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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的装帧设计 

金常政 

    现代一切商品都越来越讲求“包装”，图书亦不例外。图书的“包装”，除去“炒

作”的含义外就是装帧。装帧是书籍的造型艺术表现，是对书的形态、用料和印制的工艺

设计，也可以说是 “梳妆打扮”。人们梳妆打扮和穿着衣饰讲究得体，即适合个人身

份，突出个人气质，又要适应环境氛围，而且有实际效用。书籍的装帧亦然，首先要体现

书本身的特性和风格，要以科学的编排、合理的结构形式和精美的图表，提供完美的视觉

形象，保证查阅、欣赏(浏览)和收藏的最好条件。   

    一般说，百科全书装帧设计的基本原则与其他大型高档学术性书籍并无多大差别。本

文仅讨 论百科全书因本身性质和作用带来的一些装帧设计方面的特点，以及与百科全书

编辑工作直 接有关的一些特殊问题。   

装帧设计   

    装帧设计是百科全书总体设计的一部分，有些设计内容直接纳入全书总体设计的基本

方案之中，如开本、插图(图文比)以及基本版式等，都与全书体例直接有关。百科全书装

帧设计还是全书编辑工作与印制出版工作的中间环节，前与全书总体设计直至编辑成书过

程紧密相接，后与排校出版工作直接联系。   

    特点与风格 百科全书装帧的突出特色在于庄重、严谨、典雅和精致。这些特色体现

的是百科全书的权威性、整体性、规范性和实用性。百科全书常被人们视为一个国家科学

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出版被誉为“中华文化的丰碑”、“中国的

文化长”。《 不列颠百科全书》至今仍保持在书中印出向美国在任总统和英国在位女王

的献词的传统。有的国家的百科全书甚至印上本国国徽。装帧设计就是要表现百科全书的

庄重性和权威性，花里胡哨和奇特怪异不是百科全书装帧的特色。百科全书的条目与条目

之间、卷与卷之间、图与文之间、正文与附属成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由框架网络，由参见

沟通，形成完美的整体。装帧设计的版式就是要展现百科全书的整体性，松散游离和随意

发挥不是百科全书装帧的特色。百科全书以条目为主体编成，上万的条目如同一支纪律严

明的大军，队列整齐，配备条头、层次标题、插图、参考书目)齐全。装帧设计就应体现

出百科全书的这种规范性，散漫纷杂和参差多变不是百科全书装帧的特色。百科全书在图

书阅览室里被人长期频繁翻阅，在个人书房里被人珍藏，自应有一种典籍学问的气魄，而

且要取用插架方便，展卷阅读舒适。百科全书的装帧设计理应保证这种实用性，玲珑乖巧

和大而无当，都不是百科全书装帧设计的取向。   

装帧设计内容 

   百科全书装设计涉及全书的形态、外观、版式和插图四个方面。书的开本、分卷和装

订方式反映书的形态，关系着全书的使用性能，即其实用性。封面、包封、扉页设计赋予

全书外观面貌，百科全书的庄重、高雅的格调首先反映在这里。全书正文(条目)和各种附

属成分的编排格式，字体字号使用体例，书眉、页码的安排，属于版式设计问题，是全书

装帧设计中最实际最重要的内容，而且前与编辑工作、后与排版工作密不可分，可以说是

编辑工作的延续和排版工作的前奏。   

  插图对于高档成年人百科全书来说虽然是条目释文的补充成分，但就其重要性、工作量

和工作难度来说却是一个大项。按道理说，百科全书在框架设计中已经在条目总表中确定

了哪些条目应当配有什么样的插图，但在组稿时多数作者提供不了图稿，甚至提不出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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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的具体要求。经验证明，百科全书编辑工作进度往往为插图所拖延。编辑部常常不得不

越俎代庖，在选条框架(条目表)基础上另行编制“配图框架”或配图计划，据以搜集图片

和组织摄影绘制。百科全书的插图应具有知识性或文献性，同时还有美化和活跃版面的作

用，是读者最先入目并引发兴趣的内容，因而是百科全书装帧设计的一大重点方面。   

开本设计 

  开本设计是百科全书装帧设计的首项，因为装帧设计的其他各项，如封面、分卷、版

式和插图均与开本有关。开本未定，其余装帧设计工作便无从进行。开本是百科全书形态

的最主要的表现。百科全书内容的博大恢宏和气魄的庄重高雅，首先由大的开本来表现。

对  

于百科全书来说，大开本更具实用意义，可以使卷的厚薄适宜，便于分栏，能容纳大幅的

图表。开本大，当然也有限度，大而无当不仅浪费材料，而且不便查阅和收藏。分卷开本

与分卷有直接的关系。百科全书多数为多卷本，分卷也是装帧设计考虑的问题之一。卷太

厚，取用和翻阅都不方便；卷太薄则气魄不够，而且卷数增加，甚至单卷在书架上立不起

来。16开本的百科全书一般以600～700页为标准厚度，800页以上的则称为“加强卷”。

不过，卷的厚度又与纸张有关。《不列颠百科全书》为了扩大卷的容量而不增加厚度，使

用专门研制的薄型纸张，使卷的页数达到900～1 200页。   

    分卷与编排方式有关。外国百科全书多为字顺编排，有两种分卷原则。一种是按字母

分卷，条目和篇幅多的字母(如A、C、M、S)各占1～2卷，条目和篇幅少的字母(如W、X、

Y、Z)一个或数个字母合为一卷。这种分卷法对于读者查检十分方便，但各卷厚薄不均，

相差悬殊。另一种是按页数分卷，各卷厚薄均匀，摆在书架上整齐划一，但字母被分割

(甚至分割到条头标引词的第三四个字母)，需要读者在书脊上仔细分辨卷次，很不方便。

分类分卷编的百科全书更是难以解决卷际均衡的问题，学科和知识门类大小差别很大。

《中国大百科全书》在框架设计时就考虑到分卷的问题，将大学科(知识门类)编为二三卷

(如“经济学”、“电子学与计算机”、“哲学”)，将内容邻近的几个小学科(知识门类)

合为一卷(如“固体地球物理学”、“测绘学”、“空间科学”)。即使如此，在编纂实践

中仍难保持适度的卷际均衡。例如，全书最“瘦”的卷为421页(“纺织”)，而最“胖”

的卷厚达1 040页(音乐舞蹈)，相差竟达1.4倍。全书摆上书架不免有燕瘦环肥之感，分卷

情况仍不理想。   

    封面设计 封面是百科全书的第一门面，带给读者第一印象。综合性大百科全书和专

业性百科全书的封面注重庄重、典雅和大方，最忌花哨和芜杂。通俗性和少儿百科全书的

封面多取爽朗和活泼的风格。世界著名的大百科全书多不使用护封，以封面直面读者。封

面除素雅色调和材料肌理本身外不着任何装饰，甚至不印书名，或者仅压印书徽(社徽)。

《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封面就是如此。《中国大百科全书》加有护封的特精装本，在质朴

的罗底布封面上没有任何图案和文字，就是在护封上也只印书徽的图案。不过，大多数百

科全书的封面还是印有烫金书名、卷次、出版单位和书徽。百科全书大多为精装本图书，

其硬面称为“书壳”，在工艺上是关键件，所用之硬板纸不仅需要有很好的质地，而且要

经过相应的工艺处理。我国有些百科全书的封面因环境温度变化而变形，向外弯翘，严重

影响外观，而且妨碍插架。护封又称包封，起保护封面的作用。护封虽然是封面的附属品

和装饰品，而且图书馆和图书收藏家多不保留，但护封在显示书的性质、特点和内容等方

面比封面和书脊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具有更为重要的宣传作用。护封多被设计得绚丽多

彩、精美诱人，除封面和书脊上的内容外有更多的图案装饰，特别是提供一些有关全书内

容特点(如条目、插图数量)的信息。   

版式设计   

    版式设计主要解决的是印制形式问题，是在既定的开本基础上对书稿内容的文字、图

表等各种信息进行编排组合，形成书页，达到清晰顺畅、易查易读的目的。百科全书的版

面力求严肃、紧凑，避免松散稀拉。彼式设计也是最贴近编辑的工作，以至文字和插图编

辑都要直接参与其中。百科全书版式因编排项目和正文前后的附属成分(辅文)种类繁多而

具有一些特殊的复杂性，而版式设计的重点和特点则在正文(条目)版心、字体字号与标

题，以及书眉、页码安排等方面。   

版 心  



    图书版式的核心是版心，即书页直接承载信息内容的部位。在版式设计中，对版心  

的处理不外是决定其大小和位置。力求尽量大的版心，是百科全书版式设计的特点，这是

为了达到书页有更大的信息容量，减少总体页数(卷的厚度)的目的。大版心的前提是大开

本，获得大版心的有效的手段是缩小书页上下内外的白边(天头、地脚、订口、切口)。版

心通常以文字行数、行字数、使用的字号和栏数等来表示。“天头大于地脚”，是我国书

籍版式设计的传统。我国出版的百科全书也多遵从这一成例。外国百科全书并不拘于此

例，或是天地相等，或是地大于天。上下内外白边的大小自然决定着版心的位置。国外有

的百科全书加宽切口 (外)白边，赋予特殊的用途。例如日本的一些百科全书利用切口书

边附印小幅插图和各种资料。《不列颠百科全书》详编两栏排，加宽切口白边，用以排印

另成系统的书边题引。   

字体字号与标题 

   文字是百科全书内容的最基础的单元，也是知识信息的主要载体。百科全  

书版式设计除更加吝啬篇幅、尽量减小字号、更加突出标题以利检索外，与其他图书的版 

式设计原则相同。在我国，小五号宋体为大多数百科全书正文(条目释文)所采用。少数百

科全书正文使用五号宋体已显得阔绰。条目标题(条头)多是用五号黑体，以求醒目。外国

百科全书正文多用10p罗马体，条头用黑体。有的百科全书为了节省篇幅，条目与条目之

间不留空行，而在条头前加特殊标志(●、 、□等)，以求突出。   

书眉和页码 

   在百科全书中，书眉和页码属检索系统项目，为查检内容而设，亦不无装饰版面的作

用，一般均排在版心之外。外国百科全书常将书眉和页码合在一处，印在上切口外侧。双

数页书眉为该页第一个条目的标题；单数页书眉为该页最后一个条目的标题，使两对开页

合成一体。《不列颠百科全书》为了节省篇幅，更将书眉与页码合在一处，置于版心之

内，下加短线与正文隔开，从而缩小了上下切口白边，扩大了版心面积。   

插图和表格   

    百科全书采用插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伊西多尔编撰的《词源》。那是最早

有插图的百科全书。我国明代王圻父子编撰的《三才图会》是第一部绘有插图的类书。到

了近代， 插图、地图、表格已成为百科全书不可或缺的成分，而对于少儿百科全书则更

成为主体内容。插图具有形象性、直观性，在视觉上往往比文字表述更有吸引力，更易于

为读者接受。现代百科全书更是以精美的彩色插图为特色。   

    插图配置是书籍装帧设计的一部分，但对于百科全书则不仅如此，还是全书编辑工作

的一部分，而且是工作量和难度很大的一部分。配图工作与文稿编辑工作是并行的两条

线，贯穿于全书编纂的全过程。   

配图原则 

   百科全书条目配图是为了达到以下的目的：①比文字更能表现知识内容，从而减  

少文字的篇幅；②虽不能减少文字叙述，但有助于读者理解释文；③插图本身具有知识

性，可以增进读者对难得见到的实物的认识，而文献性图片则可以使读者领略无法目睹的

场面和事情；④重要艺术品(名画、雕塑、建筑等)的图片有助于提高读者艺术欣赏水平。

  

    百科全书配图与所配的条目性质有关。社会科学性条目配图要求反映历史发展脉络，

着重于真实性、典型性和文献性。科技性条目配图要表现规律和原理，着重于科学性和知

识性。重要事件条目应配用历史照片或纪念地或遗址的图片。重要著作条目可配以书影照

片。人物条目一般均配以人物头像或其遗物、手迹、诞生地照片。   

图文比 

   百科全书中插图数量与全书总字数的比例是百科全书总体设计的一项重要指标。

《 中国大百科全书》配图体例要求全书各卷配图数量大致相近，以保证各学科(知识门

类)卷形式与风格的统一，具体规定的图文比是：以条目字数计，平均2 000字配1图；以

装订页码计，平均1页配1图。标准卷(120～150万字)大约配图650幅左右。   

表 格  

    表格的作用是能把复杂的内容条理化和系统化，便于读者分析比较，一目了然，是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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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全书常常采用的表现形式。表格虽常与图并提(图表)，但并不属于插图的性质，因为它

不需要绘制或拍摄，而是直接排版印出。内容丰富的大型表格在版面上是颇难处理的项

目，需要经过版式设计人员与编辑精心编排设计，方能妥善排版。图书中常用的表格形式

分为五类：  

    无线表(不用线条分割项目)、全线表(框线、栏与行线齐全)、卡线表(横竖都有线分

割)、省线表(省去框线、边线、行线或栏线)、挂线表(系统表)和框线表(流程表、方框

图)。百科全书多采用省略行线的省线表形式。系统表和流程表也是百科全书中常用的表

格形式。  

  

(作者单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⑤⑥⑦⑧⑨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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