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语境下的文字设计

专题序言

在清末民国的历史时期，美术字作为文字设计的一种类型，其设计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时代

特色，具有研究价值。它反映了设计受到社会发展、社会思潮、经济条件、技术进步、文化融合等多种制

约条件下的发展脉络。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演进中，随着社会需求的发展，美术字应运而生并大量设

计和应用，而书刊设计里的美术字不仅展示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为梳理总结清末民国的美术字范式提

供案例，也为当今字体设计的传承发展提供灵感与启迪。《融合与更新——复合语境下民国美术字的诞

生及演进》注重历史脉络的梳理，让读者看到设计背后的逻辑，探讨美术字的诞生与发展与其所在的社

会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联性。《历史的回响：清末民国书刊设计对今日字体创新的影响》则注重传统脉

络的延续与创新的融合，思考在新的技术发展和媒介条件下字体设计发展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又

是受到了清末民国美术字的古与今、东与西、象与意等对立统一的启发，正如作者提出的找到复古与创

新之间的平衡点。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地书写未来，梳理脉络是为了更清晰地找到路径，在新时代设

计的新篇章中，设计文脉的传承和积累是必修之课，而创新实验则是前行的加分项，这两篇论文正是基

于这方面实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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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与更新——复合语境下民国美术字的诞生及演进

宁静，吴炜晨
中国美术学院，杭州 310024

摘要：以民国时期的美术字设计为对象进行研究，在工艺美术史、世界史、社会史构成的复合语境中，描述民国美术字设计形态

的产生与变化的复杂面貌，探索其历史意义与文化内涵，从而揭示这一阶段的字体形态设计对中国当代字体设计的启示意

义。运用文献考据与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将设计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以民国时期社会制度、科学技术、社会思潮的发展变迁

为背景，以民国美术字为主要线索，通过分析国内变化与国际影响两个方面作用下的美术字历史样貌，进行美术字设计主体特

征、方式变化、代表作品比较等方面的梳理，勾勒民国时期美术字设计的诞生及演进。美术字的诞生和发展与其所在的社会与

文化环境息息相关。它呈现出高度的时代特征，同时也与自身文化结合发展成为当代字体设计宝贵的经验来源，对当代字体

设计有着高度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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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 and Renewal: The Birth and Evolution of Artistic Calligraph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Compound Context
NING Jing, WU Weichen
China Academy of Art, Hangzhou 31002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design of artistic calligraph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the

history of arts and crafts, world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the complex appearance of the emergence and change of the design form

of fine ar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e described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re explored, to reveal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font form design in this period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font design. By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analysis, the design history is combined with soci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social syst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re taken a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artistic calligraphy

of publica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is adopted as the main clue.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appearance of artistic

calligraph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anges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the main character, the change of mode, the

comparison of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other aspects of fine art design are clarified, and the birth and evolution of artistic

calligraphy desig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e outlined.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artistic calligraph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which shows a high degree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is combined with its own

culture to develop into a valuable source of experience for contemporary font design, and has a high reference role for

contemporary fon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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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深入观察中国的平面设计历史时，可以清

晰地看到每一个关键的发展转变都与时代和社会的巨

变紧密相连。字体设计，作为平面设计中的核心部分，

与国家的成长、经济的演变、文化的发展、思想的革新

紧密相连。

在设计史与社会发展史的综合考量下，将字体设

计的研究视野聚焦于辛亥革命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间的民国时期（1912—1949年）。在短短的 37

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帝国侵犯、军阀割据、人民革命

等巨大震荡。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发生

了雷霆万钧的变化，旧有制度濒临崩溃、新思想不断碰

撞、新兴技术崛起。从历史线索来看，中华民国破土而

出，清王朝腐败无能的政治管理落下帷幕，五千年封建

社会分崩瓦解。在经济方面，辛亥革命唤醒了一批年

轻有为的民族资本家，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资金的支

持与技术的引进，为印刷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各种刊

物如雨后春笋般纷纷与读者见面。同一时期，西方思

想的传播，中西文化的交锋，致使中国出现现代与封建

并存，先进与守旧抗争的杂乱局面。在文化思想领域，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把中国文化劈成了新、

旧两个世界，青年学者带着西学东渐的潮流不断探索

实践，与陈旧文化碰撞引发更多的思想激荡，这股浪潮

更是推动了书籍杂志，报刊小报等出版业的繁荣发

展。这一切都为书刊字体设计提供了丰沃的土壤。白

话文等通俗文化的快速崛起，为中国汉字带来了更具

生活审美、更轻松自在的造型和充满浓烈的装饰色彩

的创新字体。当时人们把这种带有装饰性和“图案化”

特质的新型字体，形象地称作“图案字”。《中国美术字

史图说》将这种字体定义为美术字，称其是“一种与日

常应用文字、书法艺术有别的，字体本身经过装饰，并

能对所负载体环境产生美化作用的图案性文字”[1]。

在《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中，对“美术字”的注释更为

简明扼要，“美术字”广义指一切具有装饰与美化作用

的文字图形。指那些比日常书写与印刷标准字体经过

更多美化加工的字体[2]。

一、时代更迭下的美术字诞生

尽管民国时期相对较短，但它代表了我国历史上

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政治局

势的不稳定，美术字在当时的期刊和杂志中的发展及

文化形态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的成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个领域陆续发布了各

种政策和法令，社会各领域迅速发展起来，文化亦呈现

多元并发之繁荣局面，良好地推动着书刊杂志蓬勃发

展，使美术字这一新字体设计形式于书刊杂志之转型

中不断迭新。

直到国民政府建立，与过去相比较为安定的政局，

使各种期刊和杂志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氛围中

得到充实和发展。民国期间，字体设计经历了一个转

型阶段，而美术字在这一时期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

点和民族特色。

（一）文化运动与设计启蒙思想

在北洋军阀统治初期，中国笼罩在一片暗淡之中，

孕育出了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倡导科学，反对封建，

在思想混乱中犹如一缕清风，驱散陈腐的束缚，激发民

众的觉醒。新文化运动挑战了旧有的文化传统，提倡

个性自由和人的解放，通过大力推崇民主与科学的观

念，彻底抛弃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残留，成为一场深刻的

思想文化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鲁迅先生，在接受《救

亡情报》的记者采访时，公开提到“汉字不灭，中华必

亡”，认为复杂的繁体汉字对知识技术的传播、思想文

化的进步带来了困境，不破不立，只有先一步将汉字进

行革新，才能更快地推动民族的前进与发展。“汉字不

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很多人民与先进文

化隔离，国人不会理解自己所受到的压榨也不会理解

民族危机，我主张以新文字代替阻碍人民进步的汉

字。譬如说一个小孩子要写一个生薑的[薑]字或一个

[鸾]字到方格子里面去，能够不偏不歪，不写出格子外

面去，也得要花一年功夫，你想汉字麻烦不麻烦？”[3]。

繁体字冗杂的结构不利思想与文化传播，相比之下简

体字与白话文更易于人民学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

有所删除，对于西方文化亦应将其看作可以为传统文

化带来益处的存在。”这些观点推动了对中国汉字造字

与使用的翻天覆地的变革。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不仅拓展了公众的思考模

式，还为先进思想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在文化启

蒙背景下，中国传统书法也受到了西方绘画、文学等艺

术思潮影响，出现了许多创新形式和内容。随着汉字

设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及国内启蒙运动的深化

和新思想的引入，这些因素共同为民国时代美术字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救亡图存的年代，文字形

式的选用已经超越其原本的实用目的，被赋予了文化

启蒙、精神塑造、意识形态建设等多重含义[4]。

五四运动之后，“民主”和“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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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思想传播的过程中，大量书籍和期刊出版发挥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迅速繁荣，出

版印刷业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代。期刊数量“暴增”，

1919—1920年，仅2年时间就新增近百种，1921—1927

年春，仅各党派所办的期刊就多达500种[5]。书刊杂志

封面设计的市场需求急剧上升，艺术风格的多样性逐

渐显现。从清朝末期开始，书籍和杂志封面的现代化

进程就已经展开，到民国初期，这一进程已经取得了不

小的进展。

五四运动之后，是民国书刊杂志字体设计最为繁

荣和活跃的时期。封面设计的领域经历了中外众多不

同风格的视觉元素和设计形式的集结，形成百花齐放

的局面，封面设计的发展必然也促进书刊文字设计的

进步，美术字在书刊中的应用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

展阶段：在民国初期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新文化运动期

间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并在五四运动后达到了书刊美

术字设计的高峰，见图1~2。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拓宽了大众的思维方式，

为先进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汉字的设计开始受到

重视，国内启蒙运动的深入和新思想的传入，为民国时

期美术字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二）印刷业发展影响

印刷术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最早在唐代

通过雕版印刷实现。后来，在北宋时期，毕昇发明活字

印刷技术，新印刷方式产生并传至他国。在印刷技术

革新的推动下，对于汉字的使用从传统的毛笔书写扩

展到印刷字体形式。传统的印刷技术为汉字创造了独

特的设计思维和形态，而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技术的

涌现为汉字设计带来了新的展现方式，字体的设计思

维也开始变得更加活跃。

随着印刷业的不断扩张与发展，传统的雕版印刷

与活字印刷因效率低下、成本过高，逐渐无法满足其需

求。清末时期铜合金活字印刷技术被引进到中国。随

后，照相制版、凹版印刷、凸版印刷和平面版印刷等技

术为中国的印刷行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也为民国

时期出版物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技术进步也使字

体形态逐渐趋向规范化，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印

刷字体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民国时期的汉字从应

用书法转向了实用性与统一性的字体设计。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民族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各行各业突飞

猛进，快速崛起，其中出版印刷行业的发展尤为突出。

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商务印书馆创立于

1897年，此后40年间在各开埠城市持续涌现多家经典

出版机构。新文化运动之后，大批西方设计风格与

书籍作品涌入国内，为国内的出版行业也带来了更

为全新的角度。民国时期，工商业发展技术的成熟

使书刊样貌有了更多元的呈现，新材料新体制给书

刊文字设计提供了更多更新的运用空间。新观念的

产生新思潮的出现也使书刊文字设计得到更多关注

和更深突破。

回望这一时期的国内发展，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

动扩宽了民众思维，为美术字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印

刷业迅速发展的结果是大量书籍、杂志出版物层出不

穷，为了适应新式机械印刷方式、环境和装订方式等，

美术字也随着历史潮流不断向前发展迈进。正如我

国美术字设计先驱钱君匋在《新时代图案文字集》中所

写的：“近年来我国的出版界及商店的招贴和装饰上

都运用着一种新字体，一种应该称之为图案文字——

现在更其盛行。差不多到处可以看见棱模或婉转的

姿态的字了”[6]。民国时期美术字成为时代风格、时

代思潮的代表，以一种全新的视觉语言突破大众陈旧

思维，在时代风流的裹挟下，快速地在全国各行业生根

发芽、繁荣发展。

（三）西学东渐的文化推动

美术字设计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而萌发。在“西

学东渐”背景下，大批的西方艺术与设计作品流入中

国，留洋的青年学子们吸纳西方新式思想，携带全新的

艺术观念与形式返回国内，在推动思想与技术传播的

过程中，众多书刊杂志的设计也有了巨大的革新。在

这一学习借鉴过程中，与结构单一，数量较少的拉丁文

字相比，组织繁杂数量庞大的中文字的美术化发展更

加艰难而波折。

图1 钱君匋设计《教育杂志》 图2 鲁迅设计《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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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书籍设计范式的转变使文字的视觉功

能由传统的阅读性与书写性，向更具审美化与识别化

的方向拓展，美术字逐步取代书法字体在书刊展示设

计中被广泛应用。美术字作为抽象的视觉符号，横、

竖、撇、捺各个笔画都要纳入整体的规划和设计中，民

国学者在尝试与摸索中不断结合西方设计与艺术的

手法，新旧合并、中西融合，努力以新兴的样貌吸引读

者传递思想。

民国时期是一个历史交汇，朝代更迭的年代，这个

时期的美术字设计既融合西方的艺术观念和形式、汲

取西方设计思潮，又与中国传统的书写方式、书法艺术

相结合，在两种文化的交融更迭里不断发展，呈现出丰

富多彩的艺术风格特征。不断更新再设计的这些美术

字频繁出现在报纸标题、书籍封面、文章标题中，体现

了民国时期学者们充满理性主义的实践创新精神，同

样以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影响着大众思想。这些与传统

书法在外观设计、字体构造和笔画设计等方面有着显

著差异的新字体，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已经崭露头

角，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设计形式和发展方向。

二、装饰风格的影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众多青年学子前往欧洲留

学，他们学习西方的艺术风格与精神并将其带回中

国。五四运动以后，大量国外艺术与设计作品进入中

国，与之相关的思潮也大批量涌入，工艺美术运动与新

艺术运动所强调的“装饰、结构、功能的整体性”也极大

地影响了民国时期的字体设计。

工业革命以后，维多利亚时期繁复的装饰系统与

大批量的工业化生产产生冲突。一场关于设计与产

业的改良运动——工艺美术运动（The Arts & Crafts

Movement）于 19 世纪末期拉开帷幕。工业文明的推

进与扩张，同样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形态，觉醒

的时人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这也推进了民

国时期对外学习的步伐。

1895年左右“新艺术”之风自法国兴起，逐步席卷

至欧洲、美洲的多个国家，成为一场影响广泛的国际设

计运动。它继承了工艺美术运动的理念，承上启下，反

对过度装饰的维多利亚时期风格，同时也对大工业生

产所造成的粗糙刻板的形态进行抨击，热衷于表现更

加自然、有机的形态与曲线，汲取动物、植物等自然形

态中的灵感。强烈的自然主义特征也在这一时期被应

用于字体设计及内涵表达上。例如，德国平面设计师

奥托·艾克曼设计的字体（见图3）线条自然流畅、纤细

柔软，流动的曲线形态形似柔软的花枝。其设计作品

多数富有自然主义特征，字体的笔画兼具粗细变化和

轻盈的弧度，生动而富有装饰性，字形中可见植物卷曲

又舒展的叶脉，也能窥得动物颈项的优美弧度。

受工艺美术运动与新艺术运动的影响，国内的书

刊封面字体设计也出现极具形式符号的装饰意味，

1926年由鲁迅先生出版设计的期刊《而已集》（见图4），

封面字体大小各异，以曲线形态和点、线元素进行装

饰，文字排布错落有致，单个字符或拉长或挤压或叠

放，形成一种视觉的平衡。出版于1994年的《美文集》

也体现了新艺术运动的自然主义特征，曲线形态的字

体体量均衡生动优美。诞生于 1930年的《萌芽月刊》

（见图 5）也由鲁迅先生进行封面美术字设计，刊名字

体外方内圆，既拥有木刻风格的质拙，又有圆润柔滑的

曲线，兼具复古与时尚。

20世纪 20—30年代的法国，装饰艺术运动盛行，

巴黎是这场运动的中心。举行于1925年的“国际装饰

艺术与现代工业展览会”是法国装饰艺术运动成果的

集中展示，该设计艺术运动也因此而得名。该设计融

图3 Jugend杂志封面 图4 《而已集》封面 图5 《萌芽月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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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了手工艺与工业化的双重属性，并从折中主义的角

度出发，试图将奢华和细致的手工艺与代表未来工业

化的元素融为一体，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设计风格，

其中大量使用了几何形状及绚丽的色彩作为其设计的

造型语言。

在装饰艺术运动中，字体设计的显著特点包括粗

壮有力的黑色线条，图形化的造型和平行的装饰线

条。法国的设计师“A.M.卡桑德拉”设计的一款名为

彼夫体（见图6）的字体，以其几何形状的装饰元素，成

为当时广受欢迎的经典字体。它直线和几何块面的结

合，融合了时尚和现代的元素，很快在国际盛行开来并

传入上海。在1930年，张光宇先生设计的《时代》画报

的标题（见图 7）与彼夫体有许多相似之处，它减少了

细线的使用，使线条与块面的对比显得更为和谐，为观

者带来了更多的视觉深度。后钱君匋的设计作品中也

不乏装饰艺术风格的体现，如《蜜桑索罗普之夜》美术

字设计（见图8），其笔画的结尾和转折都是统一的，与

新艺术运动中明显的曲线和图形化线条形成鲜明对

比，既清晰又具有装饰性。

三、功能主义风潮

20世纪初期，风格派、构成主义和包豪斯设计理

念引发了关于实用性与功能性的思考。与工艺美术运

动、新艺术运动和装饰主义运动所不同的是，这些设计

思潮不再追求过多的装饰，以几何、线条为主，视觉上

更加有条理、秩序。“形式服从功能”为主的现代主义盛

行，通过出版物的传播、海外归国教师和外籍教师示范

等传入中国，对民国文字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俄国的构成主义设计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前后在俄国一小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当中产生的前卫艺

术运动和设计运动[7]。构成主义的观点更多的是对工

业科技成果的高度赞誉，并强调作品设计的实用性。

这个以工业制造为核心的观念，催生了一种对抽象形

态和几何图形的美学追求。

吸收构成主义设计理念的民国时期美术字，不再

受传统笔画的束缚，而是有选择地变化其中某些笔画

为三角形、圆形等几何图形，用图形的替换做为装饰。

构成主义风格的民国时期美术字从视觉上带给人们一

种现代感，其意图不仅是在装饰、美观上，而且是借着

带有工业文明的形式来批判旧文化，召唤新文化，这也

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一致[8]。例如，郑柏奇的戏

剧小说合集《抗争》（见图 9），封面美术字将部分笔画

置换为尖锐的三角形与硬朗粗犷的字体结合，这一改

动不仅在艺术风格上给予人现代感，同时又与书刊的

整体主题相互呼应。

在1929年《苏俄小说专号》封面设计（见图10）中，

钱君匋先生致敬并学习了俄国的设计师亚历山大·罗

德钦科的设计作品（见图 11），运用无衬线体的“文学

周刊”四字置于背景，字体结构结实笔画疏密得当，以

黑色字体叠压印刷书籍名称，整体设计简约清晰，具有

高度的审美性和醒目性。

荷兰的“风格派”形成于 1917年夏天。风格派排

斥写实具象的东西，主张绝对抽象原则，用几何抽象

图形来体现和谐的美感，代表人物有蒙德里安、杜斯

伯格等。

风格派的字体设计遵循特奥·凡·杜斯伯格的设计

风格特征，将简单的几何化单体进行排列组合，在保持

可识别性的前提下，形成相对独立的全新的结构。例

如，荷兰《风格》杂志（见图 12）的封面字体，以不同重

量的矩形拼合成字母，所有文字结构都以抽象的黑体

无衬线体来体现。

在风格派设计的影响下，民国时期出现了以块面

图6 彼夫体 图7 《时代》画报 图8 《蜜桑索罗普之夜》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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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结构为主要形式的美术字。钱君匋先生设计的

《申时电讯社创立十周年特刊》（见图 13）的封面美术

字，运用了风格派的几何图形原则，将主体的“申”字拆

分为三个矩形构成的几何化图形，并对其进行错位移

动形成非对称的灵动版面。

Bauhaus 译为“包豪斯”，是德国公立包豪斯学校

的简称，包豪斯学校的成立标志着现代设计教育的产

生，对世界设计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包豪

斯在设计理论上有 3 个基本理念:艺术与技术的新统

一；设计的目的是为人，而非产品；设计必须要符合自

然规律和客观的法则。这一理念使现代设计由浪漫主

义逐步走向理想、科学的现实主义。例如赫伯特·拜耶

设计的包豪斯经典字体Universal（见图14），这是一套

完全由几何形构成的小写字母，字体轮廓简洁，结构稳

定，线条的粗细形状在字重上形成微妙的平衡，成为无

衬线字体的经典之作。

包豪斯专业化的教学实践使民国时期留学归国的

设计师学习到了西方的简练美学语言，在此基础上设

计了一批以功能为主的，更改结构造型而不过多装饰

的民国美术字。钱君匋设计的《文艺月报》与《妇女时

代》（见图15）封面美术字与极简主义大师 Josef Albers

创作的 Architype Albers（见图 16）字体有相似的处理

方式。在汉字笔画末端运用弧度和斜角作为收笔，整

组字体笔画粗壮饱满，部分笔画以几何形替代，横向笔

画运用纤细的直线表达，汉字形态极富时代感，体现了

新时代女性呼吁独立自主的反叛意识。

四、习自日本的图案化

日本的“图案字”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之后，当时，

图14 包豪斯经典字体 图15 《文艺月报》《妇女时代》封面 图16 Architype Albers字体

图9 《抗争》封面 图10 《苏俄小说专号》封面 图11 亚历山大·罗德
钦科的设计作品

图12 《风格》杂志封面图 13 《申时电讯社创立
十周年特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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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设计师将欧美的装饰性图案字体与日文结合，进

行本土化的发展与应用。又因日文与汉字的相似，故

而更便于国人学习其理论与经验，成为民国美术字的

重要参考。

1890年，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日本首次开设了图

案科。民国时期的许多学者，如丰子恺、陈之佛、关良

和李叔同等，都曾赴日本学与图案相关的知识。这些

图案知识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他们的设计，推动了许

多充满装饰性的美术字体的诞生。第一个前往日本钻

研“图案科”的学者陈之佛，在归国之后成为著名的书

籍装帧设计者，他在1934年编校了美术字发展的重要

设计作品集《实用图案美术字》，这部书也展示了民国

时期对早期日本图案字模仿的迹象。

除了对日本的“图案字”的学习与模仿，民国美术字

也与本国传统设计文化积极融合，不断拓宽与升华发展

的道路，如钱君匋先生后期的美术字作品，舍弃了日本

图案文字中过度装饰化和细节琐碎的倾向，不再追求笔

画起始与收尾部分的琐碎装饰，转向以紧凑的文字结构

替代日本的图案字的松散趋势。在1950年，日本的图

案字体设计与同时期的中国美术字的史料对比中，就很

难看出民国美术字对日本图案字体模仿的痕迹了[9]。

五、结语

民国时期是一段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它承上启

下、破除封闭走向开放，美术字是这时代发展推进下的

必然。它在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的矛盾碰撞中产

生，迸发出全新的火花。世界史与社会史的投映之下，

美术字成为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应对世界洪流冲击的

一片文化艺术缩影。它有着对于外来文化的融合与吸

收，也包含了对自身民族文化的更新与发展。

民国时期的美术字设计实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范

式，一种应对文化冲击的方法和设计向未来的发展路

径。同时也需人们时刻警醒与考量对他者学习与吸收

的尺度，以及根植自身的革新与突破。

民国美术字作为一种独特的字体设计，丰富了汉

字字体艺术的表达手法，拓宽了字体设计的审美范畴，

美术字丰富多样的面貌及多维度立体的诠释，也成为

字体设计方法论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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