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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序言

现代设计领域涉及的研究对象可谓无所不包，上至航天飞机、宇宙飞船和空间站，下至芸芸众生

的服饰衣履、居家用品、交通工具、医疗设备，小至瓶瓶罐罐大到国土空间规划，范围之广，令人咂舌。

伴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经济文化的更嬗变迁，设计的学科性正在面临着不断消解，各设计门类

间的楚河汉界日益模糊，设计领域内部的穿插流动日趋频繁，新的跨界协作催生了新型设计实践，而

这一趋势将促使设计扮演的角色最终发生重大迁移。

设计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从诞生之时起便天然地牵涉了众多学科视角。就设计对象而言，从

早期的产品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平面设计、交通工具设计、医疗器械设计，到今日的信息设计、互动设

计、服务设计、组织设计、社会创新等可谓包罗万象；从设计学所涉及的学科来看，它与人机工程学、美

学、材料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密切关联；从设计哲学层面审视，设计具

有的修辞学理性论证功能和类似诗学的有序组织功能，使得经由设计这只“看不见的手”，设计对象呈

现出特定情境下的和谐性、连贯性和一致性特征，使之在应对当下层出不穷的新挑战时，善于提供更

灵活有效的解决方案。传统的设计“以学科为基础”转向当下“以问题或项目为根本”，设计不再受既

有理论模型和实践范式的羁绊，显现出“一切皆有可能”的开放性面相，它力求跨界整合不同学科的观

点和方法，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和设计流程，具体表现为对有形之“物”的设计逐渐转向对号称“万物尺

度”的“人”的研究。

自 20世纪迄今，现代设计作为从西洋或东洋的“舶来品”，历经痛苦而艰难的转型直至内化为我

们自身的血肉和脉搏。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不乏困惑与焦虑，但也夹杂着丰富的经验和深

刻的教训，今日回望，仍能获得某种程度的有益启示。

围绕“跨界视角下的设计研究”专题，本栏目刊发了系列论文，尝试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加以探索和

考察。文章编为两辑，各抒己见，希冀抛砖引玉，诚恳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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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中西文化交流视域下民国字体设计艺术的
“旧”与“新”

刘亚芳，李轶南
东南大学，南京 211189

摘要：研究民国字体设计中传统之“旧”与西方之“新”的融合，“旧”是“新”的基础，“新”是“旧”的突破，两者融会贯通，为民国时

期字体设计营造了多元化的氛围，并且为当下的字体设计提供了艺术借鉴价值。运用案例比较，归纳演绎等方法，通过分析民

国字体设计的时代文化背景，例举民国字体设计的风格种类，阐释民国时期对待古今中外的态度对当下字体设计的影响。传

统不是一味地继承，而是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形式，符合当下的时代精神。将本民族传统中的意蕴与西方新型的

技术与思想结合，可以创造出更加有意义，且富有时代精神的字体设计作品，成为引领时代精神文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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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Old”and“New”of the Font Design 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LIU Yafang, LI Yinan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search the fusion of traditional“old”(the basis of“new”) and western“new”(the breakthrough of

“old”) in the font desig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o as to create diversified atmosphere for such front design and provide artistic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urrent font design. Based on case comparison, inductive deduction and other methods, by analyzing the cul-

tural backgroun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 font design and exemplifying the types of styl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 font design,

the influence of the attitudes towards the ancient,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current font design was explained. Tradition was not just inherited blindly, but should create a new form on the basis of inheri-

tance, in lin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Combining the connotation in the national tradition with the new western technologies and

ideas can create a more meaningful font design work with zeitgeist, which becomes the core of leading the spirit and culture of the era.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nt design; zeitgeist;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民国时期，随着封建帝制被推翻，中西文化的交锋

在新文化运动后更为激烈，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及

文化正面临巨大的变迁及激烈的改革。按照结构主义

的概念，此时的中国，在各国层面，由内而外都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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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与“新”交替的强烈震荡，甚至连人们日常生活中

的各个细节都面临着旧有制度的濒临崩溃和新兴思想

技术的兴起。文字作为社会文化体现的重要部分，是

反映以及影响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字体设计是研究

文字的造型规律与视觉表现的一门艺术，同时也是信

息传递艺术中的符号性视觉语言。民国之前还没有出

现真正意义上的字体设计，即对字体的形式和规律的

研究。从甲骨文开始，中国古代文字以毛笔形式的手

写体为主，包括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直到

唐代之后由于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发展出

了最初的印刷字体，为民国时期的宋体、黑体等奠定了

基础。民国时期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字体设计，

这不是孤立存在的，这和当时的社会发展，包括经济、

技术、民众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以及审美等都有密不

可分的关系。在经济方面，辛亥革命唤醒了一批年轻

有为的资本家，促进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

社会经济的进步。在思想领域方面，五四运动的开展，

向中国引入了西方的潮流，使民众对科学、体制有了更

深层的了解。当时的艺术家、学者普遍受到了欧洲、美

洲、日本等先进思想的影响。在技术方面，印刷技术的

更新，也为印刷业以及字体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

机。民国是一个革故鼎新的迭代转型时期，字体形式

的推陈出新正好折射出新旧社会激烈更替的五彩斑斓

之景。

一、民国时期字体设计的发展背景

按照“无意识结构”的概念，设计作为社会元素的

一部分，推动着社会各要素的发展。换言之，社会的各

个要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也时刻推动着设

计的发展。民国时期，由于西方先进印刷技术和各种

艺术设计运动的传入，加之国内设计启蒙运动的开始，

这个时期的字体设计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峥嵘景象。

（一）国内印刷业发展的影响

西方先进技术的引进，为国内印刷业的发展提供

了契机。各种印刷品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为民国

字体设计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民国之前中国已

经发展了印刷术，以唐代的雕版印刷术和宋代的活字

印刷术为主，也正是因为技术的革新，中国文字开始从

毛笔形式的书法体转变为以宋体、黑体为代表的印刷

体。但是到民国时期，受到西方思想和技术的影响，中

国开始进入现代设计时期，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和活字

印刷术的效率已经不能满足这个时期社会的工业化发

展以及印刷业的需求。一方面，从李常旭的《印刷术与

社会》一文可知，传统的印刷术是专制时代的产物，虽

有发明，但仅限于御用，适用范围狭窄，并没有使技术

传播到民间，供大众使用，因此无法满足现代时期城市

化发展带来的需求。另一方面，传统印刷术之所以无

法适应于民国时期的发展是从经济成本方面考虑的，

活字印刷术印刷效率较低，成本过高，无法满足民国时

期对于印刷制品的大量需求[1]，因此清末西方印刷技

术的传入，成为了中国印刷业进入革新转折时期的重

要因素。欧洲的印刷技术，包括凸面版印刷术、平面版

印刷术、照相制版术、凹面版印刷术等，为中国的印刷

业带来了机器印刷、铅字编排，因其技术精微，所以能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印刷术发展的结果是各种出版物的产生，在中国

社会转型时期，新式印刷出版物层出不穷，包括大量书

籍、海报、报纸、杂志等。因此为了适应新式机械化印

刷的环境以及新的装订方式，民国时期各具特色的字

体设计应运而生，如宋体、黑体等广泛普及的印刷体，

以及后来发展的带有功能和装饰意义的美术字。除此

之外，民国作为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新式教育的普及

尤为重要，培养新式人才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步

骤。大众对于知识增益的渴求使得物美价廉的书籍与

报刊日益成为当时的重要媒介，因此，有助于推动教育

普及的印刷物的出版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活动。在此

基础上，民国时期的印刷业和出版业相得益彰、珠联璧

合，使得这一时期的民营出版业呈现出跃进式发展，相

继出现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型印刷出版机构，

这对于新式教育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二）国内设计启蒙思想的影响

20世纪 30年代，各种西方设计思潮蜂拥而入，国

内受其影响也逐渐开始了“启蒙”之路。在教育界，学

者们积极推行设计教育，陈之佛作为中国第一个研究

“图案学”的学者，指出设计图样时必须考虑美和实用

的关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的物品，乃是合时宜，

适应于人生的制品。此外，蔡元培通过发表《以美育代

宗教说》表明美育推行的重要性，所谓美育，归宿于城

市的美化。希望通过教育提高社会素质，让国民在公

共环境中，实践对他人有礼貌并融洽相处的行为操守
[2]。先从外在礼仪教育出发，继而潜移默化，使中国国

民确立出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伦理”意识。作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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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之一，在他的领导下，引进了

开放的学风，开始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学方

针。

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受到

西方先进思想的洗礼，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氧气，

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为新设计思潮在中国传播

奠定了基础。以“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风

格派”、“构成主义”等为主的设计思想在当时设计艺术

家们之间普及。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先

进分子因为恐惧会产生一些偏激思想，对西方文化和

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存在绝对否定或肯定的态度。事实

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取长补短才能共同进步。新文

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鲁迅曾通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表明了其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即对于传

统文化的“旧”应秉承采取的态度，采取不是模仿，必有

所删除；对于西方文化的“新”也应抛开恐惧而又勉强

学习的矛盾态度，将其作为传统文化的增益，带来的结

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到了鲁迅时期，中国

文化已由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渐变为对中国的现

代化反思了[2]。

新文化运动改变了社会的发展面貌，大众思想逐

渐被开化，视野也逐渐扩大，为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

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在此基础上，全国各地的

进步报刊、书籍、团体等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作为

视觉传达的主要因素之一，文字设计开始占主要地位，

逐步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包括排版方式和字体类型

等都进入革新时期，呈现出包罗万象的面貌。新文化

运动的深入与新思想的涌入，为字体设计的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土壤。

（三）西方现代设计风格引进的影响

十九世纪中期，为了使设计能适应大工业生产，西

方以英国为主开始了工艺美术运动，受到拉斯金“道德

主义”的影响，主张走实用艺术路线，强调设计的诚实

性，师法自然，强调技术与艺术相结合。十九世纪末

期，受到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的影响，以法国为首，西

方各国相继开始了“新艺术运动”，开创了全新的自然

风格，注重了装饰性，并为后来的现代主义奠定了基

础。在这两个运动的影响下，民国时期的文字设计开

始注重设计本身的结构以及装饰的处理，不少文字设

计开始运用自然风格表达文字本身的含义。如 1926

年由鲁迅亲自设计的出版的《而已集》（见图 1），期刊

名“而已集”三个字的设计就尤为特别，形态特异的字

体既完成了作为功能符号传递信息的作用，也极具有

形式符号装饰性的意义 [3]。整体设计以点线装饰为

主，曲线的运用以及黑白的对比关系都反映出了“新艺

术运动”的自然主义特征。而且“鲁迅而已集”这五个

字脱离了传统期刊标题字体大小一致的规范，表现出

错落有致的特征，如以“鲁”字为标准，“迅”字则较短，

“而已”两字叠成一个字的形式，而“集”下方笔划呈拉

长状态，这种变化中的平衡赋予设计耐人寻味的氛

围。除此之外，1944年出版的《美文集》（见图 2）也是

整体以自然主义曲线风格装饰为主，极富趣味性，这种

曲线风格也具有“新艺术运动”的自然主义特征。刊名

“美文集”三个字的笔划都包含了曲线元素，且体量均

衡，形式统一，营造出温婉和谐的氛围。

20世纪初期以“形式服从功能”为主的现代主义

开始盛行，荷兰“风格派”、俄国“构成主义”以及德国

“包豪斯”等都对民国文字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风

格派抛弃了所有传统风格，强调绝对抽象原则，主张运

用非具象几何形以及简单颜色，即三原色或三非色。

图1 《而已集》 图2 《美文集》 图3 《爱罗先珂童话集》 图4 《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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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主义则倡导艺术的实用性，主张从结构本身出发，

强调了构成的重要性。1919年成立的包豪斯学院，作

为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学院，是德国甚至欧洲现

代主义的集中体现。学校教育宗旨提倡技术与艺术相

结合，反对为了装饰的纯艺术，强调走实用艺术道路，

具有理性化、几何化、功能化等特点。在这三种思想的

倡导下，民国文字设计开始注重文字结构的组合，并运

用几何形表达方式，简化繁杂的字体笔划，使字体更具

有时代感。如由鲁迅翻译出版的《爱罗先珂童话集》

（见图3），刊名这几个字极具现代风格，更注重其理性

主义和实用功能，笔画粗细一致且没有任何笔锋、装饰

角和衬线，借鉴了包豪斯的无衬线字体特征，且某些笔

划的端点或转折处被设计为圆点的形式，字体整体横

竖宽度较为统一，总的来讲字体设计氛围稳重大方，同

时也避免了机械死板[3]。此外，郑伯奇的戏剧与小说

合集《抗争》（见图4）的封面刊名“抗争”二字极具有现

代感，部分笔划变成三角形，象征了抗争性。几何形的

运用以及抗争性的象征都颇具有构成主义的韵味。

二、民国时期字体设计的风格呈现

民国是一个承上启下，中西交流的时代，因此此时

的字体设计既保留了中国传统形式的“旧”，也汲取了

西方文化形式的“新”，从而发展出了包括美术字体、书

法字体以及印刷字体等众多字体设计形式。

（一）传统书法字体的“旧”之传承

民国时期书法运用的领域十分广泛，书法字体很

多时候直接被运用到各类型设计中。书法通过线条的

转变、墨色的浓淡、结构的曲直转折等，来抒发作者的

心中所想；再者，由于象形文字的特质，以及书法表现

所需工具的特殊性，使得书法字体视觉表现形式的多

样化。书法是对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精气神的一种诠

释，表现出了中国特有的意境美与含蓄美，这种表现是

自由的，无拘无束的。传统书法字体在民国时期的书

籍设计、海报设计以及商标设计等都有广泛应用。

首先，在书籍杂志方面，《东方杂志》作为中国早期

以西方新技术印制的洋式订装杂志，在封面视觉元素

方面既借鉴了国际艺术风格，也采取了中国传统元素，

具有浓郁的东方风格。如封面字体设计就继承了中国

传统书法的精神，可分为三个时期：在早期时结构严

谨、笔划平直的楷书和苍劲古朴、宽博厚重的隶书平分

秋色，如第一卷（见图 5）的刊名运用了类似于“馆阁

体”的楷书，第二卷（见图6）则运用了汉隶书字体。中

期以古朴而雄浑的魏碑和隶书为主，如第八卷的刊

名。后期以古拙多变，装饰性强的篆书独领风骚，如第

三十一卷刊名（见图 7）[4]。其次，在海报方面，民国时

期有些电影海报字体设计会直接采用书法字体，通过

书写者的名气来提升影片的附加值。如1925年的《立

地成佛》，片名由书法名家萧娴所题写，并在左下角附

有书法家的落款与印章，整个海报如一幅完整的书法

作品。还有 1934年的《渔光曲》（见图 8），其电影海报

就直接采用了手写魏碑书体作为片名字体[5]。

（二）现代美术字体的“新”之突破

设计作为引领社会文化的核心力量，其价值在于

符合时代精神，强调设计在传承的基础上应该契合当

下的技术与文化，达到创新的突破。民国字体设计由

于受到印刷技术与西方现代设计文化的影响，衍生出

了印刷字体和美术字体设计。

1. 印刷字设计的普及性

民国的印刷字体设计以黑体、宋体、仿宋体居多，

设计师会对其结构、笔画等做出适当的调整，以期更符

合主题的需求。与书法题名相比，印刷字体清晰易读，

字形规范端正，社会政治类刊物与文学类著作的封面

图7 《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 图8 《渔光曲》图5 《东方杂志》第一卷 图6 《东方杂志》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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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使用较多。正规宋体字字形端正，刚劲有力，比

例均衡，非常适合正文运用，符合文学类书刊的气质。

例如《结婚的幸福》、《牛骨集》、《守望莱茵河》、《生命的

0度》这四本书的刊名都直接采用了宋体字的形式，更

能凸显这些书籍的文学气息[6]。除此之外，仿宋体也

成为民国时期常用的书刊名字体，其字形较为瘦长，相

较于宋体印刷体的感觉来讲，仿宋体注重结构造型，更

富有楷书一般的书法体的韵味，更能将书籍的书卷气

息展现出来。如《桃色的云》（见图9）是鲁迅翻译的俄

罗斯童话作家爱罗先珂的三幕童话剧。其封面设计一

方面，在外国文学的封面上加入了表现吉祥韵味的中

国云气纹，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不失简洁典

雅。另一方面，书籍名字“桃色的云”则运用了仿宋体

字，无论是排版还是字形都将这种简洁大气推向了高

潮。因其字体结构较为方正，富有楷书般的书法体韵

味，排版上空间较为宽松，且不失整齐利落，整体将素

淡、大气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黑体字是在近

代出现的一种新型字体,因其整体方正规整而著名。

其基本特征表现为横竖笔划粗细视觉一致，平头齐尾，

方正有度，无多余装饰且黑白均匀，整体感觉简洁醒

目，如《第一次爱》（见图10）封面中的“第一次爱”使用

印刷黑体字，摆放在漫画的下方，将漫画的意思直接点明。

2. 美术字设计的多样性

民国时期的美术字设计又可称之为是对汉字的创

意设计，一方面是受到印刷技术的影响，字体设计应与

时俱进呈现出多样的效果；另一方面，19世纪末 20世

纪初，受到西方工艺美术运动、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

人们开始关注字体设计本身结构和形式的关系。这使

得中国汉字字体设计结构由传统的线条结构向以点线

面为特征的构成关系转变，同时也更加注重理性思维，

因此产生了美术字设计崭新的一面。

美术字设计可大致分为宋体美术字、黑体美术字、

宋体和黑体相融合美术字，以及装饰性美术字。第一

类宋体美术字，即标准宋体字的变体。在保留标准宋

体字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对某些笔划进行抽象几何化

处理。包括拉长或压扁字形长度，以及笔划加粗或变

细，甚至对某些笔划端部或拐角处进行了细微变化，使

整体更富有艺术质感。例如《复活》（见图 11）的书刊

名设计，整体保留了宋体的形式与结构，在细节上进行

了小幅度调整，对装饰角的圆滑处理和整体字体形状

的拉长，使文字显得更加修长、娟秀。《欧洲大战与文

学》（见图12）的封面书名字体，在宋体字的基础上，变

体幅度较大，字体形状明显拉长，笔画横竖的粗细对比

明显减弱，除此之外文字大小不一，产生强烈的律动

感，与书名内容形成呼应。1943 年新出版的《复活》

（见图13），书刊名字体设计相较于前一版几何化特征

更明显，一方面简化了字体的横竖笔画，另一方面笔画

细节处被修整得更加方正，整体的字形饱满厚重，又不

失美感。

第二类黑体美术字，即标准黑体字的变体，在黑体

字的基础上大胆改革，更富有表现力，笔画更加简易，

字体形状和结构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理性化、几何

化，同时又富含中国意涵，避免设计过分机械化。例如

《时代中国》（见图 14）的书刊名，笔画被明显加粗，字

体结构内部空间被减小，使得字体整体感觉更加紧凑

完整。笔画更多以几何体块形式为主，使得整体字体

更加敦厚、有质感，富有力度与时代感。《现代》（见图

15）的封面设计，受到构成主义抽象几何的影响，“现

代”二字在黑体字的基础上，笔画更加简洁粗壮，结构

方正，营造一种端庄正派且富有时代感的氛围，同时质

朴而醒目，使读者回味无穷。除了书籍之外，在民国商

标方面，也有运用黑体美术字来增加表现力的案例。

图9 《桃色的云》 图10 《第一次爱》 图11 《复活》 图12 《欧洲大战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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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海牌刨烟刀”品牌，其商标中的“上海”二字就是

在黑体字的基础上，对字体笔画和结构进行了几何化

处理，使得整个字体外形更加方正且有力度（见图16）[7]。

第三类则是宋体字与黑体字相融合的美术字，这

种字体设计同时融合了宋体字的秀丽和黑体字的端

正。如《现代艺术》（见图 17）一方面运用了黑体平头

平尾的结构，使整体更加完整平齐；另一方面，在笔画

细节处又保留了宋体的撇与捺的韵律，使得整体富有

时代感、庄重感的同时，又富含东方美感和意蕴。

第四类装饰性美术字，就是几乎脱离了宋体、黑体

的形式。设计者受到当时西方工艺美术运动和“新艺

术运动”的影响，在字体结构的基础上更追求字体设计

的装饰效果。字体本身的形式和结构变化更加丰富，

富有装饰艺术性韵律。如鲁迅的《小彼得》（见图 18）

的封面，“小彼得”三字具有明显的新艺术自然风格，笔

画尾部模仿自然藤蔓的卷曲弧度，更富有自然倾向和

装饰性。《冬天的春笑》（见图19）封面刊名这几个字打

破了汉字固有的结构，将图案融入其中，笔画灵活多

变，粗细对比明显，字体大小之间也有差异，营造非对

称的灵动美感，使整体更富有创意性和趣味性[3]。民

国时期字体设计的主要类型见表1。

三、结语

民国时期的字体设计是传统文化自我觉醒和时代

发展的产物，传统不是一味地继承“旧”，也不是彻底地

隔断历史，而是要有选择性地“采取”，并结合时代文化

精神，创造出“新”的结构形式。当下字体设计应做到

“古—今”、“中—西”融会贯通，立足于本土文化，排除

恐惧矛盾心理，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思想，为设计

营造多元化氛围，从而使本土民族化与国际化相融合，

让中国字体设计立于世界字体设计之林。

民国时期承上启下、中西交流的特殊历史性，使得

这个时期的设计文化蓬勃发展。字体是重要的视觉文

化符号，而字体设计更是整个民国时期的设计文化的

缩影。对其进行系统化的梳理、整合、研究，不仅有助

于后世对民国设计有具体的了解，更是为当代的设计

图17 《现代艺术》 图18 《小彼得》

图15 《现代》 图16 “上海牌刨烟刀”商

标的“海”字

图19 《冬天的春笑》

图13 《复活》 图14 《时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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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民国时期字体设计的主要类型

字体设计类型

书法美术字

宋体字

变形的宋体美术字

仿宋体字

黑体字

变形的黑体美术字

装饰性美术字

特征

字体继承了传统书法的特征，在传统书法意蕴

美的基础上，对部分笔划进行了修改

笔划横竖粗细不一致，而且一般是横划较细，竖

划较粗，点、撇、捺、钩等笔画有尖端，属于衬线

字体 ，常出现于书籍、杂志、报纸印刷的正文排

版

在标准宋体字的基础上对笔划结构比例等进行

细微、适当的调整。具体为压扁或拉长字形；对

笔划的粗细进行加粗或变细处理；对横划末尾

的顿头以及弯角上的顿角进行变化

仿宋体采用宋体结构、楷书笔画，富含书法体的

韵味，整体较为清秀挺拔，笔划横竖粗细视觉一

致，常用于排印副标题、诗词短文、批注、引文

等，在一些读物中也用来排印正文部分

整体笔划视觉一致，平头齐尾，方正规范，点、

撇、捺、挑、勾呈现方形特征。字形上进行压扁

或拉长处理

在标准黑体字的基础上，对笔划结构、比例、粗

细等进行适当的调整或将某些笔划进行几何抽

象化处理

笔划特征丰富，借鉴“新艺术运动”和“工艺美术

运动”等的特征，可将笔划变成点、曲线、折线、

图案等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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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提够了宝贵的借鉴价值，排除了由于中西交流带来

的对“旧”与“新”的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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