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３卷　第５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５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ｃｔ．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４－０３
　　［作者简介］尹晖（１９７１—），男，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史与视觉
传达。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０９５－０５

晚明书籍审美形态刍见
尹晖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系，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５２）

［摘　要］晚明时期重利趋商、西学东渐、尚奇等社会风尚，使书籍在设计上戏谑经典，具有尚奇的
书名与内容、新奇的版式、多姿的插图。分层的版式设计、多样的插图形式、分色分版的套印技术以

及不同文字形态的并置，使得晚明书籍具备了动态设计观的部分特点，促进了书与人的动态交流，

显现了现代书籍形态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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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览中国书籍艺术的发展史，明末的书籍已经
非常接近现代书籍的形态，在文字、插图、版式、印刷

术甚至出版与传播机制等方面，都显现了现代书籍

形态的雏形。对于中国现代书籍形态的研究，可上

溯到晚明，兼顾西学东渐的影响和传统社会内部变

异的双重因素，故笔者在研究时选择了明万历十年

（１５８２年）西方传教士将泰西“奇器”传入后至明亡
（１６４４年）这一历史时期。现有学术成果对于中国
书籍在这一关键历史时期的系统研究还是空白。本

文将从社会因素、美学特征及设计理念等方面来论

述晚明书籍的审美形态。

　　一、影响晚明书籍形态的社会因素

明朝前期的社会风尚是敦厚朴实的。明中期以

后，商品经济的繁荣、封建专制统治的松懈以及思想

领域的变革，使社会风尚发生了变迁，重利趋商、浮

靡奢侈、违礼逾制构成了晚明社会风尚的主要特

点。［１］这一风尚对晚明书籍形态有相当大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
１．重利趋商
自明初至万历年间，明朝已经享有了２００年的

和平与繁荣，社会安定，百姓富足，人口倍增。然而，

明代的科举名额并未相应增加，再加上吏治的昏庸

及官场的腐败，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愈来愈少。于

是，大批落魄的士林文人和没落的官宦小吏便弃儒

就贾，耕读传家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士与商的界限

从此变得模糊了，一方面儒生大批加入商人的行列，

另一方面商人利用财富进入儒生的阵营。［２］此时政

府亦减弱了对经济的干预，商品经济不只是在城市

和乡镇持续发展，同时也延展到乡村地区。

商业的繁荣，士人经商与士商互动，这些因素都

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普通民众的识字率也随之提高，

对于书籍的需求量也日渐攀升。这又推动了印刷业

的兴盛。出版商和私家刻书坊为了满足和吸引各色

读者群体的需求，倾其全力设计出版各式各样的印

刷品来招徕顾客，结果就出现了中国印刷史上由讲

求书籍质量到注重书籍数量的转变。晚明时期信息

量激增，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传播，这也同时改变了

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的传统阅读方式，书籍的阅读

群体也由之前的上层精英阶层拓宽到普通的市民阶

层。这不啻是一场书籍出版的革命。

２．西学东渐
明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

玛窦来到了中国的广东香山澳，从而开启了中华文

明与异质文明碰撞融合的时代。之后的２００年间，
可考的有１４１位不同国家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弘扬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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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这些传教士虽然主观上是要完成对于东方诸国

民众的精神占领，客观上也为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

传播西方的艺术设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携带

了大量的西洋奇器，使长期处于传统工艺环境中的

国人感到新奇，西方工艺品设计和制作的一些特点

引起了皇室、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巨大好奇心，对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产生了很大影响。

３．尚奇美学
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心学崛起，主张追求个性解

放和自由。李贽的“童心说”、徐渭的“本色论”、汤

显祖的“至情论”、袁宏道的“性灵说”都鲜明地反映

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所出现的以个性解放为中心

的思想解放运动。晚明美学思想重个性、重独创、重

主体情感的自由抒发，重视文艺的审美愉悦功能，追

求对于文艺作品外部形式求奇、求异的恣意发挥。

城市文化的发达为尚奇的美学思想生发提供了

土壤，而追寻“奇”本身就是当时城市文化中不可或

缺的因素。在商业活动集中的城镇，竞争促使商人和

设计者制作有特色的新产品来迎合时人的趣味。城

市文化培育了市井百姓欣赏戏剧性、追求感官刺激的

品位。然而，当大众对奇特罕见的事物熟悉起来以

后，商人和艺术家就必须玩出新花样以迎合变动的口

味。［３］人们一旦开始对奇的追求，便陷入一场无休止

的对奇的激烈竞争和不断超越的过程中，最终导致艺

术家和商人的产品新新无已、愈出愈奇和愈奇愈出的

现象。此外，由耶稣会传教士和国外贸易传入中国的

基督教思想和西方物质文化，对晚明形成尚奇风气也

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晚明书籍设计就是处在这样

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中：一方面要吸引买家的眼睛，另

一方面要满足其对于视觉感官刺激的需求。

　　二、晚明书籍形态的审美特征

１．戏谑经典
晚明印刷业的蓬勃发展，带动并壮大了一批新

的读者群体———城市市民读者阶层，同时也促进了

出版印刷业的繁荣。为了迎合日渐增多的阅读群

体，攫取更大的商业利润，出版业采取了多种多样的

方式来使用旧的书籍文本，表现形式常常为对古代

典籍的任意剪裁和删改。

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曾这样痛斥晚明人擅改经

典古籍：“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

气之变，自此而始。”［４］一些古代经典作品经过剪裁

后，通常与时下流行的通俗文本混杂在一起，编辑成

能满足市场猎奇心理的书籍。晚明的许多出版商常

常宣称其出版的书是根据珍版古籍翻刻，然而他们

宣称的这些古代版本往往早已散佚不传。［５］（Ｐ２１７）在

这一时期的通俗读物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套用前代

经典标题、彻底地篡改其内容的现象，传统经典剩下

的仅仅是空壳而已。更有甚者，一些经典作品被篡

改后，成为有娱乐效果的顺口溜，原有的教化功能丧

失殆尽。这种现象反映了晚明人在对待经典书籍的

态度上的重大转变。

晚明印刷业的发展使古代经典书籍的大量出版

成为可能，然而数量的激增反而使人们对唾手可得

的经典失去了往日的敬重。删节古书、调侃或戏谑

经典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２．尚奇的书名与内容
晚明时期人们不仅对古代典籍任意剪裁和删

改，为了取得标新立异的效果，书籍题名还多用

“奇”字吸引顾客。万历年间何镗辑录《高奇往事》

收录了一些古代的奇人奇事，是晚明文人追寻“奇”

的行为；王徵编译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虽以科

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但书中所附西方奇器的插图迎

合了当时人们对于异国风物的好奇心；文人之间为

书作序亦少不了使用“奇”字，汤显祖为丘兆麟的文

集所作的序就以《合奇》命名。在通俗文化中，晚明

文人们尤其表现出了对于“奇”的偏爱，当时的通俗

小说就常以“奇”为题名，较著名的有《今古奇观》和

凌蒙初的《拍案惊奇》。即使在日常生活类的书籍

中，也常在书名中标榜“奇”字，以此来招徕顾客。

晚明书籍不仅仅书名多以“奇”字吸引顾客，在

其通俗书籍的内容中也往往充斥着奇闻逸事。在晚

明诸多日常生活类书籍中一般都有《诸夷门》和《山

海异物类》这两部分，主要是描述域外的奇人异事，

内容纷繁芜杂。此类书籍的广泛流传，有助于形成

一个鼓励标新立异的文化氛围。［３］明末许多流传甚

广的、通俗的日常生活类书籍，其内容常常是真实与

幻象并存，真实是其实用功能，幻象是其娱乐功能。

晚明书籍对于娱乐功能的开发，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了晚明书籍设计中“为人”设计思想的出现。

３．新奇的版式
明代晚期的书籍设计为了迎合读者尚奇的审美

趣味，在版式设计上呈现出了一种花样翻新、求变求

异的风格。同时，由于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大量书

籍进入人们的生活，使得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变

化，即由精读转向浏览式的泛读，这种阅读习惯的变

化也推动了新的版式风格的形成。

晚明时期，市井阶层需要的通俗书籍（日用类书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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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戏曲小说）大为流行。这类书，“皆以诗词、笑话、新

话、谜语、小曲等等为增饰，以期引起读者的更浓挚、

更复杂的趣味。他们大约都是将全书的页面，分为上

下两层，或上中下三层。上层所载，与中层、下层所载

不同”［５］（Ｐ１４６－１４７）。出现了同一页面分两层版式、三层

版式的现象。每页分两层的版式或许可以追溯到更

远的时候，分三层的版式却是明代万历年间流行起来

的，尤其是用在小说戏曲集上，如《新锲精选古今乐府

新词玉树英》（万历二十七年闽建书林余泗崖刊本）

的版式（见图１）。晚明通俗书籍中这种分层的版式
设计与当时的阅读习惯密切相关，与我们今天阅读杂

志、文摘的方式相似，是跳跃式的和非线性的，是传统

阅读经典书籍方式的嬗变。这种分多层的版式设计

孕育了现代版式设计的雏形。

这种分层的版式设计一方面使缺乏组织的文本

井然有序，另一方面使不相关的文本放置在同一页

面上成为可能。在三层版式中，上下二层通常是连

续着的小说或戏曲，而中层则混合了谜语、插图、江

湖切口、笑话等各种完全相异的内容，如万历年间刊

行的《尧天乐》（见图２）。这种版式使读者在阅读
长篇的间歇时浏览中层新奇之事，调节阅读的情趣，

保持阅读的兴致。这种版式在有限的空间内容纳了

更多的内容，不仅充分利用了书籍内的有限空间，而

且节省了费用，也迎合了当时人们猎奇的审美趣味，

可谓一举多得。

一些版式设计为了吸引读者，甚至在书籍的页

面四周镌雕竹节纹、花草纹、波浪纹、博古纹等花栏。

这些奇特的版式往往是为了迎合时人尚奇心理、适

应市场竞争的一种表现。

４．多姿的插图
晚明是我国古代书籍插图艺术的黄金期。晚明

的书籍插图形式因书籍类型的不同而呈现出多姿多

彩的面貌，除自宋元沿袭下来的上图下文形式在明

代晚期继续有所发展外，还出现了下图上文、左图右

文、右图左文、图嵌文中、单页方式、对页连式等样

式，其中上图下文形式因图文比例的不同又可分为

图占１／２式、图占１／３式、图占１／４式等类型。
相较于文字，图像作为更有力的视觉传达符号，

在书籍中的作用是文字无可比拟的。版面上插图面

积的大小会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单页方式、

对页连式插图使插图在书籍中所占的分量明显加

大，给读者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增加了书籍对读者

的吸引力，达到促销的目的。有些插图在图上方标

出图目，左右两旁联句，便于受众解读。有的插图人

高超过画面２／３强，这样的“人物动作有强烈的舞
台演出意味”，如万历十五年富春堂刻《绨袍记》插

图（见图３）。郑振铎对这种插图形式评价道：“隆庆
及万历之初，版图作风突转入一新时代……其插图，

易狭长之小幅而成全页之巨制，实为宋元版画之

革命。”［６］

图１　《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新词玉树英》版式 图２　万历年间刊行的《尧天乐》版式

·７９·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２年

　　在插图形态上，明代晚期开始流行圆形、扇形、
屏风形、卷轴形等多种形态，如《古本演义三国志》

《花莹锦阵》中的插图（见图４、图５）。这些插图形
态以其新颖别致取胜，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猎奇的需

求，另一方面，“大概是在引诱未读书的购读，增加

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７］

　　三、晚明书籍形态具备了现代书籍

设计的理念

　　当代书籍设计师认为书籍整体美应是多种因
素、多层次构成的动态系统，人与书的关系应是动态

的而不是僵死的。笔者通过对晚明书籍形态的研

究，认为晚明书籍具备了这种动态设计观的部分特

点。下文从文字、版式及插图这几方面略作分析。

文字是书籍的主要构成要素。晚明书籍封面上

的书名、书坊名号、刊刻时间以及扉页、序言等一般

使用不同种类、型号的手写体来表现，正文文字则使

用横细竖粗、方正规范、视觉传达功能良好的宋体印

刷字，注释则大多使用比正文小的字体双行夹注，字

体一般与正文同。这样，晚明书籍手写形态的字体

与印刷形态的字体同时寓居书中，恣意的美和秩序

的美并置。晚明书籍字体的形态和大小变化，更加

明确了人与书之间距离变化的运动性，具备了书籍

审美合适视点的多元性，丰富了书籍的多种距离合

图３　万历十五年富春堂刻《绨袍记》插图

适视点的心理感受，如图６、图７所示。
万历中期以后书籍出现了分三层的版式，这种

版式使不同的文本内容存在于同一页面成为可能，

与分节版式相呼应的是多样的插图形式。此外，晚

明批书之风盛行，出版商竞相出版当时的文化名人

批点的书籍，一些书籍往往有多人批注，为了方便学

习与阅读，书商多采用三色或四色套印，每种颜色代

表一家的批注或评点。分层的版式、多样的插图形

式和分色分版套印这些因素的并举，更加丰富了晚

明书籍与人的关系。

晚明书籍在上述设计元素共同的合力作用下，

打破了明代中期以前单一的直线性阅读方式，转变

成为非线性的、跳跃式的阅读方式，也改变了明中期

以前书与人的静态关系，使之转变为一种动态关系，

具有现代书籍设计中“动态的视觉时间性”和“动态

的多层性”的设计理念。

　　四、结语

晚明是一个文化发展飞扬跌宕的时代，它躁动

不安、尚奇求新、重利趋商，给明代文化带来了全新

图４　万历晚期《古本演义三国志》插图

图５　崇祯年间武林养浩斋版《花莹锦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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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万历三十四年余象斗刊本《新刊京本
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内封面

图７　崇祯三年陈仁锡刻本
《续资治通鉴纲目》内文

的内容。书籍艺术作为一个时代的社会镜像和文化

载体，其物质形态必然要反映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晚明尚奇的美学也必然在书籍艺术的各个方面烙下

印痕。这一时期，书籍出版完成了由讲求质量到注

重数量的转变，这一转变使书籍开始真正从精英阶

层走向一般民众，书与人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亲近。

从设计的角度看，晚明书籍形态求奇、求异的审美特

征，反而促成了书与人的动态交流关系，而这种动态

关系正是当代一些优秀的书籍设计师所追求和强

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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