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语境下的文字设计

专题序言

文字作为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基本要素，在信息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文

字往往是一个视觉设计的灵魂，它所承载的信息除了文本内容之外，更重要的还有视觉引导、美感和表

情。文字的历史、谱系、脉络是文字设计发展的源泉，文字的结构、形态、意象是文字设计的视角，文字

的语境、技术和文化给文字设计提供了营养。

文字设计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存在，但是它伴随着人类文明延续至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演变出不同的韵味。远古以来的文字被刻画、被书写，当代的文字被印刷、被输入，

文字在表达它强大的生命力。汉字作为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延续不断的血脉，在中

国当代设计实践中，汉字是设计师们一直热衷的主题，不断探索和实验的对象，在当代语境下，社会、科

技、技术加速度的发展给文字设计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专题希望通过文字设计的学理研究、文字

信息的感知与传达、文字设计的实验性设计等去窥探当代文字设计的面貌。本期专题论文既有从历

史寻找根源和启迪的文字设计研究，也有立足当代，思考新媒体时代文字设计发展的篇目，还有面向

未来的算法字体与人工智能字体设计研究。论文题目分别是《传统造物启迪下的汉字设计》《融合与

更新——复合语境下民国美术字的诞生及演进》《历史的回响：清末民国书刊设计对今日字体创新的

影响》《新媒体语境下中国传统吉祥文字图形化再设计方法研究》《算法字体与人工智能字体设计方

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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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造物启迪下的汉字设计

赵增悦，何方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南京 210013

摘要：中国传统造物是一个博大而丰富的宝库，是历史文明积淀下来的智慧结晶，它的包容、智慧、审美、传承体现出中华文明

独特的价值，而汉字作为古文字之一迄今为止还在沿用和发展，经久不衰。探索发现中国传统造物智慧在当代汉字设计中的

应用，梳理其丰富的视觉表现，总结传统造物与汉字结合设计的主要路径，思考未来更多样的表现手法。梳理中国传统造物作

为主题、作为意象、作为技艺、作为形式语言等对汉字的启迪，通过案例分析，总结在当代汉字设计中运用具象转化、仿像再现、

解构重组、增减同构等结合传统造物的设计方法。以汉字作为载体，从传统造物中吸取养分，将元素、符号、形式等融入汉字设

计中，结合汉字艺术中形态、笔画、结构等审美，注重将传统造物内涵与现代手法相结合，追求内在气质与外在形象相统一，装

饰与功能相统一，以体现汉字设计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不断拓展传统造物启迪的汉字设计方法，让传统造物赋能现代汉

字设计发挥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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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Inspired by Traditional Creation
ZHAO Zengyue, HE Fang
School of Design,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anjing 210013, China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creation is a vast and rich treasure house. It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wisdom accumulated by historical

civilization. Its tolerance, wisdom, aesthetics and inheritance reflect the unique valu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one of the ancient

characters,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been used and developed for a long time.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reation wisdo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sort out its rich visual expression, summarize the main path

for combination design of traditional creation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ink about more diverse expression techniques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combs the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reation as the theme, as the image, as the skill and as the formal

language on Chinese characters. Through case analysis, it summarizes the design methods of combining traditional creation with

concrete transformation, imitation reproduction, deconstruction and reorganization, increase and decrease isomorph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as carriers, nutrients should be absorbed from traditional creations

to integrate elements, symbols and forms into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combine the aesthetics of form, stroke and structure in

Chinese character art,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reation connotation and modern techniques, pursue the unity

of internal temperament and external image, and the unity of decoration and function, so as to reflect the cultural heritage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We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the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methods inspired by

traditional creations, so that traditional creations can enable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to play a greater valu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reation;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design method; form; ima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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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传统造物”即传统的人类创造之物，

与自然造物相对，它是人类智慧、创造力和审美的体

现。传统造物所蕴含的宝贵价值，不仅体现在其外在

丰富的视觉形式上，更突出表现在内在思想层面上，例

如青铜器、玉器、官服等，都展现出了背后封建礼制、礼

乐文化的相关内容。此类造物并不是单纯的“物质文

化”，张道一曾称之为“本元文化”，即在文化分为多元

之前的一种最早的文化形态[1]。

传统造物文化上的包容与传承，在一定程度上也

体现了它在美学领域的研究价值。本文归纳提取了有

关“意与象”“材与工”“文与质”等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造

物思想内容，并思考其为汉字设计带来的启示。以意

象、技艺、形态等方面为切入角度，结合实际案例，分析

汉字与传统造物元素相融合的方法，包括对字库字体

和创意字体、手工和数字化展现方式等的综合思考。

随着科技的发展，字体设计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元，在

面对传统主题的创作时，有效提取相关视觉造型和意

识形态，运用传统观念内涵与现代手法相结合的设计

方法，可以为汉字设计带来更加丰富的形式表现与内

在意蕴。

一、制器尚象，立象尽意——“意”与“象”交融

启迪

早在《周易·系辞上》就记载了“以制器者尚其象”

的传统造物观念，“象”的含义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进

行理解，一是指卦爻之象，一是指天地万物之象。传统

造物重视对大自然的模仿，追求返璞归真，就创造的层

面来说“象”是先于“器”的。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

“意”“象”两词合一，指文学家、艺术家通过构思和艺术

手段表达审美情趣，阐明了“意象”的思想范畴，将“意”

通过“象”表现出来，做到意与象通。

由此可见，造物不仅要“尽其用”，还要“适我性

情”[2]。传统造物的意象内涵是设计者在充分认识造

物对象的基础上，将自身的主观精神融入了客观物象

的体现。就如瓷器反映出的温润典雅、明式家具的浑

厚质朴、青铜礼器的威武庄严等鲜明特征一样。同样，

汉字设计也不能只局限在对形的修饰变化上，还要考

虑到文化传承与对传统意象的保留和延续。此外，意

象的传达环节需要设计者和欣赏者双方都参与其中，

设计师通过作品传达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对表现对象的

理解，而欣赏者则可以通过对作品的解读与设计师进

行无声的对话。

（一）对情绪的具象转化

艺术设计中从自然之象到意境之象，再到内在心

象的转化过程，也是设计师将自身情感融入创作的过

程，传统意象的接收和领悟离不开人的体验、想象。艺

术是情感与形式的统一，“寄情于景”“借物抒情”等手

法的归纳，都说明了“情”在文艺创作领域的重要性。

无论是什么艺术门类，艺术都可以作为情感的载体和

具象显现被人们所运用，以表达自身的主观感受，通过

有形的“器”来传达抽象无形的“情”。

在与传统造物主题相关的汉字设计实践中，表达

情感因素的方法路径并不单一。创意造型的要素组合

形式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情绪，并伴随着相应的情感

化体验[3]。设计师可以通过对笔画的直曲、粗细、圆滑

度等的综合处理来表达特定的情感与意义，将抽象情

绪与具象作品相融合。情感内容既包括了人自身一系

列的主观情绪和感受，也包括了最原始的造物之情，不

同的人在面对相同的造物对象时，也会产生不一样的

情绪，这也使汉字设计作品意象的表现更加丰富多

彩。例如，洪卫在《呢喃宋》正文字体设计中（见图1），

突出地表现了中国古代民间“鸟篆”体所蕴含的生动情

绪及宋代平易典雅之情。通过对《三十二篆体金刚经》

及各类器物上的刻纹进行收集，着重分析“鸟篆”体所

展现出的鸟的百态，将自然生灵的特征融入汉字笔画

之中，对起笔、收笔等进行反复地修改，试图在还原的

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传统造物所展现的情绪和神韵。最

后作品呈现出的字体形象如同鸟儿左顾右盼、细语呢

喃，是饱含东方之美的新宋体设计。从汉字纤细的笔

画结构和灵动的走势中，结合过往的生活经验，观者能

够无意识地通过字体创意形态提取相关联的传统实物

形象，激起特定的情感体验，引起共鸣，感受古典意蕴

与现代情感的碰撞。

（二）仿像再现

科技的高速发展和更替一定程度地影响着汉字设

计作品的呈现形式，作品运用的媒介也不限于传统的

纸媒，越来越多地与数字屏幕、摄影相结合。“仿像”一

词的提及频率开始增加，柏拉图、德勒兹、波德里亚等

人都有关于仿像的论述。波德里亚将仿像分为三个等

级，分别为仿造、生产及仿真[4]。仿像一方面是对现实

物象的高度再现，一方面是通过对现代媒体技术等的

运用，创造出一种虚拟现实，对已经存在的现实具有否

定的意味。仿像是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的，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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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看”来获取满足和快感，正如许多沉浸式数字化

展览中对传统古画的展示，视觉体验的范围正在被进

一步扩大。

艺术的再现不仅具有真实性，还具有创造性。同

时，设计中仿像的再现不能仅停留在对现实的简单描

摹和超真实再现上，还需要深入思考表现对象的象征

意义和意象内涵，创造出具有隐喻性质的作品，从而引

发观众的思考和加强情感体验。例如，井口皓太在

《“汉字城市”系列》中赋予了汉字动态之美（见图 2），

通过多变的视觉交流打动人心。作品由石、伞、寺、塔

等16个汉字组成，别具匠心地将平面字形与立体空间

相糅合，字的本义与字形相结合。一部分汉字以京都

传统寺庙为原型，将字的笔画拆分为梁木结构表达出

来。此外，作品将现代创意媒介与传统造物相结合，加

入了动画的元素，设立了额外的互动空间，让观者可以

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在三维字体世界中遨游。在数字

技术的支持下，动态影像中的“汉字城市”作为现实京

都的仿像，再现了多彩的城市景观和日本传统的造物

形象，借助空间的纵深感与无限循环的字体效果，巧妙

地将场景的造型和潜在意蕴融合，使意象实体化，将再

现的事物与传统的内核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模糊了过

去与现在的时间线。

二、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材料与技艺的选取

《天工开物》和《考工记》对中国传统造物思想的研

究有着极大的帮助，尤其是《考工记》中提到的“天有

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

良。”的造物原则，展现了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工艺精

神。天时地气着重强调自然客观因素的影响，告诉人

们要顺应天机，遵循四时的变化，获取合适的材料，地

理人文的不同也会导致传统造物特征呈现出地域性的

差异。而材美工巧则进一步规范了人对材料和工艺技

巧的选取、施展。现代设计大量依靠电脑作图，汉字中

的“身体性”与“生命感”已经不可避免地在消失[5]。为

了不局限于单一的设计路径，设计师们可以对材料的

美感，工艺的精巧，以及不同地方文化特色进行系统的

探索，尝试将传统工艺技法和造物材料融入艺术设计

的环节中，打破常规媒介的约束，例如用针线模拟刺

绣、用砂土混合烧制来模拟陶瓷质感等，从而设计出既

符合功能需求又具有艺术价值的字体作品，让设计更

加生动，更具有人情味。

（一）材料肌理的综合实验

传统造物思想中有关材料的选取要求，同样适用

于汉字设计。“施工造艺，必相质因材”是古人在造物中

积累的经验 [6]。选材需要考虑材料物理和化学的性

能，对材料的强度、延展性等有基本的认识，除此之外

还要关注材料的质地特点，是粗糙的还是光滑的，是轻

薄的还是厚重的。在充分了解材料的基础上，根据设

计者的审美需求选取合适、恰当的材料类型，并与具体

的设计目标相匹配，才能确保作品中的材料美得到充

分展现。

材料肌理带来的新颖多变的视觉效果和真实质朴

的气息，充分激发出设计者的创新思维，让汉字设计具

有更多的表现可能，材料的应用也可以帮助作品打破

二维平面的局限，表现出三维的立体视觉效果。同时，

材料的多样性有益于设计师们建立前期的素材库，在

实验性字体类别中有大量相关案例。例如，陈彦廷在

《文本字源系列—雷》中将汉字与传统剪纸艺术相结合

（见图3）。作品主题的灵感来自古人造字时对自然的

图1 《呢喃宋》（设计者：洪卫）

图2 《“汉字城市”系列》（设计者：井口皓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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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之情与细致观察，体现了对自然美的再创造。从

感悟造字之趣的角度出发，选取了不同笔画简繁程度

的古体字，搭配闪电的云层作为基础造型，最上面的

“雨”代表着天象，下面的“田”则表现的是古人在造

“雷”字时象征着的天神车轮形。剪纸艺术从一开始就

饱含着人们对美与生活的感悟，随着时代的变化，剪纸

的材料和创作技巧也在不断更新，设计者用层层相叠

的剪纸在作品含义和形式上加以强化，轻薄简约的纸

张配合字体尖锐的造型，传达出雷霆的轰鸣声。

（二）传统工艺的视觉形态

传统工艺制作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了陶瓷、刻

印、编织、木工等，各自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优势。例如，

综合材料不同角度、密度的编织工艺，考虑材料塑形、

烧制、装饰的陶瓷工艺等。工艺制作最大程度地展现

了人的创造性，反映了民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对材

料、形态、技术、结构、制作中客观规律的把握[7]。工艺

之美，美在材料、形式、功能的综合体现上，其实践价值

一方面表现在工艺的物质手段上，一方面体现在从事

工艺活动的人的智慧、技巧上。针对特定材料采用不

同的加工方式，其结果也会产生巨大的差异。

现代汉字设计通常借助电脑软件进行绘制，例如

Illustrator、FontLab、Glyphs等，专业的软件能够帮助汉

字设计更加规范化，但是传统工艺制作会产生大量具

有不确定性，且生动感人的痕迹，能够为设计带来别样

的温度。日本设计师藤田重信从活字印刷工艺中汲取

灵感，设计出了《筑紫书体》系列（见图 4）。有关日本

活字印刷的记载最早是在1869年，“筑紫书体”正是当

时所诞生的活字字体。藤田重信注意到了金属活字印

刷工艺所带来的机械与手工的有趣呈现特征，在传统

工艺的基础上，将印刷油墨滞留导致的墨水毛边效果

进行强化，加入到汉字的边缘处理之中，使字体看上去

模糊平滑。他认为现代字库字体大多数是规整消瘦的

造型，缺乏情趣，所以在筑紫书体中将金属铅字特征与

现代设计手法结合，使作品呈现出有别于纯电脑制作

的独特魅力，正是传统工艺细节的添加才使汉字更能

展现出温润的气息，充满古韵之美。

三、文质彬彬，形神兼备——形态与审美的捕捉

《论语·雍也》中，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

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虽其本意是回答了何为君

子之风的问题，但同时也体现出了孔子对审美的观念态

度。相对器物而言，“文”与“质”是一对相对概念 [8]。

文指造型，那么质就是功能；文指材质上的修饰，那么

质就是器物的表层材质。汉字设计也是同样的要做到

表现形式与识别功能相统一，外在形态与内在审美内

容相统一。形态是传统造物除形而上思想之外的另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易经》中记载“形而下者谓之器”，器

有形为形下，是真实可见的。汉字设计作品的传达主

要作用于人的视觉感官，通过对字体原有的形进行装

饰和变化，可以有效增强信息的传达。用恰当的手法

将造物之形与汉字之形相结合，能够在双方原有的基

础上，以更为生动有趣的形式展现出设计者对形态、审

美的捕捉和理解。

（一）器物纹样的解构重组

器物的装饰要符合该器物本身的造型要求，是从

图案形态与形式提出的要求[9]。纹样作为传统器物形

态中的重要部分，起到装饰作用的同时，也描绘出特定

历史时期礼制、宗教、神话崇拜的因素。中国汉字在形

成和发展阶段，就展现了和图画、纹样密切的关系。象

形字极大程度地包含了动植物、建筑等图画的元素，例

如“亭”“室”等。宗白华先生在《艺境》中将文字分为

图4《筑紫书体》系列（设计者：藤田重信）

图3《文本字源系列—雷》（设计者：陈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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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图画时期”“图画佐文字时期”“纯文字时期”[10]，指

出了图与字的关联性。因此，汉字与纹样是可以结合

起来进行思考的。因为部分纹样本身是对现实的抽象

描绘，所以在汉字设计中要对所加入纹样的变化尺度

进行把控，不能只是机械地复制，也不能过于夸张扭

曲，需要在装饰的同时保留识别性和传统的神韵，使形

似与神似在作品中相辅相成。

传统器物纹样在汉字中的自然传神，妙在似与非

似之间。解构重组的设计方法可以帮助设计师打破过

于死板的视觉表现和思维定式。解构是后现代文化的

特点之一，简单地说，解构重组即是把原本固有的规

则、结构、形体等打破分解或颠倒之后再进行重建，是

艺术设计中常见的设计手法。笔者的《兽面纹体——

动物保护系列》作品从商周青铜器兽面纹中汲取灵感

（见图5），寻求汉字与兽面纹样、青铜器皿造型等融合

的可能性，让字体展现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

作品从六个方面对兽面纹进行归纳——角纹、眉纹、目

纹、耳纹、口纹、鼻纹，另外对在衔接处起到辅助装饰作

用的云纹和雷纹等也进行了收集。由于不同部位的纹

样会倾向于展现相类似的形态，所以笔者在被解构后

的纹样组合中寻求共性，再与字体的基本笔画、构件相

结合，通过无穷无尽地重新组合，使每个汉字都具有兽

面纹的典型特征。同时，作品以“动物保护”为另一个

切入点，选取了 19个国家保护动物的名称展开设计，

利用兽面纹样中心对称的视觉特征，着重对眼纹采取

夸张处理，进一步加强字体脸谱化的表达，让观众能够

从中识别出相关动物的缩影，做到装饰形式与识别功

能相平衡。

（二）传统造型的增减同构

传统造物的形态不光包含了各类装饰纹样，还包

括了造物整体的结构造型。造型与传统造物活动息息

相关，器物的造型是在保证功能效用为前提的基础上，

同时赋予了美的形式因素的，是功能美与形式美的集

中体现。古代一直崇尚着“天圆地方”的天体观，这种

观念也影响到了造物的角度，在古建筑、货币、器皿等

的造型上都有所体现。同时汉字本身作为方块字，字

形方正，笔画结构清晰分明。双方在造型结构和基础

构件组合方式上展现出的相似性，让两者结合设计的

可行性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传统器物造型元素在融入汉字设计的过程中，主

要是以抽象形态而展现的器物结构、样式的形式创造，

不能够生搬硬套。设计师可以运用增减同构的手法对

两者造型的融合进行处理。增减同构是通过对图形元

素等进行有规律的增加、删减、组合，进而增强作品的

视觉性，部分作品可以借助同构的形式来传达某种象

征意义。汉字的基本构成单元是笔画，永字八法作为

中国传统书法用笔的准则，归纳出了八种基本笔画类

型，即点、横、竖、钩、提、撇、短撇、捺。这些笔画结合不

同的方向、位置安排，共同搭建字体的结构，而传统造

物本身根据不同的类别，其造型结构也有着潜在的规

律。传统造型与汉字结合的案例中较为突出的是传统

建筑造型的加入。网格手法的运用在汉字与建筑领域

都十分常见，作为辅助设计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空间塑

造、结构搭建有极大的帮助，所以在构件的规范组合上

建筑与汉字有着相通之处，为设计中同构手法的运用

提供了有利的前提。例如，Rong Brand就将北京地铁

站的站名与部分站内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造型相结

合，设计出了《北京地铁站名符号设计的实验》（见图

6），有意识地删减掉颐和园、天坛、大钟寺等建筑中过

于细节的装饰部分，重点对其整体外轮廓和内部框架

结构等进行提炼，将提取出的建筑元素与汉字笔画同

构，进而可以从字体中传达出站点周围传统建筑的相

关信息。此外，作品还通过对不同字形大小的汉字进

行灵活地组合变化，营造出近大远小的真实透视效果，

图6《北京地铁站名符号设计的实验》（设计者：Rong Brand）

图5《兽面纹体——动物保护系列》（设计者：赵增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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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合建筑在现实中的造型特征。对比书法运笔的字体

美，此作品更多表现出的是创意图形的造型美，彰显了

字体设计对城市生活的积极意义，同时让人体会到一

种有关站点的非字、非图形的模糊“印象感”。

除了从传统造型整体的角度出发，还可以考虑局

部造型元素的突出与强化。局部的选取并不是随机

的，而是要在设计者深思熟虑后，通过对比来抓住具有

代表性的特征展开设计，做到以小见大。例如，张育瑞

的《飞檐招牌体标题字库设计实验》选取了巍山县的古

建筑飞檐翘角造型（见图7），将特征简化后融入现代字

体设计中。飞檐翘角的局部造型以其动势和美感在整

体建筑中显得尤为突出，设计者通过细致的观察，将飞

檐翘角的走势、造型特征与汉字同构，圆形瓦当收尾的

部分对应着字体有力的钝角起笔和收笔，瓦片组合的

延伸方向对应着字体基础笔画的倾斜角度。在把握造

型的同时，传递出飞檐的生动神韵，赋予了字体传统建

筑文化的特色。

四、结语

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进一步扩大了汉字设计主题

的选取范围，但有关各类传统元素的讨论仍然是汉字

设计领域的热点，在当代实践中从传统造物角度出发，

与汉字结合设计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传统造物不仅

展现了先民在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上的相关

内容，也体现其本身在实用和审美层面的突出价值。

本文通过对传统造物核心思想的提取，一一对应地思

考其为现代汉字设计带来的启示，从而得出传统造物

启迪下汉字设计具体的呈现方法和设计手段，以期从

传统之中汲取灵感，用现代创新手法进行合理转化，使

传统造物元素在汉字设计中焕发新活力，并创造出更

多既具有传统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的汉字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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