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制的演变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

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

距今已有 3000 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

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

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 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

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

种形制。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

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

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 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

者称木简。与竹简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

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   

    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

（公元 175 年），将儒家七经刻于 46 块石碑上，总字数 20 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

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

行列整齐，碑呈 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

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

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

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

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

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

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

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

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



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

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经折装起源于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

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装帧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几种。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

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

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

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

并很快在全国通行。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

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包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

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

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

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

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

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

存。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

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

共 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

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

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

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

皮，则在厚纸上滚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

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及卷次，以便于阅读

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

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

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

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



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

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

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

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

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

全国推广，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 

  清代最通用的书籍装帧形式是线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等，都有使用。

卷轴装在清代多用于字画的装裱，其装裱工艺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纸，画芯四边

裱以素色彩绫，轴外裱以锦缎，轴头用料则分为不同的档次。经折装除用于佛经及字帖外，

也用于一般书籍，宫廷印刷的《耕织图》，《南巡图》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装帧采用经折装，

所不同的是开本约一尺见方，封皮用厚纸板裱以黄绫。康熙、雍正年间刻印的《龙藏》，共

720册，全为经折装，书皮裱以黄绫，10册一函，规模巨大。蝴蝶装在宫廷印刷的书籍中也

有使用，包背装在清代也有较多的使用，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一套共 36315 册，为

著名的写本，共抄写七部，共计 254205 册，全为包背装。全书封皮用厚纸外裱绫衣，四库

分别用不同颜色，其经库用绿绫，史库用红绫，子库用蓝绫，集库用灰绫，最后分别用木函

装书。线装为清代书籍装帧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书的封面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线

装书则力求“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 

    从 18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印刷技术逐渐传入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业开始兴起。随着

新型印刷技术的应用，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册页装及矩形

开本等基本形式，则起源于我国的宋代，约公元 14 世纪，逐渐传向西方。虽然在材料、工

艺方法等方面有阶改进，但其基本形式，仍为中国古代所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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