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精品年鉴封面设计的内涵展现

周　莉①

摘　要　封面是展现书籍内涵、与读者沟通的直接载体。中国精品年鉴封面设计充
分体现年鉴的地域性特征、时代性特色、年度性亮点，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准。中国精

品年鉴封面设计展现其具有规范性、主题性、稳定和连续性、艺术性４个特点，为地
方综合年鉴编纂提供有效借鉴。地方综合年鉴封面设计要把握可读、可触、可感的

设计思路，要以读者需求为中心，充分运用文字、图案（照片）、色彩、材质等元素，融

入现代创新美学设计理念，配以现代印刷装帧工艺，借助数字媒介，将艺术设计转化

为独特的艺术美感，充分展现年鉴个性和地方文化特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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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①。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实施中国年鉴精品工程以来，推出了一系列质量较高的地方

综合年鉴，中国精品年鉴的封面设计不仅体现年鉴的地域性特征、时代性特色、年度性亮

点，②还代表了新时代年鉴封面装帧设计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一、中国精品年鉴封面设计的内涵展现特点

年鉴封面先于内容向读者展现出年鉴的独特气质与内涵，呈现给读者“第一印象”③。

品读《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长沙年鉴（２０２０）》《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孝义年鉴
（２０２０）》④等多部中国精品年鉴的封面设计，每一部年鉴封面都有其独特之处，不论是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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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气、精美雅致，还是现代时尚、简洁明快，封面设计形式与内容相统一，颇具“存史”书

籍特点。分析多部精品年鉴封面设计的内涵展现所采用的形式、方法，主要有４个特点。

（一）规范性

年鉴是公开出版物，其封面装帧设计既要符合国家对公开出版物的规定，又要符合中

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

的补充规定》的要求。目前，全国的年鉴出版主要分为图书出版和期刊出版两种形式。封

面设计应完整著录年鉴名称与卷号、编者名、出版者名。年鉴卷号，以出版年份标识，标注

在年鉴名称后。① 以期刊出版的年鉴，须在封面的明显位置刊载期刊名称和年、月、期、卷

等顺序编号。②

中国精品年鉴的封面设计综合运用标识设计、字体设计、图形与图像设计、版式设计、

统一风格等方式，形成年鉴封面设计规范性的特点，使读者对年鉴严谨、庄重的内涵产生

共鸣。中国精品年鉴在封面左上位置统一设计“中国年鉴精品工程”文字和“名鉴”字样

的圆形标识，在封底正中位置设计“中国精品年鉴”方形标识；封面设计标注明显的中英文

书名、年号（卷号）、编者名和出版者名。以图书形式出版的精品年鉴，出版者名统一横排

位于封面正下方，并配以方志出版社中英文名和标识。以期刊形式出版的精品年鉴，出版

者名排版位置比较灵活，如《南京年鉴（２０１７）》③，出版单位“南京年鉴编辑部”位置采用
竖排的方式位于封面左下。精品年鉴在开本尺寸上统一采用８８９毫米×１１９４毫米的大１６
开，未使用护封、封套；装帧使用硬壳精装的印装工艺，端庄、大气，突出年鉴属于珍藏类、

精品类书籍的价值。多数精品年鉴封二、封三设计为空白，与书页之间使用单色环衬以保

持年鉴封面牢固。精品年鉴的书脊大多数设计为平背，《大同年鉴（２０１９）》《长沙年鉴
（２０１９）》《海口年鉴（２０２０）》《佛山年鉴（２０２１）》④等少数年鉴书脊设计为圆背。

（二）主题性

地方综合年鉴封面设计主题风格应该“庄重大方”⑤。“庄重大方”符合地方综合年鉴

作为“存史”之“官书”的历史定位，但并不是年鉴封面设计主题的唯一立意。年鉴封面需

要通过美术设计、装帧形式来实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所以年鉴的封面设计需要从属

于书籍主体内容，运用文字、图形、色彩、材质等元素，以超越书籍本身的美术体现来突出

主题。多数中国精品年鉴的封面采用简朴、庄重的色彩设计，具有明显辨识度，直观展现

年鉴的主题内涵和地域文化特质。

３５

中国精品年鉴封面设计的内涵展现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１日。
新闻出版总署：《期刊出版管理规定》，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京年鉴（２０１７）》，南京年鉴编辑部，２０１７年。
中共大同市委党史研究室、大同市地方志研究室编：《大同年鉴（２０１９）》，方志出版社，２０１９年；长沙市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年鉴（２０１９）》，方志出版社，２０１９年；海口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海口年鉴
（２０２０）》，方志出版社，２０２０年；《佛山年鉴》编纂委员会、佛山年鉴社编：《佛山年鉴（２０２１）》，方志出版
社，２０２２年。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在封面色彩的选用上，大多数中国精品年鉴选用单一色彩作为封面底色，色系以冷色

系居多，给人以沉静、高雅、庄重的视觉感受。如《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封面选用海蓝色，
既宁静优雅，又符合连云港市临海而兴的城市特点。《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封面选用黑
蓝色，《孝义年鉴（２０２０）》封面选用灰卡其色，《长沙年鉴（２０２０）》选用米色，兼具年鉴厚重
质朴感和现代时尚感。部分年鉴选用暖色系，给人以温暖、愉悦、热情的视觉感受。如《佛

山年鉴（２０２１）》封面选用橙色（渐变色）为背景底色，配以城市建筑群的线描图设计，蓬勃
生机的南方城市特质跃然纸上，极具现代感。《海口年鉴（２０２０）》封面、封底采用“海口西
海岸观海台”照片通排设置为背景，具象的照片明快呈现了亚热带地区蓝天、碧海、沙滩和现

代城市风貌，生动展现出海口市的旅游城市个性，与其他年鉴封面设计的辨识区别度较大。

（三）稳定与连续性

地方综合年鉴一年一鉴、逐年编纂，反映了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年鉴

的功能、作用和编纂方式决定其框架结构、记述资料等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属于

年鉴内容构成部分的封面，也应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特点。① 年鉴封面的构图模式、构

成元素等可以相对稳定，比如书名的字体、图文排列位置、书脊设计、材质等相对不变，以

保持一段时间的稳定，但封面背景底色、文字颜色、图形等可以根据城市特点、年度特色、

时代主旋律，每年有所变化。如果是以照片为重要元素的封面构图，每年度都应该对照片

进行更新，以形成可供读者识别的年鉴系列。

《长沙年鉴》２０１８年卷、２０１９年卷、２０２０年卷连续３年入选中国精品年鉴，３卷年鉴书
名采用书法体与电脑排版字体相结合的文字设计方式，书名字体、字号、位置、颜色保持稳

定；封面统一选用米色为背景底色，以米色的色度深浅和选用皮纹、珠光不同质感的材质

区分年度；分别选用长沙市历史地标建筑岳麓书院、爱晚亭、杜甫江阁为元素设计为版画

图案，采用压纹凹凸的印装工艺印于封面中部，分年度连续展现长沙市历史文化底蕴，年

鉴内容与风格的相对稳定和连续性通过封面构图的稳定和图案设计的内在联系变化体现

出来。《海口年鉴（２０２０）》入选中国精品年鉴，《海口年鉴（２０２１）》②封面继续采用城市风
景照片（海口湾）为背景的设计方式，以封面首图连续记录展示其现代城市风貌之美，年鉴

封面版式的稳定与连续性完美结合，海滨城市的鲜明个性形成独特的年鉴表达。

（四）艺术性

年鉴封面是最直接表达年鉴内涵的“颜值担当”，封面具有一定的艺术美感，能增强书

籍对读者的吸引力，起到渲染读者情绪的作用。年鉴既是资料性文献，又兼具工具书功

能，封面设计艺术性呈现出以古朴、典雅、渊博、厚重、简约等为共性的风格，不同年鉴封面

又呈现不同的设计和质感，体现出程度不等的艺术色彩。

《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在封面版式中，书名采用少有的居右顶格竖排的方式，书名
与卷号、编纂单位名称之间，加入“丹凤朝阳”标识；封面居中采用朝阳区行政区划线描简

４５

中国年鉴研究　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①
②

高静：《年鉴整体设计初探》，《时代金融》２０１８年第２４期。
海口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海口年鉴（２０２１）》，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２１年。



图及区政府所在地五星标记、“中国年鉴精品工程”“方志出版社”“丹凤朝阳”标识均采用

压纹凹凸烫红金工艺，“北京朝阳年鉴”书名采用压纹凹凸银色镂空烫工艺。整个封面以

黑蓝色为背景底色，红、银、蓝的色彩对比配以烫金和压纹凹凸工艺，视觉冲击力强却不失

稳重大气，极富有艺术感。《孝义年鉴（２０２０）》书脊设计以孝义市地图形状为底图色块设
置于书脊顶端，“孝义”二字选用书法体镂空烫金置于其上，字形排列与封面压纹凹凸字样

的倾斜式设计相呼应，突出城市地域标识。《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将海浪形态设计为波浪
形线条，采用压纹凹凸工艺，从封面延展至封底，封面居中配以船、锚的抽象设计图并压纹

烫黄色金，港口城市的气质和年鉴品质感溢于纸面。《南京年鉴（２０１７）》特聘国际平面设
计大师赵清担任美编，①书名用书法字体（黄色）竖排位于封面右上，封面居中排列“南京”

两字的拼音首字母“ｎｊ”黑色线描、金色色块的抽象设计，封底以黑色单线条勾勒出“ｎｊ”
字形，配以“２０１７南京年鉴ＮＡＮＪＩＮＧＹＥＡＲＢＯＯＫ”金色字样，绿色的封面背景底色，衬以
金色、黑色、黄色、红色，色彩丰富醒目却不显层次混乱，“ｎ”字的城门造型与“ｊ”字的线条
感设计灵动时尚，艺术感和现代感极强，突出表达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是江南现代化城

市的独特韵味，具有区别于其他年鉴的高辨识度。

二、地方综合年鉴封面设计的思路

好的年鉴封面设计可以使读者从中直接读出时代特色，读明城市特质，读懂历史文

化，读透编者意图。精品年鉴的封面设计运用色彩、文字、图片、艺术构思、印刷装帧工艺

等外在表达形式，融合编者要向读者传达的理念，鲜明直观反映年鉴主题内容，含蓄展示

年鉴内容的存史性、资料的严谨性、城市的时代性，成为年鉴书籍内涵展现的有益补充。

在地方综合年鉴封面设计中，建议从以下３个方面把握设计思路。

（一）封面设计立意可“读”

封面设计的立意，好比绘画艺术中展现的意境，是书籍封面设计的灵魂，封面设计创

意的核心也聚集于此。年鉴封面设计要有超越年鉴主体内容的艺术价值，运用图形设计、

色彩搭配、文字排列、印刷装帧工艺等艺术形象的表现形式，以独有的设计立意传递年鉴

个性化的视觉审美与情趣体验，鲜明地向读者传递编者立意，实现彰显年鉴内涵的

目的。②

年鉴封面除运用色彩外，还可以选择用最直观的文字、图案或照片等元素，与现代艺

术、印刷装帧技术有机结合，把年鉴的风格、城市的文化特质呈现于封面，有利于读者在第

一时间形成对年鉴的认知。各种元素的搭配要主次分明，层次清晰，重点突出文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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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封面设计立意与年鉴编纂主题有机统一。《贵阳年鉴（２０２１）》①封面设计以获得第
３９届国际桥梁大会（ＩＢＣ）古斯塔夫·林德撒尔奖的清镇花鱼洞大桥照片为主画面，书名
设计为方形印章位于封面正上方，在书名右上方设计贵阳市简称“筑”的方形小字，设计立

意以“古”与“今”的艺术思维，将字与图巧妙结合，突出表达贵阳市在当代取得的发展成

就与历史文化传承的和谐统一，封面设计立意直观可读。

（二）封面使用元素可“触”

书籍封面设计从视觉和触觉等多感官体验带给读者眼观、手抚的直观感受，要通过色

彩搭配、图案设计、材料质感、印刷技术等元素的综合运用，实现对年鉴的二次创作。年鉴

封面设计元素分为艺术元素和材质元素。艺术元素主要指文字、图案、颜色等，这些元素

的搭配融合现代设计理念，通过“眼观”触动读者观感；材质元素主要指装帧使用的材料和

印刷工艺，这些元素通过“手抚”触动读者体感。年鉴封面设计以平面设计为主，色彩与构

图对书籍内容有一定的概括性，是最容易引人注意的信息元素；而材质元素是为读者提供

身体触感的直接载体，材质的选择和印刷装帧工艺的运用直接影响年鉴的品质。运用材

质元素对年鉴封面进行设计时，要结合年鉴的内涵和艺术创意理念，在原有的制作工艺上

进行艺术创作，实现年鉴封面的工艺革新，保证书籍内容和印刷材质之间的匹配度。②

目前，年鉴封面材料选用纸质最为广泛，其次是丝质。丝质材料广泛应用于高档、精

品书的装帧，但其对压痕、印烫、ＵＶ（紫外线固化上光）、覆膜等特殊工艺适应力较差；而纸
质材料与现代装帧工艺的融合度较高，可塑性强，具有创造力、表现力，纸张独特的压纹和

肌理感能细致烘托出年鉴设计立意，触感直观可及，被越来越多的封面设计所采用。年鉴

封面材质的选择一定要结合年鉴封面的创意理念，合理配以印刷技术的使用，确保封面设

计立意与印刷材质之间的高度融合。《连云港年鉴（２０１９）》《北京朝阳年鉴（２０２０）》《孝义
年鉴（２０２０）》封面装帧选用有纹理质感的纸质材料，手部触感厚重有品质。《长沙年鉴
（２０２０）》封面装帧选用珠光纸质材料，比《长沙年鉴》２０１８年卷、２０１９年卷选用的亚光皮
纹特种纸亮度更高、品质感更强，更具艺术鉴赏价值。《吉林市年鉴（２０１９）》③封面选用墨
绿色丝质材料，封面以银色线条勾勒出松花江江水“Ｓ”形蜿蜒绕城，与撑杆立于竹排的抽
象人物设计形成方形构图，将书名、卷号等信息置于其中，色彩、图案、构图、装帧工艺等多

种元素集中体现年鉴品质和城市特点，提高了年鉴封面的吸引力和可视性。

（三）封面内涵展现可“感”

优秀的封面设计会给读者带来直达内心的感知，与读者形成精神共鸣。例如，封面文

字字体和排列方式不同，如运用恰当，有助于强化设计主题，直接展现书籍内涵。书名垂

直排列的构图形式，使封面具有严肃性；书名水平横排的构图形式，能给人以稳重的感觉，

整体感知表现平衡；而倾斜式的书名排列，可以带来更多的变化，打破过于平衡的画面，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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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贵阳年鉴（２０２１）》，贵阳年鉴编辑部，２０２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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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创新突破的感知。《孝义年鉴（２０２０）》书名采用书法体水平横排，封面居中采用“孝
义”二字书法体设计，其中“义”字选用“义”字的繁体字形，“孝”字偏小靠右，“义”字偏大

居中，两字一上一下，一大一小，从右到左倾斜式排列，压纹凹凸工艺配以灰卡其皮纹质感

的材质，直观地体现了孝义市的地域文化特点和年鉴特色。

融媒体的发展是时代所趋，促使读者的阅读形式变得多元化，年鉴封面设计要有效结

合信息化手段，向读者传达年鉴封面设计除可读可触以外的数字化、可移动阅读感知。运

用年鉴封面充当年鉴“互联网＋”的媒介，推进传统纸质媒体与数字媒体的融合，提升读者
的数字化阅读体验。例如，《南京年鉴（２０１７）》《大同年鉴（２０１９）》《佛山年鉴（２０２１）》等
在封底设置二维码，读者可通过扫码，阅读年鉴网络版；《长沙年鉴》２０１８年卷、２０１９年卷
封底二维码链接的是“方志长沙”微信公众号，读者扫码即可进入阅读，阅读方式实现从

“读纸”平面化向“读屏”可视化的质变。①

年鉴封面设计还可以充分运用封二、封三空白页，向读者传达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的

感知。如《海口年鉴（２０２０）》将“海口市地图”设置在封二，与环衬页上印制的“海口市区
图”合为一体，读者翻开封面即可直接使用地图资料，带给读者查阅资料便利体验。

三、结　语

书籍封面设计的精髓就在于传达文字所无法传达的感觉②，用艺术的形式给予读者

对书籍内涵的直接感知。好的年鉴封面设计，能将年鉴的权威性、地方性、文化性、资料性

和实用性等内涵展现，直接传递给读者，提升读者对年鉴的阅读兴趣和关注度。笔者对中

国精品年鉴封面设计内涵表达所采用的形式、方法进行分析，总结出年鉴封面设计要以读

者需求为中心，综合运用文字、图案（照片）、色彩、材质等元素，融入现代创新美学设计理

念，配以现代印刷装帧工艺的完美结合，借助数字媒介，将艺术设计转化为独特的艺术美

感，以封面设计彰显年鉴个性、地方文化特色。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年鉴编纂单位采用市

场化服务，聘请专业设计人员对年鉴封面进行设计。但由于设计人员对年鉴的编纂特点

和功能作用认知不足，受“官书”思维限制，往往造成盲目照搬模仿、装帧形式单一、设计格

式固化，封面无法直观表达年鉴特点、地方特色，缺乏吸引力和辨识度。年鉴编纂者需要

综合考量地域文化底蕴、年度特点和城市特质，了解新时代读者需求变化，秉承创新意识

和创新精神，将传统文化、年鉴功能、现代文化元素等有机结合，形成设计理念，引导设计

人员将设计形式与年鉴内容高度统一，不断提高封面设计水准，提升年鉴高质量发展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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