面，都是从仅用文字为素
材的传统的书签形式发展而来的。
这些设计都是属于作为书籍的精美的装饰的范畴，是十分典型的。
 有一次，陶元庆陪我去鲁迅家，谈到封面设计。
鲁迅提出是不是可以更多地运用一些民族形式。
他认为我国古代的青铜器和画像石，都有极其优秀的图案纹样和人物描写，如果把这种传统东西运用
到封面设计中去，大概会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出现。
由此可见，鲁迅对封面设计的观点，是希望能够创造出我国自己的面貌，而不同于别国的风格。
这个见解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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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书籍的封面和封底，雅称“书衣”，原本是用来保护书芯子的。
倪墨炎先生说过：    在我国出版史上，线装书的装帧也是不断发展的，封面就有绢质的、麻质的、布
质的、纸质的，装订也不断地完善。
近代“洋装书”的出现，使我国出版史进入了新阶段。
但最初的“洋装书”封面也和线装书一样的简单，就是印上书名、著者姓名和出版者的名称罢了。
把美术作品引入书籍装帧领域，使书籍装帧进入美术的领域，在我国是和鲁迅分不开的。
    呵是在现代图书商品市场的强力作用下，书籍装帧的物理功能和艺文功能却越来越被异化，与此同
时，鲁迅首倡的书籍美术传统也已被严重边缘化。
造成这种恶果的。
是时下甚嚣尘上于国中出版界的“吸引眼球论”。
    ——书衣在保护书籍的本始用途之外，在悦目赏心的书籍美化作用之外，曾几何时，被强加了“吸
引读者眼球”的市场广告功能！
于是乎，为达到宣传促销的功利目的，多少图书被油头粉面，多少图书被披金戴银，多少图书被浓妆
艳抹！
    既要“吸引”读者的“眼球”，那么书封面似乎就只有被制作成花哨的“嫁衣裳”，招摇而过市那
一途了？
    1991年才在香港认识到“电脑设计的芳颜”的陶雪华女士，当她目睹当日最先进的“桌面出版系统
”时，顿时感觉到，“国内的印前工艺将有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
回到上海以后，她安坐在自己的工作室，曾经深深地“享受过高科技给人带来的便捷和愉快”，可曾
几何时，她就由“叹服”转变为“惊呼”了：    几年前，书籍装帧艺术还处在要“书卷气”还是要“
广告气”的喋喋不休的争论中。
如今，望着满目“油天油地”、“浓妆艳抹”的书皮儿们争先恐后地在书店亮相的劲儿，看着镭射电
化铝一闪一闪似乎要把读者的眼球一网打尽的劲儿，还有那形式大干内容的风光劲儿，无疑，争论己
尘埃落定，“广告气”以毫不留情的霸气荣登“装帧艺术”的主宰地位。
    隐藏在“广告气”背后的潜台词是：“追随市场”⋯⋯我有一句话，在进入市场以前，不必说书卷
气、广告气，在版式设计上请给读者留一份“干净”之地行吗？
书是文化的载体，阅读是它最重要的功能。
读者，读者，以读为主。
在版式上不要太“乱”、不要太“闹”。
那些不分内容、不分读者，从头到尾、花里胡哨的版式，每翻一页，读者就要经受一次视觉干扰，视
觉污染，直看得人担惊受怕，如何消受？
    陶女士指出：“但可以预言，市场最终青睐的佼佼者是那些简洁的、极富个性独创精神的，又有文
化风格与韵味的皮儿们”，“设计人对它所做的一切，应该十分明确，了解读者需要什么，该如何为
读者提供简洁、轻松而精致的视觉切人点，每一种技巧与设计元素的运用最终都是为了衬托内容，强
调内容，使阅读更便捷，更富有情趣，而不是让所谓的‘设计’主宰整个版面。
”对于过度化了的版式没计，她这样犀利地评说：“封面不满町以撕掉，内芯如何撕得？
只能请设计者手下留情了！
”    记得将近二十年前，戴文葆先生在为朱正《人和书》（山西书海出版社1988年版）作序时，就曾
表达过他作为一个资深编辑家对业内的深重期许：“通过各种类型的编辑的劳动，用创作撰述之美、
审读加工之美、设计装帧之美的‘三美’具备的书籍，向世界说明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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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闲趣坊:书衣翩翩》作者大多是与书为伍、嗜书如狂的爱书人，既有曹辛之、钱君匐、邱陵、张守义
、吕敬人等书籍装帧艺术名家和莫志恒、徐雁平等书装研究者，也有范用这样的出版人，姜德明、倪
墨炎等藏书家以及叶灵凤、唐弢、孙犁、张中行等作家⋯⋯更不乏鲁迅这样身跨数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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