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职于一家文化机构的柳蕊，被朋友们
赞为“家居达人”，从收纳到烹饪，样样有心
得。在闲暇时间拿起针线制作无纺布小物，
成了她的新爱好。缝上可爱动物图案的小卡
包送给同事后，还在办公室里带起了一股手
作风。

市售商品没有个性？担心食品不够环
保？工作太累想沉淀心情？健康环保、富有
情趣的手作，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
下手机，用自己的手指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自己动手更快乐

亲手制作的东西更能让人感到
幸福和温暖

手作一词来自日本，又称手工、DIY。在
豆瓣网上，以手作为主题的小组多达数百
个。河南科技出版社网络销售主管张青认
为，手作的流行，具有某种反工业化的特点，
体现了人们对于美和个性化的追求。

事实上，与其说手作是流行，不如说是
一种回归。在工业化到来之前，我们的许多
物品都是由手工打造，在上世纪 90 年代之
前出生的人们大都穿过家人编织的“温暖
牌”毛衣。

几年前，毛绒玩具爱好者方晗突发奇
想，知名品牌的毛绒玩具太贵，一般的品牌
又不放心质量，何不自己动手？从毛绒玩具
类图书起步，学会后她又陆续购入了怎么做
马甲、婴儿内衣、椅垫的图书，工具也从针线
过渡到了缝纫机。她的这些作品大多分享
给了亲朋好友，尤其是为朋友孩子制作的礼
物，更是收到无数点赞。

2011 年，方晗又开始购入烘焙类图书。
按照书中所教，她首战吐司，出师未捷，但之
后的黄油曲奇却十分成功。自那以后，烘焙
的原料和工具越买越多，做的种类也越来越
多。自己做的味道不会差，最关键的是比商
场出售的健康啊。方晗笑着说。

手作书，是让你心手相连的小小工具。
虽然现在什么都能买到，但亲手制作的东西
更能让人感到幸福和温暖。在一针一线，一
衣一饭之间，心里的温情也随之传递。手作
的迷人之处还在于，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
二的，不到最后一步完成，不知道作品将绽放
怎样的魔力。

对方晗来说，手作更重要的意义是令她
实现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她是一家大型律
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每天与资本市场打交道，
动辄十几天的出差奔波，通宵做项目，更是家
常便饭。“工作是做不完的。拿出一个下午专
门做烘焙，虽然过程很麻烦，但我在享受结果
的同时，感觉自己坚持了对一种生活状态的
标准。这样的几个小时没有花在工作上，我
觉得很开心。”

在北京市一家国企工作的冯女士，6 月
17 日专程来到西单图书大厦选购买手作书
籍。她的手机里存有很多自己和同事的钩针
作品，“你看这个三格的小篮子，左边是果园，
放草莓和葡萄；中间是庄园，插着薰衣草，右
边我还没想好放什么呢。”冯女士说，“不费工
夫，一个中午就能钩出来。”

俗话说，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缺少艺术
细胞，又想尝试手作，菜鸟的手作之旅该如何
开启？

冯女士说，只要想做，其实不难。市场上
手作书数量繁多，品类齐全，从入门到进阶，
总有一款适合你。发达的网购，使得手工材
料的获取也非常简便。

开卷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观测系统提供的
数据显示，今年 1-5 月，情趣手工类图书在上
一 级 生 活 类 市 场 的 码 洋 占 有 率 达 到 了
3.1642%。手作书码洋之所以能上升，跟人们
向往慢生活、渴望温暖牌和唯一性的需求分
不开。

大众冷门都有爱

手作书的发展有一个自我验证
的过程，不去培育始终起不来

北京白领刘敏莉是手工皂的爱好者，从
网络购买成品到自己尝试，原料环保、造型个
性、健康护肤的手工皂令她沉醉不已。

记者在西单图书大厦二层体育生活保健
部“家庭手工制作”子目牌下看到，8 个 5 层大
书架上，手作书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如《橡
皮章中毒》、《手缝皮革包》、《27款时尚优雅的
手作帽》、《丝带花语：手作 80 款唯美饰物》、

《时尚趣味折纸大全》、《我的手作烘焙魔法
书》等，琳琅满目。

据河南科技出版社网络销售主管张青介
绍，手工 DIY 图书是生活类图书下的细分市
场，近年来增长势头良好，引起了中国纺织出
版社、河南科技出版社、辽宁科技出版社等众
多出版社和民营工作室的关注，当当网等还
成立了专门的手工 DIY 频道。手作书可以分
为编织（棒针、钩针、手编、结艺）、拼布、纸艺

（折纸、剪纸）、刺绣、羊毛毡、黏土、皮革等超
细分市场。其中编织类图书仍然是目前手作
书的最大超细分市场，受众面较广，在实体书
店和网络上的销售情况较好，拼布等畅销书
可能超过 70%依靠网络书店销售。

近年来，一些冷门手作书逐渐趋热，手工
皂、冰激凌、护肤品、羊毛毡制作、皮革制作等
图书市场受到关注。如河南科技出版社 2012
年 5 月份上市的《纯手工冰激凌》在当年夏季
高峰期当当网月销近千册。一本名为《手缝皮

革技巧事典》的书，销量也达到了约两万册。
中国纺织出版社情趣手工项目部主任向

隽表示，2003 年至 2008 年，手作书主要是编
织类，以 40 岁以上人群为主要读者，年轻人
相对较少，书的风格比较朴实。近几年，随着
大量外版书的进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手
作感兴趣。在物质相对满足的现在，读者对
书的图片、设计、印刷的要求越来越高，手作
品种的变化也很大。

在向隽看来，美观、实用、市场容量是评价
一本手作书优秀与否的 3 个主要指标。作品
是否足够漂亮，是否有原创度，展示步骤能否
教会读者，是否有足够的人喜欢，都很重要。
估算下来，如果一本书的投资是 5 万元，至少
销售三千册才能收回成本。因此，出版社对于
小众品种的选择会比较谨慎，比如缎带、头饰
等，但如果市场调查反映好，也会“冒险一把。”

张青认为，手作书的发展有一个自我验
证的过程，不去培育始终起不来。“2009 年左
右，我们出了一本《我的居家手艺书》，没想到
市场反响很好，加印了两三次。”

那么，对于初学者来说，海量的手作书容
易让人挑花眼，怎样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
本书呢？

专业人士表示，手作学习当面教学最好，
其次是视频，再次是书。选择哪个品种入门，
往往是机缘凑巧，比如受到身边同学同事的
影响。向隽表示，手工爱好者一般都会有自
己的偏好，如果是零基础，建议从相对简单的
布艺类入手，比如中国结或者小收纳包，对技
法的要求相对较低，完全可以自学。如果喜
欢比较精致的东西，可以尝试现在流行的日
韩式刺绣，两三个针法就可以绣出精致的作
品，容易入门，而且很有质感。

本土原创要崛起

作品的纹理只有书才能看清
楚，这是扫描或翻拍难以展现的

从目前的手作书市场来看，引进版和本
土作品各领风骚。一般来说，发达地区和网
络渠道中，引进版更受青睐，本土作品则在三
四线城市和实体书店里粉丝众多。

“手把手教学”、“初次学做就成功”、“打
好基础不走弯路”、“给你零失败 DIY 成功体
验”，翻看众多手作书，你不难发现，无论是引
进还是本土，它们大多瞄准初学者的“痛点”，
将简单、实用、可操作性强作为卖点，步骤清
晰完整、设计款式多样，并配有多图片的精细
图解。

张青告诉记者，2003 年以来，河南科技
出版社目前引进版占到 95%以上，主要来自
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国外的手作书
印刷质量好，内容经过国外手工爱好者的检
验，美誉度高，而且原创性强。手作的资深玩
家，对国外的书都很了解，也很着迷，往往是
出一本就买一本，新品接受度非常高。

目前，手作书的消费群体主要集中在沿
海发达地区。从网站京东图书的销售情况
看，北京和上海、广州的发货量最大。从价格
来看，引进版手作书的定价一般稍高于本土
手作书。张青说，这个定价如果与文学类书
籍相比，6 个印张 100 页左右定价 40 多元，的
确有点贵，但如果与国外原版手作书相比，还
是相当便宜的。

据了解，河南科技出版社还与日本最大
的手作书出版社宝库社建立了战略合作关
系，并且以宝库社为榜样，试水手工作品的全
产业链,包括数字出版、电子商务、行业培训、
连锁经营和会展等。

向隽告诉记者，本土手作书占中国纺织
出版社的一半左右，在国内出版社算是比较
高的比例。而从全行业的情况看，引进版可
能高达 80%甚至以上。

“虽然外版书很优质，但我们还是在努力
地寻找国内优秀的手作人，带动大家一起成
长。”向隽坦言，这的确有难度，首先体现在中
国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审美的融合度不够。
其次是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异，有原创能
力的手作人很少，本土作者的开发比较难。国
内消费者愿意为手工艺买单的意识还不强，手
作人存在着生活的压力。第三，在日本，有很
多企业去支持手作人的创新，比如聘为签约设
计师或产品开发师，而国内的材料企业一般不
会花专门费用去支持手作设计师。

具体到操作环节，出版社对本土手作书付
出的精力也更大。与文字类书籍的不同之处
在于，手作类书籍尤其是偏实用类的，有几个
条件是必需的，一是书中的成品展示图片要足
够漂亮。二是在介绍手作的技法、背景、材料
等方面，需要作者做足功课，方方面面不能有
遗漏。三是手作的制作步骤拍摄耗时较长，摄
影师不太可能全程跟踪，需要作者有一定拍摄
能力。既能写文字，又能设计作品，又能画图，
又能制作作品，这对作者的要求是很高的。

对出版社来说，网上各种扫描版教程的
“慷慨”分享，虽然培养了部分手作爱好者，也
对书籍销售形成了一定影响。不过，出版业
人士也认为，手作书有电子版的难以替代
性。张青告诉记者，不少手作书都配有 1：1
的纸型，这是必不可缺的，且实体书阅读起来
更方便。向隽认为，真正的好书，还是有很多
人愿意花钱买的。做手工是个美的享受，作
品的纹理只有书才能看清楚，这是扫描或翻
拍难以展现的。

“中国原创手作书的发展，需要行业氛围
的支持，也需要广大读者的支持。只有他们
愿意为好的作者买单，出版社才有资金去支
持作者的创作。”向隽说。

实体书店作为文化与风格的承
载地，可谓独具魅力。一间拥有自己
独特风格与特色的书店，犹如一位精
心待客的主人，努力将家里装扮得体
贴、周到且饶有趣味，以期朋友到访
时的愉悦与舒心。出门旅行时与这
样一间书店不期而遇且有所斩获，当
真是人生一件乐事。这间纪伊国屋
书店地处新加坡最繁华、最著名的乌
节路商圈，位于高岛屋百货的四层。
作为日本最大的连锁书店，纪伊国屋
来到新加坡便被赋予了当地的文化
色彩与独有韵致。

步入书店正门，映入眼帘的是
整面墙的当期杂志，各个类别、各国
出版、多种语言，几乎涵盖你曾经读
过的和你想要寻觅的所有期刊。期
刊有实效性问题，这就让此迎宾墙
的内容常换常新，永不重复。书店
大约占据商场半层的面积，装修风
格简约、时尚，兼具日式书店的细腻
风格与新加坡的跨文化特色。徜徉
于此，最深的感触便是跨文化融合
所呈现的文化平等与碰撞。作为多
民族聚居、多种官方语言并行的国
家，新加坡在漫长的文化交汇中所
形成的多元化文化特点，是其他国
家无可比拟的。因此，店内的图书
也兼容并蓄、涵盖多种语言，其中主
要为英文、中文及日文。想来，这既
秉承了纪伊国屋书店在各国的传
统，也是新加坡多元文化的需要。

缓步前行，目光所及处图书的
分类标示清晰可见、一目了然。书
店的图书摆放采用了多维度的分类
方法，让读者能够从很多角度轻松
理出头绪，找到心仪的作品。而中
文、日文与印度语图书的书架上分
别以这三种语言标示，让母语读者格
外亲切。沿着整间书店的四周墙面
望去，全部摆放着文学类书籍，书架
上方的标志按照国家名称分类排序，
中间的隔层以英文字母顺序区隔标
注，想要的一切尽在掌握。中国文学
和印度文学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两部
分在显著位置占有多排书架。与靠
墙位置不同，书店中间的广大区域图
书按照功能分类，涉及法律、经济、军
事、美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较为庞
杂的领域依然按照英文字母顺序再
次进行分类。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
分类展示和区隔摆放，让寻找目标书
籍变得非常轻松。

信步其间，渐渐发现书店的整
体布局与服务区域设计得非常贴
心，最中央的位置设置了环形服务
台与收银台，让读者流连于书店的
任何角落都能方便快捷地找到。书
店也向读者提供多语种服务，语言
服务柜台设置在该语种书架的附
近，便于咨询。除此之外，纪伊国屋
书店还有专门的区域出售各类文具
及日系玩偶，使得整间书店都萦绕
在更加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结账
时，看到书店推出的会员卡，卡面设
计清新别致，让人有想要收藏的欲
望。我特意买下一个挂在银台背后
墙上的限量版帆布购物袋，质地精
良，美观又环保。

这是一间拥有自己文化视角与
设计风格的书店，于细微之处尽显
主人精心而用心的待客之道。

新加坡纪伊国屋书店：

细致待客

□ 刘 琳

（本书单由开卷公司提供）

跟着手作书，动动手指，让生活更美好——

温暖个性亲手作
□ 熊 丽

（本书单由中国图书评论学
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