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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版刻书籍版式作为中国古代书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本文从版式各要

素的源流及形态演变入手，分析了版刻界行、版刻鱼尾的形制和特征、版刻象鼻，以及牌记的起源发展与样式美

学，深入挖掘这些元素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美学价值，以揭示其在版面设计中的独特价值和美学意义。此项研究

旨在通过版式揭示版面设计中对称和谐之美的深层内涵，为现代版面设计提供历史借鉴与审美启示，从而提升版

面设计的艺术品质与审美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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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版式各要素的源流及形态演变

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学术界围绕古籍版刻

版式展开较多研究，随着研究的持续推进，古籍版刻版

式内涵越发丰富，学者们还对其组成细节进行了细致划

分。如钱基博在著作《版本通义》中，将这种排版样式

定义为“款式”，并指出了其包含了如书口、界栏、行

格、鱼尾排列方式以及特殊的装饰标志等多种特性
[1]
。

毛春翔在《古籍版本常谈》一书中也提到，版式涵盖了

版框、行格、版口、象鼻、鱼尾和书耳等内容
[2]
。版式

设计的各个要素，尤其是与古代印刷术相关的要素，如

版刻界行、版刻鱼尾、版刻象鼻和牌记，都承载着丰富

的历史文化内涵，并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审美观念的变化

而不断演变。

图 1

1.1 版刻界行

依据《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对“界行”这一词条的

解释，在印刷或书写过程中用于划分行列的黑色线条，

在唐代被称为“边准”，而宋代则采用了现今所熟知的

名字。
[3]
界行也称为界栏、边栏，是指在古籍版面中，

用线条将正文与版面其他部分分隔开来的一种形式。针

对版框及界栏这类独特的排版布局，一些学者指出其设

计理念可追溯至中国古代文献初期的简册形式。在由竹

简向帛书转变的过程中，原本用于分隔相邻竹片间空白

区域的做法被沿用下来，即通过以朱砂或者墨汁绘制线

条来界定文字排列范围，其中使用红颜色描绘出来的称

为“朱丝栏”，而黑色彩则相应地被称为“乌丝栏”。

在简牍时代，由于书写材料的限制，人们通常会用墨线

在简牍上划分出界行，以便书写和阅读。步入印刷时代

之后，原先用于帛书上的栏线经历了演变过程，并最终

定型为我们现今在古籍排版时经常能看到的形式，即版

框与界栏。
[4]
这种界行在古籍中起到了界定版心、区分

文字内容的作用，同时也为古籍赋予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逐渐成为了古籍版面设计的重要元素。

版刻界行的样式和风格随着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

有所变化。明清时期，随着活字印刷和套版印刷等技术

的发展，古籍版刻界行的制作工艺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相较于宋元时期的书籍印刷，后来的作品在排版上更为

紧凑，并且每行及全页的文字数量均有所增加。尽管某

些出版物具有较高的文字密度和较小的字体尺寸，但其

设计仍能体现出精妙之处。以明朝弘治至正德年间的慎

独斋所印制之《新编纂注资治通鉴外纪增义》为例，该

版本每一折页排列了十三列文本，而每一列表含二十六

个字符，形成了一个简洁明快而又平衡和谐的整体视觉

效果，行格布局匀称，不仅样式更加美观，而且更加符

合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

1.2 版刻鱼尾的形制和特征

依据《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做出的阐释，“鱼尾”

设计初衷在于促进书籍折叠与装配时更加规整有序。此

外，在该部位还常见记载如作品标题、章节编号以及雕

版技师的名字等信息，并可能标注单页面所含文字……
[5]
鱼尾是版刻书籍中用于标识章节或页面的装饰性图案。

它起源于早期的印刷术，最初是为了方便读者识别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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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同的页面。这一图形实际上由一对镜像对称且尖端

相接的等腰直角三角组成；每个三角的一个边沿平行于

页面边缘（即栏线），另一条短边则与之垂直对接。正

是由于其独特的几何形态犹如鱼尾状，因此被称为“鱼

尾”。

鱼尾一般置于书版面的尾端，造型多样，如单鱼尾、

双鱼尾、三鱼尾等（如图 2所示）。其中最常见的形式

是单鱼尾与对鱼尾，而双鱼尾中的版心部分往往是作者

题写书的卷次篇名，为后世保存了其大致造型和特点，

也产生了如今的书名号。双鱼尾中也有顺鱼尾、对鱼尾

之分。所谓的顺鱼尾是指版口上下二条鱼尾，鱼尾全部

朝下。对鱼尾则上部的鱼尾全部朝下，而底部的鱼尾朝

上，两者相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鱼尾的形态和装饰性

也发生了变化，从简单的线条发展到复杂的图案和花纹。

版刻鱼尾通常呈现出“V”形或“U”形，也有一些特殊

的形状，如“S”形、“Z”形等，通常出现在页面的底

部或侧边，用于装饰页面的边缘和衬托主要内容。鱼尾

两侧分开的设计发挥了划分版心的功能，保证了版心及

书口区域充实无空隙。这不仅改变了传统布局过于规整

的印象，还为整体增添了几分生动气息，样式多变的花

鱼尾在书籍中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令版面版式显得不

呆板（如图3所示）。

图 2

图 3

明清时期，活字印刷和套版印刷等技术不断进步，

古籍版刻鱼尾的制作工艺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花鱼尾图

案经历了演变与扩展，衍生出众多样式，其中包括略作

调整的黑花鱼尾、中间镂空式样的黑花鱼尾、白花鱼尾

等。在明代景泰四年宫廷出版物《历代君鉴》中，采用

了未进行内部挖空处理且形态略有变异的双层黑色花

瓣图样，在上方图案正下位置还点缀了一个小巧圆形标

记作为美化元素。明嘉靖二十六年自刻本《新编林冲宝

剑记》，黑鱼尾与白鱼尾兼有，即一种书里既有黑鱼尾，

又有白鱼尾。这一时期的鱼尾不仅形态更加美观，而且

更加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线鱼尾则多出现

在明代以后的各种活字本印刷品中。它是模仿白鱼尾所

造成的特殊样式，鱼尾分叉处的细线并不与版心左右界

行线相接，为相对独立的线条。例如，明万历元年木活

字蓝印本《越吟》卷一第一叶版心的鱼尾就是线鱼尾的

一种。此外，明碧云馆活字印本《鹖冠子》、清康熙内

府铜活字印本《律吕正义》等书籍的版心也都有线鱼尾

的存在。同时，鱼尾的功能也得到了拓展，除了作为版

心标志外，还常常用于题写书籍的卷次篇名等信息。

在古代书籍的设计中，位于中央折痕处的鱼尾图案

采用了轴对称布局，旨在保证两侧页面的一致性。纵观

古书装帧形式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各个朝代留下的文献

资料中所运用的此类装饰元素形态各异。这些样式多变

但又各具特色的标识不仅体现了各自时代的美感偏好，

并且也间接证明了彼时手工业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

准——宋代飘逸洒脱、元代雄浑壮阔、明代活泼自然、

清代细腻入微。不论属于哪一个阶段，所有这类标记均

遵循着平衡的原则来构建。通过核心区域以及该特定标

志物之间的协调统一，这种讲究均衡和谐的艺术理念被

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从而深刻揭示出中国文化追求

“折中与对称”的古典审美哲学。

1.3 版刻象鼻

象鼻，也称为象首或象鼻纹，通常指的是版心内连

接鱼尾和上下边栏的直线或装饰性图案。目前，学界的

相关研究著作对于“象鼻”的界定通常一笔带过且说法

不一，并常与“书口”的释义与功能相混淆。姚伯岳在

其著作《版本学》中提到，“位于版心中的上下鱼尾至

板框区域被命名为象鼻”。对于这一概念，有两种解释

流传。一种观点认为，在黑口本中从鱼尾延伸至边界处

所见之黑色线条即为所谓的“象鼻”；另一种则是将这

种书籍样式中的暗色标记与鱼尾相结合的形象比作长

鼻兽类动物的大鼻子，并因此得名。[6]戴南海教授在

他的作品《版本学概论》里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黑

口本版心上下的黑线，好似象的鼻子下垂在胸前，所以

又称‘象鼻’。”
[7]
它起源于早期的写本书籍，那时人

们可能使用象鼻形状的线条来标识章节或段落。后来被

引入到印刷术中，象鼻逐渐演变成了古籍版面设计中的

一个固定元素，成为版刻书籍的装饰性元素。

图 4

在形态上，象鼻可以是简单的直线，也可以是曲线、

波浪线或其他装饰性图案。其长度和粗细也可以根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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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版式设计而有所不同。在《中国古籍版本学》一书

中，曹之指出在古代书籍的排版布局中存在着一种特殊

的线条，它将鱼尾与版框相接。依据其宽度的不同，这

种线条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宽者称为“大黑口”或是

“阔黑口”，而较为纤细的那种则被称为“小黑口”或

者“细黑口”。若无象鼻部分，则称之为“白口”，当

白口上刻有文字时，则被命名为“花口”
[8]
（如图 4所

示）。象鼻的位置通常在版心的鱼尾上方，连接鱼尾和

上下边栏，起到分隔章节、段落或标识版心的作用，能

够增加版面的美感和艺术价值。在明清时期的书籍中，

象鼻的形态则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明代往往更加细长

精致，而在清代古籍中，象鼻的设计则更加粗犷豪放。

不仅有直线、曲线等多种形式，还出现了与文字、图案

相结合的装饰性象鼻，有时还包括象鼻和象牙的细节，

体现了当时社会对美的追求和审美水平的提高。

在古代文献的排版艺术中，位于书页中心的独特元

素展现了布局上的均衡美感，象鼻体现了古籍版式的对

称之美，承担着古籍折页“对准”的功能
[9]
，从而彰显

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平衡美学的追求。这一核心区域不

仅是全页视觉焦点所在，其构造亦凝聚了先贤们的匠心

独运及高雅情趣，成为了体现古典审美标准的重要载体，

在后续历代图书装帧设计领域内同样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烙印。

1.4 牌记

1.牌记的来源、发展与形式创新

牌记也又称“木记”或“书牌”，主要是起到题识

作用，是印刷书籍中用于标识出版者、时间、地点等信

息的标志。宋代是牌记的繁荣时期，特别是南宋，书籍

版刻标志迎来了繁盛阶段。这一时期的官刻本、坊刻本

和私刻本中的作品均可见到此类标识的存在。官刻本通

常以其简洁明快的信息呈现方式著称，主要提供基础性

的出版细节。这些标记可能以一行或两行文字的形式展

现，并且部分还被包含在一个边界内。
[10]
后世刻本牌记

以此为基础进行一些变化并得以广泛流传。直至宋元，

比较典型的牌记才得以大量使用和发展，此历史时期内

牌记的应用形式及其规范逐渐成形并趋于稳定。

元明时期的书坊刻书多效仿宋代的牌记，形成了独

特的风格。在这一阶段，刻本中的牌记经历了显著的变

化。第一，牌记的多样性与装饰美增加，比如模仿古代

器物形状如香炉形、钟鼎形以及象征货币文化的古钱币

形，还有代表音乐符号意义的古琴形等多种样式，这进

一步增强了刻本的艺术价值。举例来说，元延祐四年圆

沙书院发行的《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中就可以看到

采用香炉形和钟鼎形作为设计灵感来源的精美牌记实

例 1
[11]

（参见图 6）。第二，位置多元化。具体来说，

《范德机诗集》于元至元六年刻本版本中将相关信息安

排在了目录尾部；相反地，由明沈氏野竹斋刻本刊行之

《韩诗外传》，则选择以古朴典雅的小篆字体作为标记，

并将其设置于序言之后，周边辅以精致“亚”字形方框

装饰。进入明朝以后，各类读物层出不穷且发行规模空

前庞大，印刷技术及文化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12]
，这无疑为当时各种形式的信息标注提供了坚实基础

和发展空间。更多坊刻本采取大开版内封面的形式加强

广告效应，达到招揽读者的目的。明朝时期的牌记样式

丰富多样，其中最基本的几种包括单边或双边矩形框、

具有特定形状的框架（比如“亚”字形），以及各种椭

圆形或者正圆形的设计等几何图形为基础的形式。除此

之外，还有一些带有造型的牌记等。

图 6《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牌记逐渐成为书籍的“标配”，

牌记的形态和功能也不断发生变化。最初的牌记大多只

是简单的无墨围或条形边框形式，多为简单的文字或图

案，后来逐渐发展出更加复杂和精美的设计。但古籍刻

印业的不断发展促使人们的版权与商品意识逐渐增强，

牌记的样式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最初的条框形进一步

演化成了椭圆形、碑形、琴瑟形、祥云形、幡幢形等多

种样式。这些创新不仅使牌记在视觉上更加吸引人，也

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和文化风尚。尤其在版权意

识逐渐增强的背景下，牌记更是被用来标明书籍的版权

信息。牌记所记录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书籍的刊刻时

间、地点、刻印者、校勘者、版本等，这为后世研究书

籍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 牌记的样式美学特征与文化内涵

牌记的样式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其形状、色彩、图

案等方面的装饰性。一方面，牌记的形状要与整个版面

的风格相协调，既要突出又要和谐；另一方面，牌记的

色彩和图案也要符合时代审美和文化内涵的要求，以增

强版面的视觉效果和吸引力。牌记的艺术特色体现在两

大维度上：首先是文字样式的美学处理。在这些标记中

常用的书写形式包括真、草、隶、篆四种风格各异的类

型。以宋代出版物为例，《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中

的牌记就运用了独特的隶书及流动感较强的行草作为

其设计元素；而元代岳氏相台荆溪家塾刻本《春秋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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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解》，其“岳氏相台荆溪家塾”牌记则更多地采纳了

视觉效果突出且古朴典雅的篆书和隶书字体。这些字体

在牌记上的应用，不仅使得牌记的内容更加清晰易读，

同时也为古籍的版面设计增加了美学价值。二是牌记边

框的装饰性，牌记的样式丰富多样，有单行形、双行形、

三行形、四行形、瓦当形等。明代万历四十年代初，《新

锓钞评校正标题皇明资治通纪》的牌记上覆荷叶，下托

莲花，同样展现出非凡的艺术风格。牌记作为印刷品中

的一种标识性元素，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

民族的文化特色和价值观念，成为研究历史文化的重要

窗口。如今，牌记也是出版者和印刷者展示自己品牌形

象和企业文化的重要平台。

牌记主要用于记载书籍的刊刻时间、制作地即刊刻

地点、刊刻者姓名及其工作室或书房等，这些信息对于

研究者来说，是了解和研究古籍版本的重要依据。故而

其作用与现代图书的“腰封”大略近似，可将其视为腰

封的雏形。
[13]
此外，牌记的样式和字体选择，都体现了

古代人们的书法艺术和审美追求。

综上所述，版式设计的各要素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

和演变过程，不仅体现了不同时代的需求和审美观念，

也反映了人类文化和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同时，随着科

技的不断进步和现代设计理念的不断发展，现代书籍装

帧越来越规范化、便捷化和简约化，版式设计的各要素

也将继续演变和创新，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为未来的

书籍设计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机遇。

3 结语

从社会文化视角分析，古籍版式的形成基于其实用

价值及适应性的考量。就外观而言，各类版式之间存在

的显著区别多由鱼尾和象鼻元素的变化所致，进而影响

了其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以及观赏者从中获得的审美

感受。回顾历史上的古籍版式特点可见，在不同时期均

有独具特色之处，从整体上体现为继承与发展之关系。

版面的设计元素在中国古代书籍的版式中占有重

要地位，这些元素不仅有助于书籍的实用功能，如区分

章节、便于阅读，还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

从对称和谐的角度分析，这些元素在版面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首先，界行的存在使得版面在视觉上呈现出一种

规则性和稳定性，这种规则性本身就是一种对称和谐的

表现。其次，鱼尾的对称设计不仅具有装饰作用，还能

引导读者的视线，使得版面在视觉上更加和谐统一。再

来看象鼻，象鼻丰富了版面的层次感和视觉效果，使得

版面在视觉上更加美观，增强了版面的平衡感。最后，

简洁大方的牌记体现了实用与美观的结合，同时也方便

读者查阅相关信息。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古代版刻书籍发展

的高峰阶段，其版式设计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优秀传统，

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

术风格和工艺水平。从各版式元素来看，版面的对称和

谐之美得到了充分体现，还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审

美价值。明清版刻书籍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珍贵遗产，

也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为我们今天的书籍

设计和出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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