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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了汉字图形化、装饰化、简约化、融合化的创作方法，对封面设计中汉字的创意形式和方法进行了探

讨，剖析了汉字创意设计中所蕴涵的文化内涵及审美意蕴，表明了创意汉字作为书籍封面设计的元素,不仅提升了

书籍的文化品位，还使汉字的美得到了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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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analysis of character graphical, decorative，simplification，convergence and other creative methods，

it discussed the creative forms and method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cover design，analyze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aesthetic meaning in Chinese characters creative design showing that creative character as a book cover design elements，

not only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quality of the books，and so get the beauty of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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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

族文化的象征与代表，是中国人认识世界、感悟自然

的结果，是中国人独特思维方式、文化思想的一种体

现，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汉字的

创造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中国对世界的又一

次巨大贡献。汉字的创意打破了文字作为抽象的、线

条化的单一格局，具有了艺术、情感与创造的美，同时

折射出一定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的审美追求。汉字创

意是在汉字外部形态与内部结构两种意象间进行的

设计，是汉字笔画形式与结构的创新，是以汉字为基

础的视觉文化创造，其彰显出鲜明的时代文化特征与

审美追求。

封面是一本书美丽的外衣，是承载书籍信息内

容、折射书籍文化思想的载体，是与读者进行直接情

感交流的窗口。封面设计中汉字独特的创意文化与

设计形式，彰显了书籍的文化性、书卷气，同时以汉字

为元素的现代设计带给了人们深深的民族自豪感、亲

切感。设计者在对内容信息进行编辑设计时，常常选

择与书籍内容、气质相匹配的文字元素，将其图形化、

装饰化、简约化、融合化，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表现。

1 汉字的图形化

汉字虽源于图画，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文字大多

已摆脱了象形的原貌，而是被约定为抽象的、线条化

的固定下结构形式的文字。文字的一般表现形式是

以实用为目的，具备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然而在视

觉传达活动中，图形的加入唤醒了人们潜在的审美活

动，使信息的内涵与容量增加，增强了文字的艺术感

染力[1]。这种新的表现，有助于适应国际语境下不同

文化的交流需求，扩大了文字的传播途径。

汉字图形化是以文字为对象进行图形创意表现，

弱化了文字的识别性，强调了图形的视觉审美与意蕴

表达，用独特的形象识别体系与符号，将文字的内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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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特质体现出来，构成了文字形图画所特有的个性美。

汉字图形化设计，是汉字图画方式的再现，是用文

字“造型”表达观念、思维的一种设计的样式，汉字与图

形结合时，由于思维、情感意识的相互碰撞，客观物象与

抽象概念的交织、演化，使彼此遥远的事物嫁接、重组后

形成了文字的图画再现。汉字图形化设计是通过汉字

体现设计内涵、文化思想、审美趣味的一种形式[2]，是设

计师探索本土文化与现代设计语言的一种手段，是传承

民族文化的一种途径，是现代人接受信息的一种方式。

汉字意象就是文字象形的又一再现。《天涯》杂志

封面设计中言字的现代结构形式与甲骨文中所讲的

张口伸舌讲话的象形图形有机结合，构成了现代版的

说文解字，见图1，此种文图共赏的视觉形式既有视觉

的美，又包含了意蕴之美。

文字的图形表达，是由文字与图形共同构成的特

殊的图形表现形式，具有文字与图形本身不可比拟的

效果和作用，是汉字与图形结合的产物，对视觉传达

起着一定的重要意义。

2 汉字的装饰化

装饰性汉字是体现汉字美的一种表达形式，是在

汉字原有笔画、外形和结构间进行有意的、图案的、纹

理的加工处理，是一种加法式的叠加式设计思路，强

调文字的装饰美感及象征寓意，是一种独特的文字美

化艺术。装饰文字同样属于文字图形化的范畴，只是

在其构成方法、创作思路上更强调纹样元素与汉字的

艺术结合[3]，注重纹样与文字内在结构的契合关系。

中国历来就有对文字的敬仰与崇拜，认为文字有

着超越物质世界以外的神奇力量，人们珍惜、喜爱文

字，用各种装饰为文字换上美丽的外衣，无论是花鸟

鱼虫、飞禽走兽、历史典故，还是质感肌理的视觉再

现，其目的都是以此丰富信息内容、加强审美表现，通

过艺术化的装饰手法表达人们心中的意愿与美好。

装饰性汉字设计是设计者巧妙构架文字造型与图

形装饰之间关系的结果，是以艺术之美再现文字内涵

与外在形式的结果，是形与意、形与形有机结合的结晶

体。装饰性汉字能使文字意象产生图形联想，以文字之

躯体现艺术之美、观念之美，构成美的装饰化、唯美化的

视觉风格，形成装饰性文字图形。装饰之字是将美赋予

文字的一种表现形式[4]，其既合乎汉字间架结构组织，又

注重汉字的审美表现，是文字形态与装饰美的结合。

装饰化设计是对极少主义风格的补充，是繁复设

计回归人们视野的开始，这种自然、亲和，抛掉功利的

设计体现了设计对人情感的关怀与心灵的关照。

文字在无尽的岁月中不断幻化出无限的身姿，

《意匠文字》是吕胜中多年来收集编撰的一部中国民

间创意字体大全，呈现了一个崇尚美好、崇尚自然的

民族用世世代代的心意书写而酿造成的不同风格的

字体。设计者王序，以醒目、粗狂的文字装饰诠释了

中国民间字体所具有的单纯美，再现了文字美丽身影

背后劳动人民的审美心理。《意匠文字》见图2。

3 汉字的简约化

简约是一种设计风格，是与繁缛装饰设计相对的

一种艺术形式。简约化设计是将设计元素简化到它

要表现事物的本质，除去浮华的外表，是视觉语言的

高度浓缩与精简，强调设计的内在魅力[5]。简约不是

内容的简单删减，而是将提炼的精华通过最简要的形

式表达出来，达到以少胜多，以简胜繁的设计目标。

汉字的简约化设计，是文字笔画与内部结构的简

省与取舍，简省后的文字打破了其在人们心目中固有

图1 《天涯》封面Ⅰ

Fig.1 ＂End of the World＂ coverⅠ

图2 《意匠文字》

Fig.2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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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改变了人们一般性的思维习惯。简化后的汉

字形象的缺与失，是设计者用文字造型语言形象传达

设计理念，体现设计内涵的一种方法；是少即多思想

的具体表现，这种少是建立在人们对事物熟悉的基础

之上的，它给观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当设计者在选

择取舍部分时，突出的部分则愈显强烈，当知觉与感

官形成层层交织、相互联系、不断变换的网状结构时，

阅读便在似与不似、熟悉与陌生之间来回转换，获得

从视觉到精神的满足[6]。

设计丛书《包装设计》、《广告设计》、《信笺设计》是以

展现设计创意和文化概念为核心的专业书籍，见图3。设

计者将简化后的汉字作为一种图形符号，运用在封面

设计上，虚空的文字造型好似一个无限的宇宙，让人

的想象能住进去。 版面中文字的虚实、聚散、强弱、空

白的设置，营造了一个视觉清新、设计简约，令人充满

想象的空间。

4 汉字的融合

融合是指事物彼此间的接纳和包容，是在本体元

素不变的基础上，融入其他要素的一种方法，其中可

以是不同设计风格、语言的复合，古今融合、东西融

合、新旧融合等。融合是社会文化生活、审美趋向、道

德价值观、现代文化思潮、民族文化的反映，能够体现

创作个性与艺术个性[7]。

汉字设计中的融合是指在汉字笔画中，融入其他

语言文字、符号或元素的一种方法。嫁接不同元素与

汉字的做法，往往是由于彼此间形的相似或意义上的

关联而构成潜在的联系，显示了融合部分与汉字笔画

之间存在的某种相似与巧合。这种保留了汉字整体

识别性的构字法，打破了文字单一笔画、单一形式、单

一语言的模式，使文字获得了本身视觉审美趣味的同

时，令意趣得到了升华。 融合之体，在保持各部分特

征、个性的基础上，挖掘其潜在的共性与意义，使文字

在形与形、形与意的形式表达上放射出独特的韵味。

融合打破了文字创作模式中，追求统一笔法造型的创

作思路，融合式思维反映出现代人对不同文化的接纳

与包容，显示出文化与文化之间、文化与时尚之间的

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打破了汉字流通的界线，让不同

文化背景下的人在欣赏文字时都能产生亲切感、认同

感，消除了人与文字之间的陌生感[8]，使古老的汉字焕

发出新的生命。

设计师韩家英为《天涯》设计的封面，见图4，以汉

字为视觉元素，探寻着古老汉字美丽背后隐含的现代

之美，设计的中西文化合璧之体，既有表现风格的差

异，又有不同文字语言的融合，散发出浓厚的人文气

息与现代美。

5 结语

汉字创意设计是现代人在传统文化中进行视觉

创造活动的一种手段[9]，是现代人以传统为元素的再

创造。在汉字原有文化精髓中注入时代元素，才能发

挥汉字的最大特点，使其成为一种富有生命感染力、

时代文化特色的新语言。

创意法是设计师在前人基础上的不断创新与发

展，其中许多方法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包容、相互交叉

的，人们不能孤立地用一种眼光、一种思维去理解它，

更不能生硬地搬用它，相反要善于发现、敢于尝试，让

文字成为演绎生命的又一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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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人在作业过程中的情感和认知，影响到整

个系统的运行效率与安全，因此，行业标准化、人性化

问题必将被广泛关注，人在作业过程中的精神层面的

需求，也必将成为设计的高层次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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