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下，融汇出既确实又飘渺的特质，一如文艺电影开场

的空镜头，在视点交汇的深深处，延展开无数欲说还休

的情绪和遐思。

如今，杨明义编著《周

庄身世》一书，将这座古

镇的魅力和历史价值完美

呈现，带我们穿越周庄的

历史长河。

《周庄身世》——作

者：杨明义；书籍设计：

周晨；出版：江苏凤凰教

育出版社；印制：上海雅

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书籍共分为七个篇章：八景、序言、再现、旧影、

写生、入画、回访，收录了画家杨明义于七八十年代赴

周庄深入生活写生采风时拍摄的几百张黑白照片，这批

照片是周庄藏在深闺时的原始图像资料，首次集中披露，

最懂周庄的人，
把江南第一水乡做成了“摄影手帐”

江南，一个引无数文人墨

客折腰的地方，而周庄，更是如

此。在吴冠中的眼里，周庄集中

国水乡之美；在余秋雨的书籍里，

那儿宁静又不失烟火气；在旅美

画家陈逸飞的画里，那是故乡的

回忆。蜿蜒曲折的青石板路、水

上玉带的双桥、雕花古雅的沈厅、

错落有致的白墙黛瓦……有着“天下第一水乡”美誉的

周庄诠释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风情。

若说起“发现周庄第一人”，正是杨明义先生。两

卷胶卷一个素描本，46 年前杨明义第一次来到周庄，

就对这个没有一点现代痕迹的古镇痴迷了，从画作《水

乡节日》开始，周庄就此以一个独特的垄断性的题材进

入了杨明义绘画的艺术世界。

杨明义生于苏州、长于苏州，在他画笔下的水乡充

满灵性，最空寂也最清冽。淋漓的水墨在透视技法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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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图像光影，黑白交错，让读者仿

佛置身于周庄的历史时空。

作品书名由著名画家吴冠中亲笔题写，篇首文字由

朱永新、陈丹青等名家撰写，每一页都充盈着江南水乡

情怀。

书中以画家杨明义第一视角展开全书的讲述，即兴

而写的手写文字，真切而有温度，像一本满载情感与记

忆的“摄影手帐”。

从材料的维度到鲜明的留白，从手书的字体到水墨

的分解，江南设计师周晨唤醒书籍里的江南记忆。多层

次开合的书页，极简的黑白水墨，周庄的空间在书中鲜

活起来：水让周庄灵动，白墙黛瓦的民居建筑，点染了

周庄的神韵，余下的是不设颜色、会意于心的留白。

如何在设计上凸显周庄独一份的江南水乡美学？黑

白摄影的老照片又是如何将杨明义的回忆和感受糅进其

中的？设计师周晨和雅昌项目负责人林莉，一起为我们

揭秘了《周庄身世》诞生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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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您去过周庄吗？对设计书籍的灵感有帮助吗？

我是 1998 年去过周庄，不算早，当时是为了一本《周庄》旅游口袋本的首发。我清晰

地记得，晚上在沈厅酒家吃饭，在游船上夜游古镇，入住贞固堂里的民居客栈，早晨一缕阳

光从窗帘中透出来，同行的朋友一起在富安桥头吃大饼油条，喝早茶。随着江南的城市化进程，

古镇就成了体验旧时生活的标本，对周庄历史的认识当然对于图书的编辑和书籍设计会有很

大的帮助。

2．您与作者都是苏州人，对于江南文化有什么共鸣？

我和杨老师都是苏州人，杨老师是我父亲的老朋友，相互都很熟悉，特别是对于杨老师

水乡题材的水墨画创作，清新迷蒙的水墨画与水乡古镇的关联十分密切。我从小生活在苏州，

对水乡景色、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并不陌生，但随着城市化，这些纯正的水乡景色渐渐离我

们远去，周庄可以给我们精神上带来慰藉。在这一点上，我和杨老师是有共鸣的，杨老师的

年龄应该比我更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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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义（右二）与周晨（右一）等合影

3. 艺术家对您的设计有提出什么要求吗？

《周庄身世》的主体是杨老师在七八十年代拍摄的一批周庄的老照片，记得 2008 年的

时候，杨老师就从一个大的塑料里拿出一堆照片给我讲故事：比如当时去周庄，大清早坐船

中午才能到达；如何陪陈逸飞去探访；哪一堵老墙是吴冠中写生的对象……他希望把这些素

材做成书，但当时的我毫无思路，觉得无从下手。这批照片确实很珍贵，但毕竟是画家拍摄

的素材，不是摄影家的主动创作，有些照片的构图、对焦，乃至冲印层次都不太讲究……到

底以怎样的方式来呈现书籍的面貌，似乎没有什么思路。

如果做成一本摄影集，将远不能表达出这组照片的价值。因此，「不能做成摄影集」，

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有的共识。2012 年，我建议杨老师对照片中的人物进行回访，我用照相

机记录整个过程——果然有惊喜，这成就了书籍的最后一册“回访”。之后，杨老师的工作

很忙，事情又被耽误下来，一搁十年。2023 年杨老师“再回周庄”艺术现场启动，《周庄

身世》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图书出版也被重新唤醒。

「 周晨与杨明义多次合作，2020 年周晨设计的《心帆飞扬——杨明义的江河湖海》获得

2021 年度“最美的书”称号。《周庄身世》的出版是赓续，也是创新，它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

周庄的魅力所在。」

心帆飞扬——杨明义的江河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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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谈谈这本书的设计理念。

这本书就像一部纸上的记录片，老照片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但我想

还原一种年代感、时间性以及阅读的温度，让读者产生共情。

在主体黑白照片以外，扩充出了另外六个分册，首册“八景”追溯

历史，选择了清代《周庄镇志》中关于周庄最早的图像记录；第二册为

序言部分，收录了朱永新、陈丹青、杨明义、凌子撰写的序言；第三册“再

现”还原了物质贫乏年代拍摄冲印之艰难，杨老师念念不忘那架珠江牌

相机，当时的暗房冲印放大都是自己完成的，我从杨老师拍摄的一堆黑

白胶卷中，居然找到了周庄的部分；主体“旧影”部分展现了几百张黑

白照片，对其进行了适当的分类；第五分册为“写生”，收录了杨老师

周庄速写几十幅；第六册为“入画”，选取杨老师以周庄采风素材为基

础的版画和水墨创作，特别是其代表作《水乡的节日》；第七册“回访”

是 2012 年我和杨老师回访照片中的感人场面。

5. 书籍每一章节部分的开本大小不尽相同，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大小分册的组合，与书籍的整体结构体例有关，既凸显主体，有丰

富主体。同时这种层次的感觉与水乡的建筑错落节奏也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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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书中夹着的信封是您的想法吗？信封长度好像和书的最大开本长度一样，

这是特意设计的吗？

我觉得这是书中的彩蛋吧，给读者以惊喜。书信是关于周庄开放之

初商业化的问题，破坏古镇风貌，吴冠中写了批评文章，就此事杨老师

写信提醒昆山领导。这封信是当时杨老师的底本原貌，杨老师保存至今。

信封里，还有复制了一张去周庄的旧船票，或许能勾起读者满满的乡愁。

7. 书籍的配色偏于“土色系”，有什么考究？

对，主体部分是牛皮

纸，印了白色底色，再

印上黑白照片。这种特

殊的印制方式，让这些黑

白照片的质感更有味道。

其他的色调则是围绕内容

再进行的自然搭配，黑白、

土色、红色，这与古镇的调

性是非常吻合的。

8. 请谈谈文字的版式设计。为什么大量使用杨明义先生亲手写的文字，甚

至连页码都是出自他手？ 

杨老师对照片加以解读，搭配手写文字，回忆当时的情景与感受，

我也想传递给读者这样的阅读感受，这也与 2008 年杨老师第一次给我

讲述照片背后故事时的感受是一样的。吸引读者去读文字、读照片，去

感受这位老艺术家的情怀。

9. 做这本书，有遇到过哪些难题或者有趣的事？

“再现”部分很是有趣，老相机、老胶卷、老放大器，冲印暗房的还原，

这是前奏，逐步把这部书的阅读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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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还收录了一张周庄双桥的老照片，是复刻的，在“旧影”部分的开篇，这张照片不

是杨老师拍摄的，是他收藏的。这里面传递了一个关键信息，双桥最早是两座圆拱桥，而不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圆一平，杨老师说是因为其中一座当年垮塌了，维修费用不够，改为平桥。

我在想，当年如果是两座圆拱桥，从视觉上不如一圆一平有变化，那么陈逸飞先生还会不会

以此景绘制《故乡的回忆》呢？这里可能要打个问号。

1. 设计师或者作者对这本书的印制有提出什么要求吗？

设计师周晨老师在思考《周庄身世》的设计方案的过程中，我们反复进行了沟通和探讨。

画册分为七部分，周老师希望每个部分都能根据内容有不同的展现方式。最开始讨论的重点

是如何把几百张黑白老照片在牛皮色系的纸张上呈现，既有老照片的味道，又不是黑白照片

直压的简单视觉感受。经过反复的印刷测试，最适合本部分特点的是牛皮纸以及白底印刷黑

白照片的印刷方式，充分体现旧照片怀旧的视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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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装订上，周老师希望各部分的纸张都是对内容最好的展现，并且

折页和锁线都有一定程度的错落感。前后两本为中式踩线，其余五本大

小不同的书要锁线在一起。除了书之外，还配了周庄的老照片、杨老师

当年的信件信封和去周庄的船票等小配件，与读者增加怀旧情怀的互动。

2. 书籍的纸张很有质感，雅昌有提供选纸的建议吗？

根据周老师每个部分的内容特点与需求，雅昌通过测试与推荐，整

本书选用了五种不同的纸张搭配。小配件纸张的选择，也根据老照片、

船票、信纸、信封等各自不同的特点，使用了灰底白卡、玻璃卡、轻型

纸等能达到仿旧效果的纸张。

3. 对于整个印刷项目，请分享一件令您印象深刻或有趣的事情。

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整本书的设计和策划过程，周晨老师对于大量的

胶卷、几百张黑白照片与选题如何进行更好的结合方式，用什么编辑思

路进行编排，一直在不停地进行思考与探索。已经不仅仅停留于设计表

面，而是对整本书设计加编辑的过程。黑白照片的处理加上杨明义老师

日记式的手写记录，充满了年代感。在讲究高速与效率的当代，如此花

心思和精力来做一本书，这种精神非常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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