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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诠丛书》的装帧设计 

王乔 

  2000年底,湖北辞书出版社约我为国家“九五”和“十五”重点图书——《典诠丛

书》作书籍装帧设计。能为这样一套具有中国古典文学价值的大型工具书作“形象设

计”，我感到很难得，也很有意义。 

  中国的古典文学灿烂辉煌，绵延数千年。最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唐诗、宋词和元

曲。它如陈年老酒，随着时间的推移，散发出愈发浓郁的醇香。《典诠丛书》就是这样一

套帮助读者更好地领略其中妙趣佳境的工具书。《典诠丛书》分别诠释《全唐诗》、《全

宋词》、《全元散曲》中的典故。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范宁先生在序中所说：

“典故是智慧的结晶，它在文学作品中放射出异样的光彩。把这些典故汇集成书，是一件

很有意义的工作。尤其是把某些生僻的典故收集起来，找到出处来源，注释其意义，对于

读者来说帮助更大。”“这部《典诠丛书》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大型工具书，不仅对读唐

诗、宋词、元散曲有用，对读其他古代诗文也很有用，可以作为广大诗词爱好者和教学、

研究工作者的案头良友。” 

  《典诠丛书》是由已故的袁小眉先生策划并以他为主编辑的。编纂者主要是中国社会

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的专家学者。顾问范宁、唐圭璋、吴晓铃先生均是相关领域的权威。

从1983年开 始编纂到《全宋词典故辞典》出版，前后长达十三年。其中的艰苦确实不是

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如今，《全唐诗典故辞典》（增订本）、《全元曲典故辞典》又相继

面世，《全宋词典故辞典》也修订重版。《典诠丛书》将以一副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

前。 

   面对这套丛书，我在崇敬之余多少有些诚惶诚恐，生怕由于自己设计的不到位，有

损它应有的价值。应该说，这种压力，也是创作的动力。 

  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动手设计之前，尽可能多地与责任编辑交谈，在

闲聊中 ，可以加深对图书内容、作者和责任编辑意图的了解。一本书的设计在于准确把

握内容精神 的传达，没有准确的理解，就不可能有准确的设计。 

  《典诠丛书》的责任编辑蔡夏初，不仅古典文学功底深厚，且熟谙古典绘画。我从

唐、宋、元三代众多的绘画作品中选取的每幅图，他都一一看过，提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使得选图这一环，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珠联璧合的效果。 

  那么，如何运用具象的构图去体现含量如此丰富的精神载体？如何使形式和内容相得

益彰呢 ？ 

  一是定位。唐诗、宋词、元曲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分别代表了一代创作成就的高峰。

其中蕴藏着无数优美的典故。许多语言大师成功地运用典故，表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

生活和生 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丰富的思想感情。因此，我想它的整体风格必须是中国

的，必须是符合中国古典文学儒雅大方、雍容华贵的仪态和韵味的，同时必须在体现中华

文化传统意蕴的设计中注入现代的设计意识。这便是这套书设计的定位基调。 

  二是图像选择。古人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的激昂豪迈、雍容大度，宋词的

燕语莺愁、离情别绪，元曲的诙谐洒脱、嬉笑怒骂，各有千秋。就风格而言，唐、宋、元

三代的诗 与画又是相通的。于是，我从唐、宋、元三代众多的绘画作品中选取了各时期

具有代表性的 《文苑图》、《听琴图》和《浴马图》作为封面的主图，以体现不同时期



© 2001-2003 出版科学杂志 版权所有  
报刊转载必须征得同意并支付稿酬，网络转载必须注明作者及本刊网址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4楼403室 邮政编码430072 电 话：027 68753799 传 真： 68753799 E-mail: cbkx@163.com 
技术支持：cgz@163.com  

◆ 各期杂志 
2000: 第3期 第4期  

2001: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2002: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增刊  

2003: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2004: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

期  

2005: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

期  

2006: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

期  

2007: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 这颗心，在为波兰哭泣

· 爱情的写作

品书录

· 人品·学品·精品

· 壮丽的天河

· 一部富于创造性的专著

· 《李峰文集》的启示

· 让科技发展与人类文明并肩前行

· 学有三长 述成一家

的不同风格。又选用了各时期较典型的人物画，如《壮士牵马图》、《仕女图》、《婴戏

图》等作为小图，以体现唐诗、宋词、元曲体裁的多样性，在儒雅的基调上，小图的点缀

使封面更具灵性。还特请张之仁老先生为《典诠丛书》篆刻了三方印章，以体现图书的中

华文化气息和“典诠”的权威性。 

  在最初的设计稿中，我和责任编辑蔡夏初都选中了图1。我们认为它的构成既符合中

国画“ 密不透风，疏能跑马”的意蕴，也体现了最具时代气息的分割与空白。将主体和

与之相关的 种种元素缜密组合，每一元素既独立又相互映衬，使封面儒雅而不乏生气。 

  三是文字排列。装帧设计中的文字排列是平面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能反映设计者

的功力 ，它是一件看似容易做起来却磨人的活。文字的大小、疏密、宽窄、高低均需缜

密设置，仔细斟酌，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多年来，我对封面上的文字设计是决不放

松的。经过反复考虑，在图1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图缩小了，更严谨地调整了文字的大小

疏密关系，克服 了图画过大、把文字挤得太边的现象。 

  同时根据湖北辞书出版社叶生刚社长的建议，突出“典故辞典”，将“全唐诗”、

“全宋词 ”、“全元曲”作为定语出现；把一个长句变为两个短句。既让读者一目了

然，也使书名在 统一中有些变化。拼音字母再次缩短，让图的右端和文字形成一个下弧

线，使图文疏密有致 ，更为流畅。（见图2） 

  四是色彩配置和纸张运用。封面设色讲究格调，它对读者是有心理暗示和引导作用

的。它具有抽象品格。这套丛书可以说是吝于用色的，除局部小图有些跳跃的色彩外，基

本上以浅米色的底纹纸和深褐色的字为基调。古朴特种纸本身的色质准确地表现了这套丛

书的儒雅气质。浅朱砂色的印章，使封面更加含蓄耐看，烘托出古典文学工具书的中国气

派。 

  唐代是一个国势强盛的朝代，人文昌盛。因此，选取了《 文苑图》、《壮士牵马

图》和《 仕女图》，以体现唐诗风格内容的多样性。封面上的两幅图：一动一静，一文

一武，代表了盛唐时期金戈铁马和浅斟低唱的两个侧面。(见图3) 

  在宋词中，不能常听到金戈铁马的大音，更多地是倾诉爱慕的燕语莺愁、杨柳晓风。

因此， 选取了宋人的《听琴图》、《婴戏图》、《牡丹图》，以切合宋词的纯真与浪

漫。(见图4) 

  《全元曲典故辞典》的选画，转向其通俗的一面，就像元曲总脱不了其诙谐幽默、更

接近芸芸大众一样。赵孟頫的《浴马图》，把那个年代人民的生活描述得栩栩如生。（见

图5） 

  目前，《典诠丛书》已全部出版，欣慰的是我没有辜负这套丛书和为之付出无数心血

的作者和编者。 

   

                          

   （作者单位：湖北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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