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刷边书泛滥刷边书泛滥，，市场空间还在吗市场空间还在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聪聪

4月2日是“童话之父”安徒生诞辰220周年，上海

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于当日在

全网首发。该社为这套书开启了“译文插图珍藏本”全

新的子系列“插图珍藏本·小经典”。这套书采用了布

面丝网彩印、布面竹节书脊，融入安徒生剪纸艺术的三

面书口喷绘、函套、环衬等特装工艺设计。记者看到，当

天，译文社小红书自营账号的该书首发直播，299元的售

价，30分钟售出100套，直播结束时共售出300余套。

此前不久，中信童书推出儿童文学作家、翻译界泰斗任

溶溶译本《彼得兔的故事全集（典藏版）》，除了封面设

计上运用烫金和压凹工艺，也采用了三面刷边设计。

在小红书平台，许多博主近日晒出的特装书新品

包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学问·中国女性史研

究系列001号”《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

（1895—1937）》限量特装版、后浪插图经典系列2025

年第一种珍藏级特装版《飘（插图珍藏版）》（全2册）、

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品牌特装新品《两个世界的英

雄》、西西弗书店联合新经典推出的东野圭吾“三杀”

系列独家刷边版等等。而广西师大社与野望近日推

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则是口袋本特装刷边书的代

表。该品牌还推出了特装版《鲁迅文库》以及诸多口

袋本刷边书。

在摩点众筹平台，特装书是不少出版众筹项目的

主体产品。正在众筹的项目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的《呼啸山庄》插图典藏版获得500余人支持，众筹金

额近17万元。草鹭文化策划的《悲惨世界》限量珍藏

版，获近280人支持，已筹金额近21万元。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佛教美学典藏》书法部、建

筑部获近250人支持，众筹金额近37万元。

而此前刚结束众筹的项目中，巴蜀书社、文轩在

线、青岛出版社联合推出的以特装书为主要产品的

“天作红楼”众筹项目吸引3000余位读者支持，筹集

资金达445万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策划的目标

金额 1 万元的《山野绽放：中国乡村振兴中的民宿

“她力量”》特装书众筹项目，也获得220余人支持，

以超3万元众筹成功。西苑出版社今年年初的特装

书《年假去哪儿：有生之年一定要看的1001个中国古

迹》众筹项目，目标 3 万元，最终实现近 23 万元金

额。由这些案例不难看出，特装书选题领域的跨度

之大。此外，特装书也是摩点商城在售图书的主要

产品类型之一。

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特装书的稀缺性和独特

性逐渐被稀释，刷边等更是成为一些类别图书的“标

配”。同时，刷边因成本、工艺相对门槛较低，也吸引

更多出版机构、出版人尝试，覆盖范围逐渐向平装书

拓展。以“特装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京东平台显示

有超60万件商品，当当网有42万余件。以“刷边”为

关键词进行搜索，京东平台商品数显示超28万件，当

当网逾5万件。此外，还有许多特装书为西西弗书店

等渠道独家销售或者出版社自营渠道限量销售。

特装书、刷边书的“大众内卷”现状也引起诸多读

者的关注和探讨。当曾经喜爱特装书的读者，书架上

全是五花八门的书口刷边陈列，从惊艳到审美疲劳大

概只是时间问题。一些平装刷边书、轻型纸刷边书更

是被读者“吐槽”。有读者直呼：“刷边书泛滥现象可

以休矣。”也有人围绕“刷边特装书，会不会成为图书

出版界的新一轮狂欢”展开探讨。

当下，读者、经销商对特装刷边书的热情似乎已

减退不少，有编辑在小红书分享了今年初操盘图书刷

边未遂的经历：《封神演义》相关图书付印前就是否作

特装刷边版，小范围征集读者意见，因渠道和读者表

示强烈兴趣的不多而放弃。

销售层面，刷边书、特装书有爆款案例，“滑铁卢”

也必然不少。“特装书跌下神坛？是饥饿营销还是文

化珍藏”“特装书不再特”……诸多声音背后，特装书

真的为优质内容赋能提升收藏价值，还是变成一种营

销方式？“大众内卷”的当下，特装书如何保持其文化

价值与市场吸引力？关于特装书，面对全新市场环境

进行思考显得十分必要。

特装书“内卷”时代

究竟如何判断选题、图书有没有必要做特

装、刷边？成本会增加多少？上海财经大学出

版社选择的特装书选题，主要为经典作品领域，

在优质内容基础上，做装帧形式的增值。黄磊

介绍，从成本上看，会比同类普通版本的图书高

出8～10元。

成功操盘多个特装书众筹项目，石曼琳的

总结是，平装、页数少的，时效性强的，不适合

做特装书。做特装书，首先要精装；做刷边，书

脊厚度要达到一定数值。具有典藏属性的书，

才适合做特装书。特装书成本的范围波动较

大。她提到，真皮、镶嵌珠宝等装帧类型，成本

无上限。特定编码定向发货的特装书，考验的

不单纯是费用成本问题，更考验人力成本，对

每个流程中不同岗位人员的调度安排——从设

计，到下印制确定单、上机烫印编码，到装订、

质检、贴标装箱，再到入库、发货，任何一个环

节出错，读者期待收到特定编码的愿望就极有

可能落空。

刘佩洋的测算是，成本上，特装书确实比普

通图书高30%～50%，尤其是在用材用料和装帧

方式上，更需要下血本，同时也需要付出更高的

人工成本，比如打码、盖章、包装、售后等等。如

果涉及真皮精装，成本就会高出几倍，目前也有

一些真皮书藏家。

即便是相对成本较低的刷边，也是“寸土寸金”，以面

积来计价。其他的函套、特种纸、特殊工艺等，成本也不

低。刘芷绮认为，实践中应结合定价和印数来测算单册

印制成本的增加幅度，从而做出判断。对于是否推出特

装、刷边版的研判，她认为应从三个维度进行。一是选题

标准。经典作品、受众面广的IP、艺术属性强的图书（如

画册、诗集），或市场上已有较多竞品的图书，可选择尝

试。二是读者画像。目标读者有收藏习惯或对装帧有情

感需求，需求更匹配。三是视觉适配性。内容本身具备

视觉化潜力的选题（如《山海经》适合古风插画刷边）。

换个角度，如果一本书正常五折销售，刷了边成本增

加 2~3 元，但可以六折销售，这样看刷边成本似乎不算

高。王其进认为，只是在常规图书形态基础上刷边的书，

显然不够“特”。特装书需要投入更多的编辑、设计力量

和更大的印制成本，此外特装书只适合特定的渠道销售，

因此当两个条件满足，即有特别的经费支持或者特定的

渠道需求时，更适合考虑做特装书。

关于特装书的讨论近几年在出版圈和读者圈都此起彼伏，不曾停止。

特装书一般区别于普通平装或精装，包括限量发行、特殊装帧、附加内容、高收藏

性等特点。而特殊装帧包括采用高档材料（如皮革、丝绸、木质封面）、烫金/UV工艺、镂

空雕刻、异形书口以及书口刷边、喷绘、鎏金、毛边等等。

有人将特装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代。特装书前时代，“刷边书”开始大规模出现之前，个别出版社在

个别产品书口做过鎏金刷边工艺、激光雕刻工艺，也尝试喷绘一些简单的图案，但没有形成一个细分市场。

这一时期，读者更关注毛边书、签名本等特殊版本。特装书初时代，即2021年前后，部分出版机构开始把绘

画作品喷绘到三个书口上，并进行小规模批量生产，因形式新颖，吸引读者蹲点抢购。这个时期维持两年左

右。后来，越来越多出版机构开始下场。特装书后时代，即2024年以来，特装书尤其是刷边书的种类和数

量大幅增加。刷边也不再独属于精装，一些出版机构推出了平装刷边书。同时，限量也不再是特装书的必

备特点，通贩版特装书品种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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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众狂欢”到“大众内卷”，读者还买账吗？
特装书市场经历了从“小众收藏”到“大众追捧”、从“小众狂欢”到“大众内卷”的快速转变。前几年，特装书

尤其是刷边书更多为文学经典名著、社科历史等图书类别，近几年，从古籍、艺术到科普、二次元IP衍生书，从日

历书到大众畅销书、童书，越来越多图书品类有特装书、刷边书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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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记者对在售特装书、刷边书的观察来看，

中外文学经典是特装书、刷边书同质化的“重灾

区”。一些作家诞辰纪念等重要时间节点，往往

会有同一经典的多个版本上线。

越来越多出版机构和渠道将特装书定制作为

规避价格战的策略和打造差异化的抓手。中国画报

出版社2023年推出“大美中国”系列摩点众筹，10分

钟完成目标，20分钟众筹达7万元。同年，《有生之

年一定要看的1001座中国古塔》特装版获35万元

的众筹销售成绩。相关人员介绍，团队会通过文案

和图片更新用不同热点推动众筹项目进度，及时带

来粉丝关注的信息以及疑问反馈。近期，该社推出

描绘历史上的服装的鸿篇巨制《穿在身上的历史：世

界服饰图鉴》（增订珍藏版），1000套限量特装版则

采取某渠道独家发售的模式。新媒体博主愿意推荐

和带货则看中特装书利于视频呈现、客单价高。同

时，限量、首发特装书也是出版机构为自营渠道赋能

的常见操作。

然而，当限量1000册销售的特装书迟迟卖不

完时，限量还有意义吗？当特装书被读者买回家，

像酒店、饭店一样用图书作装饰，书的文化价值还

在吗？社群、直播、众筹、渠道包销……如果数量不

做限制、圈层做不好区分，如何给读者提供情绪价

值？技术迭代迅速，特装书的未来之战，将“卷”向

何方？

黄磊认为，在特装书不“特”的“丛林”背景下，避

免同质化竞争，是“适者生存”的必然选择。核心要

点在于“先行一步”，至于如何与同类产品相区别，还

是在于如何做到“增值”，名家、社群、数字和装帧形

式的精益求精等，都是差异化的着力点。从出版机

构的发力空间看，仍然是“优质内容”与“精致装帧”

的匹配，要做好事前的适应需求的选题规划，与事后

的装帧匹配，并辅以有针对性的社群营销。

对于特装书稀缺性与市场需求的平衡，王楠

强调，稀缺性策略不是简单控制数量，而是要让读

者更多地感到“拥有即荣耀”。一方面，可以通过

产品分层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另一方面，要为读

者制造一种不可替代的体验感。而创新或者避免

同质化的方向，核心还是内容创新。随着读者需

求的多元化，我们可能更需要关注小众、边缘领域

的优质内容，以满足他们对新知识和独特阅读体

验的需求。

“出版方应多开发新形式的特装设计，多调研

年轻读者的需求点和更新潮的适销平台。”根据刘

芷绮的观察，对于质量参差、创意雷同的刷边书，

读者确实已出现审美疲劳，但对深入挖掘作品价

值、精心打磨品质的特装书仍有收藏需求。

石曼琳坚信读者会成为优质内容的拥趸。好

内容是灵魂，特装书是外在。做好内容，才是一切的

根本。未来的创新，需要多与读者互动，多了解技术

创新。内外兼修，才会有读者喜爱。徒有其表，很难

长久。

就采访来看，即使“内卷”严重，出版方和出版

人依然认为，特装书和众筹等细分市场仍有一定

的空间。有出版人提到，过去，社会科学文献社

的特装版“甲骨文”丛书，一般限定发行数百册。

2022年，广西师范大学社的特装版《亡明讲史》72

小时内预售突破3000册。从限量百册销售，到热

销数千册，表明这一细分领域正在从小众圈层走

向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展现出强大的市场吸引力

和增长空间。2023年的《哈利・波特》二十周年

纪念众筹项目整合7家出版社资源，推出“霍格

沃茨藏书体系”，通过对IP的全面开发，项目筹款

更是超 2800 万元。显然，经典IP仍具有广阔的

市场前景。作为古籍社编辑，王楠认为，传统文化

中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和延展空间的选题仍值得关

注。从之前的《水浒全传》《中国书法五千年》，到

现在的“天作红楼”，今年下半年的《西游记》众筹

项目，都反映该社在持续挖掘传统文化中有价值

的选题。王楠也提到，小众、新兴的文化潮流和流

行趋势，如网络文学、动漫、电竞等，值得关注。

王其进则比较看好特装书在文创和文旅等方

面的发力空间。一是利用制作特装书的机会研发

相关图书文创，逐渐探索和打开文创市场。二是针

对文旅复苏，用特装书的独特性和文旅企业合作、

互动，将图书销售渠道打开，走出书店，进入更广大

读者的视野。

特装书的未来，不在于工艺堆砌，而在于如何以

设计诠释内容，在文化价值与商业逻辑间不断寻找

最优解。唯有真正承载思想与美学的产品，才能穿

越时间长河，满足读者作为消费者既看中“面子”更

注重“里子”的需求和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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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定时蹲点在出版社直播间抢特装书的盛况

已很难再现，除了一些众筹、限量版本，特装、刷边新

书也难逃上市即五折的命运。

对于特装书的发展与市场变化，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董事长、总经理、总编辑黄磊认为，应从供给

与需求视角看待这一近年出现的文化现象。出现特

装书，说明市场存在特定群体的需求。特装书普及

化，说明市场的供给需求规律在起作用，是出版社对

市场做出的自然反应。这应当让市场规律发挥自动

调节作用。“泛滥”之下，市场的“出清”会作出优胜劣

汰的选择。

短视频直播的兴起，似乎也加速了刷边书的“泛

滥”。刘芷绮提到，刷边是在直播间展示效果最好、

设计上也较易于呈现的一种方式，因此应用广泛，有

“泛滥”之嫌。读者对书籍的审美、收藏需求提升，推

动了特装书的流行，尤其在文学、艺术、古籍类图书

领域表现突出。该社最近推出的《金石昆虫草木状：

绝美中国博物手绘》也做了刷边版和函套。“我们不

妨把特装书看作解决或者探索未来纸质书发展方向

的一种尝试。”在她看来，刷边本、特装本是为了强化

纸书的收藏价值衍生，出版方往往倾向于为经典作

品制作特装版。但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特装的设计

是否和作品精神匹配、是否给作品加分，是千篇一律

的设计让特装不再“特”。要解决这一点，需要特装

书需求回归本质——以内容为核心，设计为内容服

务，避免沦为快消品。

作为微信读书的资深付费会员，西苑出版社策

划编辑石曼琳自己的习惯是，读或听过的喜欢的书，

会买来纸质书收藏。在值得收藏的纸质书中，特装

书绝对占有一席之地。从这个角度，她认为，特装书

是在数字化时代纸质书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作为

编辑，她坚信，好的内容永远有读者支持。但好的内

容也需要好的展现形式，才能更好地传播。

说起特装书，四川人民出版社文学与艺术出版

中心主任王其进最先想起的是书籍设计师吕敬人设

计的《梅兰芳全传》，通过设计让书口在左翻和右翻

的时候呈现不同的图案，让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

由此可见，以刷边为主的大量特装书的出现，离不开

书籍设计师的探索和求新求变。王其进提到，现在

的“泛滥”与技术进步和机器普及也有关。目前，刷

边已成为一项成熟的工艺，类似于模切、击凸、烫金

等，价格逐渐回落到正常价位，可任由编辑选择是否

使用，这是行业向前发展的一种表现。刷边书变成

大白菜是一个趋势。

人文社等头部机构通过“四大名著特装刷边

版”等项目，单日众筹破百万元，这种可掘金空间吸

引越来越多不同类型出版机构加入。然而，一些问

题不容忽视，如同质化竞争加剧，刷边、烫金等工艺

泛滥，成为“标配”而非亮点；高频次、大批量发行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收藏价值，二级市场溢价空间缩

小；消费疲劳显现，部分用户流失。人文社文创部

产品负责人刘佩洋的观察是，特装书市场近年正在

经历结构性跃迁，从“小众收藏”逐步发展为大众文

化消费的独立赛道。相关数据也显示特装书作为

精装书中的细分领域增长显著，依托众筹平台（如

摩点）和电商渠道快速扩张。特装书的兴起本质是

出版机构通过差异化产品逃离价格战、提升利润的

策略，但过度商业化可能损害其文化价值。显然，

特装书未来需在工艺创新、内容深度和限量策略上

寻找平衡点，才能使品牌和优质内容受到更多消费

者关注。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而言，书籍不再是单一的内

容载体，而是具有多重价值的“文化符号”。巴蜀书

社编辑王楠表示，特装书的精美装帧、限量属性、艺

术附加值，满足了读者在审美和情感方面的需求。

这值得我们关注。特装书制作则需要深入挖掘内

容，结合图书主题进行独特的装帧设计，而不是将特

装书定义为“刷边”书。只有装帧和内容达到有机统

一，特装书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读者拒绝“花瓶书”，出版人有“特装焦虑”吗？
当工艺狂欢遭遇内容拷问，一旦“外强中干”，“花瓶书”“买椟还珠”的质疑便会随之而来。中信出版社

编辑刘芷绮告诉记者，读者对特装书的需求，早期可能怀着猎奇心态，想要收藏“高颜值”的图书产品；现阶

段的读者更看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往往拒绝“花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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