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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坛特稿/

! ! ! !在数千年漫长的古籍创造中经历

着各种书籍制度的变迁! 在不断完善

中推陈出新! 并不断衍生出新的书籍

形态" 中国近代书籍设计起步于上个

世纪初的辛亥革命! 开启了一扇被封

闭久远的文化之门! 吸纳多元外来影

响"在上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中!

鲁迅# 丰子恺# 钱君匋等一大批文化

人#融合传统和外来文化!开启五彩纷

呈的民国书籍艺术风景$!"#"年后的

一段时期! 中国最优秀的美术家们都

服务于出版行业!如曹辛之#丁聪#张

慈中# 任意等创作出一大批至今仍可

称之为书籍艺术的经典之作" 这次成

就卓著的设计界前辈张慈中先生的书

籍艺术纪念馆的建立! 正是中国书籍

艺术承上启下!衍生发展的重要体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 使中国书籍

文化丰富而多元! 出版界对书籍设

计开始有了改变滞后观念的迫切

感!生产力#生产工具#生产关系的

巨变!必然引发阅读载体!出版体系

构成!产出授受关系!设计思维概念

等等革命性的范式转移" 出版#设

计# 印艺业的有识之士开启了广泛

的国际化交流渠道! 使更多的设计

师们以开放的心态和学习的诚意!

对东方与西方#传承与创新#民族化

与国际化# 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有

了新的认知" 他们打破装帧的局限

性!投入大量精力和心力!强化内外

兼具的编辑设计用心! 为创造阅读

之美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批又一

批设计新人涌现! 他们的优秀作品

被读者喜爱!令国内外瞩目!因此才

有了当今中国书籍设计的新的面

貌" 举一例! 上海新闻出版局自

$%%& 年开始主办中国最美的书评

比活动!每届评出的 $%本再参加莱

比锡%世界最美的书&的评选!十三

年间! 有 $'(本书获得中国最美的

书奖! 其中的 )*本设计获得包括

金#银#铜奖在内的%世界最美的书&

称号" %中国最美的书&也成为书籍

设计业的品牌! 很多读者纷纷购买

收藏!体现了设计的价值"

中国书籍艺术在近些年虽有较

大的发展!但还存在诸多问题"一些

出版单位为经济促销! 只把功夫着

力于封皮的表面打扮! 为省时间和

成本!放弃内在编辑力量的投入"浮

躁的做事心态使不少书的文本叙述

流于平庸! 许多书籍设计师因巨量

劳动和低廉的设计费而无法生存"

但这一现象并没阻止一批有良知的

出版人和有责任感的书籍设计师开

始反省做书的意义"他们不畏艰难!

苦苦实践使这一行业有了更多的共

识'书不仅要有一件%漂亮&的外衣!

还要有内在书籍设计整体概念的倾

注" 设计师应成为文本传达的参与

者! 象导演那样让信息在页面空间

中拥有时间流动的含义! 使书成为

文本诗意表现的舞台" 出版不能只

谈%价&而不顾%值&!要物有所值!原

创的精品书能传世后代才体现做书

的价值"设计是一种态度!设计要专

一#有温度#讲细节!文本叙述的丰

满才能带来阅读的动力"

中国书籍艺术是一条动态发展

的历史长河!中国的设计师要用敬畏

之心珍惜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具

有谦卑且冷静对照古人做书的进取

意识! 脚踏实地做好传承这门功课!

同时又要有开放的胸怀!学习世界各

国优秀文化!海纳百川!尊重发展规

律!才能融入进步的潮流!这也是中

国书籍艺术能持续发展的动力"

创造书籍之美!留住阅读"

! ! ! !“这是我作为一个游子对家乡母亲的汇报，
也是我对我的前辈和同行的致敬。”坐在艺术馆
门外临河的长凳上，就着一杯故乡的明前绿茶，
张慈中一个接一个地讲述着那些大部头书籍设
计背后的故事，中气十足，说到高兴处拍腿大
笑，完全看不出他已是一位 !"岁高龄的老人。

#月 "$日上午，张慈中装帧艺术馆开馆仪
式在上海枫泾古镇举行。
为四十多家出版社设计过各种类型的书籍，

《毛泽东选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资本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马克思画传》《红旗》杂志创刊号、《中国大百科
全书》等几十部书籍傍身，让张慈中成为了中国
国字号书籍设计第一人。

毛主席一次就通过了他的设计
如同展览序言对老人的描述：一位老人，一名

艺术家，一个顽童，眼前的张老一口带着浓重南方
口音的普通话，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被北京
派来的邹雅同志一眼相中的往事，言语中带着掩
饰不住的小得意：“我 %&岁就为欧米茄怀表设计
过广告，'%岁与人合开了杭州第一家广告公司。
邹雅同志给我出了题目后，就闭起眼睛打起瞌睡
来，没想到，半小时后我就摇醒他交卷了！”
就这样，美术功底扎实的张慈中凭着这幅《上

海解放》的命题画，被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下辖
的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录用，在 %!()年底到了北
京，成了新中国美术编辑队伍中的一员。*!(*年，
国家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一开始，中央美院的
老师出了几款设计样稿，都因过于华丽被退了回
去。“领导给我看了毛主席亲笔写的八字批示：‘我
的书是简单点好’后，我想：毛主席是党的第一领
导人，是国家领袖，他的书要有中国的元素，要庄
重、简单大气。所以我去除了所有的装饰，将自己
亲手写的美术字“毛泽东全集”五个字用了金色，
出于平衡的考虑，‘第一卷’三个小字则采用了灰
色。但邹雅同志看了摇头说，这也太简单了，建议
我在中间加一个红色的五角星。”设计稿完成后，
报送给毛主席审阅，一稿即通过。

张慈中思想活跃，头脑机灵，*!(+年，在参
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会工作时，张
慈中主动为大会代表设计了一款会议用笔记
本，封面上自创的长宋体字得到了国家主席刘
少奇的关注和肯定，并当面亲自将即将通过的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设计任务交给
张慈中。张老爽朗地笑言，“我想是因为刘主席
个子比较瘦高的缘故，所以他对我的这个字体
情有独钟吧。”之后，他首创的长宋体被国家收
录在中华字体库，沿用至今。

如今，在张慈中设计艺术馆里，人们可以系统
回顾、欣赏这些国字号书籍的装帧设计以及背后
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铅印的色彩、木刻版画手工
字体的封面，接近原生态但很有质感的纸张……
它们折射着那个时代人们对“书”的理解和做法。

出生于一个没落但仍较富裕的书香门第大家
庭，才情逼人的张慈中身上也一直保留着艺术家的
率性。当初刚到北京时，还曾经因为生活上的不习
惯和领导闹情绪，要求回上海。后来，在党的干部邹
雅同志的影响下，“从一个广告设计里手，到国家重
要书籍的设计者，我很快爱上了自己新的岗位，并
爱了一辈子。”张老这几句话，说得格外严肃。

*!(,年底，张慈中被打成右派，并在《人民
日报》上被点名批判。他所在单位人民出版社的
领导考虑到重点政治书籍都是经他手完成，顶
着压力向上级打报告，请示中央特批，将他从东
北劳改名单中删除，降职降薪使用（连降两级）。
报告批准几个月后，党中央决定出版党内第一
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相关人员设计了十二种
《红旗》创刊号的封面，报中宣部后均被退回。离
出刊只剩几天时间了，上级发文“请人民出版社
帮忙设计一下”。“我说我不能设计呀，让“右派
分子”来设计党的刊物不是闹笑话了嘛。”爱看
玩笑的张慈中认真地说，“我真的就是这么回答
社领导的。”最后，在社领导保荐下，张慈中顾全
大局接下任务。“我觉得就毛主席手书的‘红旗’
两字就足够分量，无需再画蛇添足。”本着党内
刊物重在庄重、简练、大气的原则，他把“红旗”
两字放大，下面用灰色的“红旗”汉语拼音，又在
封面的下部加了一条红线，红线下加上期刊号
和日期。稿样报送中宣部后立刻通过，后《红旗》
杂志的封面被业内评价为“最严肃、最大方、最
朴素、最美观”的设计。之后，《列宁全集》、《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等重点书籍，都是经
张老之手在此期间设计完成的。这些红色经典
的设计，集中体现了张慈中的设计理念：贵在以
少胜多，突出精华，留有余地，与书的内容相符，
使读者产生联想。

把侧面的马克思转过来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装帧设计家，张慈中的

设计彰显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大气、沉稳、洗练的
时代精神和民族气质。设计家本人却性格外向，
喜欢开拓创新。

*!(!年，在设计《列宁全集》的时候，张慈中
为得到理想中的装帧设计材料，多次下印厂考
察，经过反复改良，选择不同材质的布料进行试
验，终于发明了“漏底漆布”，这是他为我国装帧材
料创造的第一个新品种，受到周总理的好评。在拓
宽了书籍装帧材料的同时，张慈中在国内首次提

出装帧设计的理念。尽管早在 '-世纪 .-年代，
“装帧”作为外来语已由丰子恺先生从日本引进中
国。但在张慈中之前，国内的书籍设计基本还停留
在“画封面”的阶段。做为第一个对制版印刷工艺
技术进行改进的人、第一个在书籍装帧设计中创
造性采用新材料、研发新工艺的人，他的对“装帧
设计”概念的延伸和开拓，也得到了当时老一辈书
籍设计家曹辛之、丘陵、丁聪等人的认可。*!$.年，
张慈中受国家委派组团去西德考察，回国后，他立
即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了在大学普及电脑知识和
在大学开办电脑平面设计的建议。经过几年的不懈努
力，他终于申请下了
(-万元的启动资金，
因他来自出版界。所
以，他选择北京印刷
学院做试点，率先成
立了我国第一个电
脑教学的设计艺术
系。由此，他成为第一
个向国家提出将电
脑平面设计引入中
国并付之实施的人。

和曹辛之、丘
陵、丁聪、钱君匋等
中国第一代装帧设计大家一样，张慈中书画皆
通。在为《马克思画传》设计封面时，张慈中手头
仅有的素材只有一幅马克思的侧身像。“开始我
想用毛笔画，但想到马克思是西方人，最隆重的
表现手法应该是西方铜版画，可问题是什么工具
材料也没有啊，我就干脆用毛笔画来试着画出铜
版画的效果。这还不够，那个年代，伟人最好是正
面像，我就凭想象，抓住他大胡子的特点，把侧面
的马克思头像转过来。”回忆起这个细节，张老忍
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又回忆到：“后来这本书参
加德国的书展，严谨的德国人查了所有的资料，
都没有找到封面上的这张马克思像。后来来打
听，中国参展单位告诉他们，这是中国的画家用
毛笔画的，他们很吃惊，于是，特意请求中方回去
后，送两张印刷稿给他们留存入档呢。”

天色渐晚，工作人员早已准备了纸墨等待
张老题词留念。张老运笔稳健，一手行书雄浑刚
健。当年因为没有电脑，所有的美术字全部是他
一笔一划手写而成。
如今，与时俱进的新的书籍装帧艺术风格渐

衍渐盛，而电脑普及应用发展带来的各种图片处
理软件、装帧材料改良拓展和电脑排版印刷手段
及印刷工艺的进步发展，也为国内的书籍装帧设
计注入了新的元素。一生为美而设计、为书做嫁
衣的张慈中，在本报记者的笔记本上写下了“阅
读之美———致新民晚报读者”的留言。

重温那些不应忘却的故事
中国国字号书籍设计第一人张慈中枫泾开馆

书香中国
留住阅读

◆ 本报记者 吴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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