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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信息图设计金奖得主
教你做出不失败的信息图！
=================================
读图时代，你必须有这本！
◎72个章节，剖析图解一切信息的法则
◎168幅图例，照葫芦画瓢，立马上手
◎穿插国际设计大师的作品，榜样正能量
本书将信息图的呈现方式分为：图解（Diagram）、图表（Chart）、表格（Table）、统计图（Graph）
、地图（Map）、图形符号（Pictogram）
。结合丰富的案例，分别介绍了信息图设计的72 个技巧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本书直观形象、通俗易懂
，具有极强的实践 指导作用。
本书适合各行业进行信息呈现的设计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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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木村博之（Hiroyuki Kimura）
TUBE GRAPHIC董事长。1995年获得SND（国际新闻设计协会）Malofiej国际信息图设计金奖。1996
～1997年任Malofiej评审委员。2009年任第30届SND国际大赛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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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结合时间与地点，制作易于解读的年表 年表是以时间轴为中心，将历史事件以文
字表现出来的图表。但我们难以将所有事件都纳入年表中。因此，通常会根据主题，挑选重要事项加
以说明。仅以文字或许可以叙述发生的事件，却很难让人明确理解它。另外，事件的展开不会仅局限
于同一场所，而是会随着时间发生变换。如果我们结合地图与年表，按序解说这种变换，就能够让人
加深理解。 图A刊载于日本历史课本的序言中。在地球的插图上，标有欧洲、西亚、南亚、东南亚、
东亚（日本）五个区域。在这五个区域分别抽取延长线，以此将年表伸展开来。各区域与其相对应的
年表采用相同色调。如果我们在年表中仅以文字说明“西亚”，读者很难对它的位置产生直观印象，
而配上这样的图解后，读者马上就可以理解了。另外，该年表按照时间顺序并列排布各区域发生的主
要事件，由此体现区域间的关联性，使人理解时间顺序。这样的年表框架，便于掌握历史事件的大致
流程，这对于理解历史是很重要的。 这五个区域使用的颜色，将成为历史课本中的主色调，因此至关
重要。在此，我想回顾一下设计中颜色选择的方法。当时，我所考虑的是各区域特有的色彩印象。西
亚是伊斯兰的绿色、南亚是印度教的橙色、英国等欧洲皇室是高贵的蓝色系、中国则是黄色。在决定
国家或地区的表现颜色时，参考与其相关的宗教或皇室信息，可使作品更易于理解并具说服力。 图B
呈现的是日本自然环境在三万年间的变化。虽然图中的年表与地图都能详细解说主题，但二者都必须
易于理解且有着共通的信息。另外，图形符号或图标通常都以同样大小来表现，为了更好地传达动物
形象的差异，在此略作调整。由于事情的发生不会局限于固定场所，因此我们将海流及动物迁入等变
化过程，如图B所示借助地图来传达。 图C描绘了亚历山大帝国跨越的三个区域以及经历的三个时期
，在广阔地域与较长的时间轴中，表现文化传播与王朝兴衰的过程。制作地图时通常以上为北，但为
了生动传达地球的规模，在此采用了完全相反的设定。我们以经历的时代为中心，将地球一点点向东
旋转，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年表犹如手臂般从对象国伸展开来，与地图结合解说，这种设计
可谓用心良苦。

Page 7



《图解力》

编辑推荐

《图解力:跟顶级设计师学作信息图》适合各行业进行信息呈现的设计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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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阅读优秀的作品，提炼设计的原则，循着灵感去创作，以实践积淀经验，反思优点与不足⋯⋯与
文学创作相似，设计类的读物恐怕就该是如此吧~
2、用图解表达信息的技巧，好些例子都20年前的了，大概表现的手法不变配色要变。范围很广，像是
高中教科书里的各种图解。都是平面上的没有涉及网页
3、很详尽，也很诚恳。每张配图除了对设计有指导外，也有不少教育意义。最后的访谈流露出的匠
人精神好感人。
4、书本内容：设计师的主要观点就是要站在读者的角度去设计，而不是设计师的主观设计；要先框
架构建，再框架重建；要不断的学习！书本质量：很好，全彩。书本质量优，淡淡的书香！
5、内容很丰富，知识点挺多的。实打实的通过案例来诠释要点。
6、需要逻辑思维能力和可视化能力
7、其实吧，没我想的那么好。。。。
8、与可视化分析无关 是视觉设计 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艺术 理解和转化为生产力 是可视化的有力补充
9、和想象中的信息图 不太像⋯ 
1.Attractive 2.Clear 3.Simple 4.Flow 5.Wordless
10、有不少干货
11、对于一个学习视觉的人来说，这个是一本开拓视野的书，美学的功能性及美观性都有体现。
12、收获一些做图方法
13、无论以后从事任何行业都可以学到用图说话
14、非常好的一本信息设计指导书。
15、好羡慕画画好的人！
16、有点不好懂
17、从来没有对于这种类似“指导”的书这么喜欢！一边看一边做笔记，正在看第2轮
18、 Timelogger 记录显示第一遍用了5小时。看到一半时和推荐这本的朋友讨论非设计专业看这书到底
能学到什么。朋友说，你若真看明白了就会拥有「信息图表化」的思维。然而第一遍过后我认为书中
的原则和方法对我来说只有被需要时可以翻着找灵感。
19、可能需要专业的人看才好
20、书的质量很好，内容一般，很一般。
21、设计以人为本，交互的内容比交互本身重要。
22、举例很棒，只是没有实际操作一切都是按图索骥....
23、Attractive; Clear; Simple; Flow; Wordless. 除此之外，标题加图片地看。
24、这本书应该是你需要灵感的时候翻阅，而不是把它看完，因为整本书没有讲一点实践方法，而是
思想指南，适合放在手边要用到时翻阅。
25、好书是好书就是看了以后依旧设计不出来，设计是需要底蕴的，我还是先死磕点儿简单的吧！
26、看看
27、整本书都是例子。落地的技巧不多，比较泛泛。
28、日本人的设计学，好懂
29、只能说作者太强大了。顶级设计师的头衔名至实归。不过里面的示例的确水平太高，极难模仿，
借鉴一些思路罢了了。
30、粗略翻看。图解是一种很有趣、有效的信息呈现和解读方式。互联网行业的UI能用到这么深层思
考的还是很少吧。
31、学了不少，尤其是图表表格和统计图那部分！
32、【电子书】主要用实际的生活宣传、广告、科普等的例子讲解如何绘制信息图，书中分了5章（图
解Diagram，图表和表格Chart&Table，统计图Graph，地图Map，图形符号Pictogram）分类讲解，的例
子非常多，形象生动。大的章节结构很清晰，具体到各个技巧就是一个问题一个技巧，并且信息技术
的绘图技巧不多，这点有点让我失望。这本书可以作为绘制复杂图表的重要查阅和借鉴资料。
33、很多有趣的例子，简单易懂，启发蛮多的
34、统计图有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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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一本书好不好看，一看内容，二看排版。很欣喜，这本书完美地做到了这两点。作为一位设计师
，日常工作中免不了常常要给甲方画各种分析图，这本书给出的一些图纸的画法，确实有种令人耳目
一新的感觉。值得收藏一本纸质本。
36、不适合初学者。实例讲解而已，对有一定基础的人，这些技巧可能还是不错的。对我这样的门外
汉就是欣赏而已。
37、不错的一本书，理论和图片结合，看着不会枯燥
38、实用。但是像一份recipe，感觉没什么思考和升华_(:3JL)_。
39、书是老师推荐的，很好
40、案例非常丰富，但是不够简练，可能期待过高，读起来反而略感失望。
41、怀疑我看的是山寨版
42、适合初学者学习，新的信息表达方式
43、不错的一本书
44、很有趣的一本书，让你去了解设计人员的思维是如何，你自己的思维又是如何
45、一些作图和读图的思路是很创新，但是操作性很差，只告诉你可以这样表现，但是没教具体的制
作步骤
46、差点错过这本好书。日本人似乎天生喜欢图解，也擅长图解。
47、一般般。全国基本上都是作品的列举。如果对信息图完全没概念，看看可以。如果平时自己已经
比较注意收集和了解的话，那基本上本书可以只看最后部分的总结部分。
48、作者在做信息图方面显然是经验丰富的，书里面都是实例加分析，可供参考
49、新版没有旧版好用！强烈排旧版！
50、信息图的展示参考！
51、在有必要引起人们警惕的疾病信息传达上也避免过于逼真和游戏感来导致恐慌，それが人文关怀
！
52、1
53、受益匪浅
54、临场感。无文字。逻辑性。
55、开拓思路，大开眼界
56、看了笔记
57、分析的很细致，值得一学，赞！
58、说真的不看图片范例比看图片范例更容易懂更容易抓住重点⋯⋯
59、设计信息图
60、挺有趣的设计书

61、还不错，印刷质量不错！
62、书里举了很多例子，大都是作者研究时收集的资料。。。。看封面还以为是讲设计方法的，结果
。。。就像作者自己的作品集。讲的大部分是滑雪啊，运动啊，的例子，怎么说呢= = 感谢诈欺的封
面~
63、更偏向于纸质平面的信息图设计，虽然跟我想看的移动端信息图不太对口，但印刷品的严谨作风
还是让人钦佩。素材和视角是体现创意的两个主要方面，这本书很重技巧和实操，启发颇多。
64、力荐，适用实用主义者、设计师、PPT制作，信息图技巧方法论。地铁上读了快一半了，90%内容
为信息图，读起来很舒服
65、因为画建筑分析图找到了这本书。在深入技术问题之前，学会从观者角度看问题，画能让人看得
懂的图，不故弄玄虚，这是信息图的启示
66、如果关于绘制技法方面的内容再多一些就更好了
67、作为信息设计出身的人，需要认真研究这本书，当手册、字典一样常翻。

Page 10



《图解力》

精彩书评

1、通常，一本封面捉急的设计书还是不要看了。所谓一low万事休。封面不及格基本表明了编辑的水
平业余、作者的牌格不高。但这个规律不适用在图解力。一则，就后记而言，此书至少写于2010年前
，绘图风格在当时仍数上乘。二则，就作信息图的思考方法而言，图解力罕见的诠释了方法论和一副
信息图从构思到完整呈现的思考和绘制过程。三则，书中放在当下略微简陋的实例反而凸显了信息和
图层架构。从这个角度而言，可称上手奇书和灵感之源。翻此书的同期在重读原研哉的设计中的设计
。类型不一样的设计书，原研哉气质毕现，站在顶级的设计师立场上和读者讨论价值观。这本书接地
气，是很敬业的工具书，分享了不少商用的视觉传达技法。对要做交互稿和原型的其他岗位而言，书
中提到的很多原则也非常值得参考。
2、图解（Diagram）、图表（Chart）、表格（Table）、统计图（Graph）、地图（Map）和图形符号
（Pictogram），图解力这本书的副标题与其说是『跟顶级设计师学作信息图』，倒更像是跟顶级设计
师认识信息图。在学习制作方面，我认为木村博之以不同作品作为案例讲解信息图几大图解类型时，
确有加入不少实践经验和总结，但总体来说，本书更像是引见而非指导。每一部分的末尾木村博之单
独分享了对他产生过影响的设计师和他们的作品，这是书里比较有趣的部分，可以按图索骥查找更多
经典的信息图作品。一处不同的是在『地图』这章的中间部分，以相同样式编排，但没有归类到产生
了影响的设计师的方式介绍了一下哈利·贝克，这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创新性地改良了伦敦地铁路线
图的工程绘图师。在『统计图』中有大约三小节专门提到了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图表表现。有意思的
是全书只有这章以技巧为名讲解了信息图中会让人迷惑的技法。这即是提醒创作者在使用统计图元素
时务必注意相关要点，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统计图』本身是很容易被用来迷惑读者的。看完书后再
翻翻之前无论是花瓣还是微博上看到的许多中文信息图，其实都很难算是真正的信息图了。总体来说
这本书内容丰富，能让人读出木村博之诚恳的态度，全彩印加不大的字算得上是出版良心了。看到有
评论说书的封面不行，这个应该只是个人喜好问题了。
3、买这本书的时候，以为是以数据图表或交互设计为主，阅读后发现是信息呈现相关的各种艺术和
图形设计。但是读了一遍还是收获很多，算是意外的收获吧。书中针对的是从海报到插图再到图表等
各个领域的图形化信息呈现的技巧和知识。虽然驳杂，但是不肤浅。甚至每一个设计案例背后，可以
看出作者对案例涉及的领域本身都做了深入的学习了解。这种诚意非常让人敬佩。可以说这本身就是
对读者一个很好的示范。对我这个外行，阅读这些文字，欣赏玩味图例背后的故事，和它们呈现的信
息，已经值回票价。作为设计师的读物，这本书本身的排版，也是在平均水准之上的。张弛有度，疏
密相间。阅读起来美观大方，读者感觉放松友好。除了信息图的设计师，平常工作涉及软件设计、演
示文档、信息演示类软件开发等领域的人士，都可以阅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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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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