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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汉字字体异域化风格设计的独特表现形式和设计规律，给汉字字体设计带来一些启

示。方法方法 引入了藏文、蒙文、日文和韩文的文字形态，并与汉字形态作比较，对汉字字体异域化风格

的设计进行了分析。结论结论 汉字字体异域化风格设计要关注受众的感官体验和情感共鸣，进行汉字字

体的藏文风格、蒙文风格、日文风格和韩文风格等设计，传达出来自异域的风情。分析汉字字体的应

用场合、载体、时空等具体因素，选择合适的异域风格形式，创造出既符合实际需要，又有独特视觉审

美意蕴的汉字字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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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tudy unique form of expression and design rul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nt exotic style design，bring

some enlightenment to Chinese character font design. By introducing characters of the Tibetan，Mongolian，Japanese，and

Korean text form，and comparing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s form，it analyzed the exotic style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nt

design. Chinese character font definition of exotic style desig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ensory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resonance，the audience for Chinese characters font style of Tibetan，Mongolian style，Japanese and Korean style design，

such as conveying from different region amorous feelings. Analyze Chinese characters font applications，carrier，time and

space，such as specific factors，select the appropriate exotic style form，to create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actual needs，and

has a unique visual aesthetic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nt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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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人类传情达意的抽象符号系统，是文化的

载体，蕴涵世人之精神。在新的内容、媒介种类呈指数

级增长的今天，文字的风貌反映了技术、文化、人心的

变化，从而显得越来越重要。“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越

来越民主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有理由以自己的方式

造字和用字，从自己的角度进行研究与实践”[1]。汉字

字体的异域化风格设计作为造字和用字的一种方式方

法，是基于民族文化交融视角进行的研究与实践，主要

是指在进行汉字字体设计时融合其他民族文字的形态

结构元素，使设计后的汉字既具有汉字固有的结构特

点和可识别性，同时又有其他民族文字的基因特征。

异域化风格设计的具体做法是在观察并分析交融的两

种文字的形态特征“共性”的基础上，借助双方笔画结

构的相似性，再作一定程度的装饰与变化，使其巧妙地

融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新的字体形态，给人一种貌似生

疏，但又熟悉的视觉感受。异域化风格设计强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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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造的完美结合，在此，通过研究若干个汉字字体异

域化风格设计案例所体现的独特表现形式和设计规

律，以期能够带给汉字字体设计一些启示。

1 汉字字体异域化风格设计的艺术特征与价值

汉字字体异域化风格设计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

表现出的异域风情和审美形式能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

新奇感官体验，在传播过程中能获得较多注意力。具

体的表现形式是笔画置换、字形置换、字形重组等，有

一定的规律和形式法则，在视觉和心理上有种移花接

木、出人意料的印象。异域化风格设计的两种文字，汉

字一方强调可识性，另一方则借用其笔画结构特征，达

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珠联璧合的境界。不能简单地

拷贝和挪用汉字，而是在了解、认识、分析汉字的基础

上，对汉字的造型结构进行新的变化和创意[2]。汉字字

体异域化风格设计产生的视觉效果有助于汉字字体独

特性与趣味性的表达，极具和谐感、认同感、亲切感，有

强烈的民族交融特征。各个民族的特色文化汇聚到一

起，各擅其美，交相辉映，多姿多彩，蔚为壮观[3]。

受国家间、民族间和区域间的文化、经济、贸易等

频繁交流的影响，汉字字体的异域化风格表现变得越

来越丰富，异域化风格设计的汉字出现在各种场合和

载体的频率也越来越高，成为相互交流的重要桥梁和

纽带之一。汉字字体异域化风格设计的这种“异域

化”特征，不仅有趣，而且有助于汉字在不同民族文化

背景中的传播，有利于民族文化交流与繁荣，有利于

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有利于保护、传承和传播不同

民族的优秀文化。异域化和包容性的设计表现形式

迎合了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呈现出更多富有想象力

的新视觉语言。在信息化与数字化时代，文字的艺术

表现力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以独特的表情获得强

烈的视觉感染力[4]，而汉字字体异域化风格设计所具

有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尤显珍贵。

2 汉字字体异域化风格设计的类型与设计表现

事实上，异域化风格设计作为汉字字体创意设计

的一种表现方式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著

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书籍装帧家钱君陶先生设计

书籍名时就已尝试过，他曾用罗马字母来替代汉字笔

画，以《进行曲选》、《自杀日记》为例，封面上的汉字都

试图用罗马字母来替代[5]，在遵守汉字固有可读性的

前提下，用罗马字母形态替换其笔画和结构，见图1。

汉字字体异域化风格设计的表现类型有很多，除

前面提到的与罗马字母的融合设计可传达出罗马字母

的风格外，也可与藏文、蒙文、日文、韩文等文字进行交

融设计，传达出异域的风格。文字是古老的民族艺术，

虽然中外文字在构成特点上有诸多不同，但都是人类

最古老的视觉传达形式，传承着民族文化底蕴[6]。因

此，在进行汉字异域化风格设计前，需对其他民族文字

的造型特点进行分析，并与汉字造型结构作比较，以便

能得到更清楚的描述，见图2。

2.1 藏文风格

藏文，其历史在国内仅次于汉字，在公元7世纪，

国王松赞干布派遣藏族语言学家吞弥·桑布扎到北印

度学习梵文，回国后引用梵文字母创作出的，是一种

相当发达的文字，属表音文字。它有独特的拼写规

则，一般以“基字”为中心，在其上下左右叠字的方式

来拼写。藏文的起笔是在同一水平线上的，该水平线

称为基线[7]。字母排列时，上端必须在一条基线上，形

体优美流畅，工整严谨，这是藏文的典型特征之一，见

图1 钱君陶设计的书名字体

Fig.1 Qian Juntao font design

图2 其他民族文字与汉字间的笔画结构比较

Fig.2 Other ethnic languages and Chinese character strok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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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藏文书写工具是采用产自高原的箭竹制作的

竹笔，这是藏文的另一个特征。一般选材需要质地坚

韧的细竹管，既容易削制，笔锋又不容易折损。竹笔

的制作要符合藏文字体的书写规律，韧性强，书写流

利是用笔的基本要求[8]。竹笔有圆形和三棱形两种，

书写的文字笔画曲直对比强烈、挺拔有力，呈横粗竖

细的特点，带有鲜明的高原气息和雪域色彩。梵文形

态特征见图3b，藏文字的造型结构虽然脱胎于梵文，

然而，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有些藏文在形态结构上与一

些汉字造型也非常相似，如图2所示，高相似度区域里

的一些藏文与某些汉字（汉字的一些书体）笔画结构

几乎一样，而在中相似度和低相似区域里的一些藏文

则在外形特征上与汉字保持一定程度的相似性。透

过这些文学的相似度可以推测，藏文与汉字在渊源上

虽无有机联系，但绝非偶然。藏文字的结构形态变化

丰富，笔画的长短、曲直、粗细、尖钝等对比强烈，节奏

和形式非常优美独特，受到众多设计者的青睐，成为

设计素材和灵感。如王粤飞设计的《香格里拉》青稞

干红酒品牌名字体，见图4a，是个完美并令人印象深

刻的设计案例，设计者巧妙地将藏文字的笔画结构特

点融入汉字的笔画结构中，在保持汉字可读性的前提

下，通过笔画形态的置换、移植和重组，创造出一种兼

具汉、藏两种文字形态特征的字体，传递了来自藏地

的产品信息，显现出一种异域的风情。同样的设计手

法，文学作品《雪域高原》的书名字体设计也传达出地

地道道的藏域风格，见图4b，设计者打破了汉字笔画

结构的禁锢，深入分析藏文字的笔画特征，努力发掘

其与汉字形态的相似之处，再巧妙地将藏文典型的笔

画或字形置入汉字，省略汉字一些局部笔画，只求融

合后的字体能表达出地域特色和应有的识别性，以传

达出该文学作品的藏域风情。

2.2 蒙文风格

蒙文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造形文化特征。

早期的蒙文称作回鹘式蒙文，见图5a，是在回鹘字母

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字，它作为蒙古族的主体书写

载体，曾经有过灿烂辉煌的文字造形艺术，是中国文

字造形艺术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字造形艺术的重

要文化遗产[9]。公元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颁行“蒙古

新字”，今通称“八思巴蒙文”，见图5b，是由梵文、藏文

字形演化而成，元末成了死文字，又恢复使用回鹘式

蒙文。蒙古文字是现存的语言文字当中唯一一种竖

着写的文字，字母连接字母，采用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的书写格式[10]。蒙古文的书写是以词为单位竖着写

的，在一个词内的各个字母从上至下通过主干线（书

写蒙古文单词时，各个字母连接时使用的具有一定宽

度的一条竖线）连接起来，不同词之间以空白间隔分

开[11]。通过比较图2中的文字形态相似度，隐约可以

看出有些蒙文（回鹘式蒙文）与汉字（汉字的各种书

体）在形态上非常相像，特别是在高相似度区域里的

一些蒙文与某些汉字基本上一致，而在中、低相似度

区域里的则与汉字在外貌特征上近似。蒙文除了在

字形上与汉字相似外，其横细竖粗的笔画特点犹如汉

字宋体的笔画特点，其连笔书写特点仿佛汉字草书

体，其纵向的书写排列方式类似汉字古代的书写排列

方式。蒙文的这些特征为汉字字体进行蒙文风格设

计带来了优越的形态素材和依据。《成吉思汗》书名字

体设计见图6，设计者提炼蒙文的笔画结构特征，巧妙

地植入汉字结构中，并力图保持蒙文连写、纵排和笔

画横细竖粗的特色，赋予书名字体强烈的蒙古地域特

色，使书名字体与书籍内容完美结合。

2.3 日文风格

日本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只有语言却没有文

字，在公元3世纪左右，汉字开始传入日本，南北朝、隋

唐时期东传达到了高潮。公元九世纪，日本利用汉字

的构形规律，根据生产生活的具体需要和艺术审美的

图3 藏文与梵文形态特征

Fig.3 Tibetan and Sanskrit

morphology

图4 《香格里拉》酒品牌名

与《雪域高原》书名字体设计

Fig.4 "Shangri-la " wine

brand name and“Snow cov-

ered plateau”title font design

图5 回鹘式蒙文与八思巴蒙文

Fig.5 Uyghur type Mongolian and

Phagpa Mongolian

图6 《成吉思汗》书名字

体设计

Fig.6 "Genghis

Khan"title fon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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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以汉字楷书为原形创造了片假名（汉字半字）、

以汉字草书为蓝本创造了平假名（草假名），再结合古

汉字共同组成了一套完整的日文。日本文字的形成

是汉字对外传播史上的一个成功典范和重要环节，这

可以称得上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日

本民族是聪慧的民族，他们在利用和改造汉字方面显

示出了卓越的才能[12]。假名由于来自中国，因此从形

态上看片假名和平假名都与汉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好像是汉字的偏旁部首，或者是汉字的简化形式，

如图2所示。这就为设计师进行汉字字体的日文风格

设计提供了历史的坚实基础和形态的重要依据，使汉

字字体的日文风格设计能更好地体现出巧妙而自然

的视觉效果。刘永清的《风桥夜泊》字体设计见图7，

以宋体字笔画形象为基本造字元素，再结合甲骨文、

草书、行书等笔画形态，利用象形或会意的造字方式

组合在一起，创造出一款新的汉字字体，传达出新颖

独特的视觉形象，极具探索性与实验性。显然，这种

实验性的造字手法与日文的构字方式有异曲同工之

妙，所造之字透露出强烈的日文风格特色。

2.4 韩文风格

韩文亦称“谚文”、“训民正音”。韩文是世界文字

史上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字，这套文字以汉语音韵学理

论和方法为指导，参考契丹文、女真文等多种文字，取

梵文、八思巴字母的笔画作为造字元素，再结合朝鲜

语特点，创造性地设计了28个字母，并以少而精的笔

画和有规律的组合形式来表达。韩文不但在书写单

位的形成方面与汉字相似，而且行款也与汉字相同，

多种迹象说明，其主要是受到了汉字的影响。

朝鲜半岛与我国山水相连，借助这一地理位置优

势，汉文化及其载体——汉字很早便传到了朝鲜半

岛。作为最早进入汉字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在历史上

很长一段时间都以汉字为通用文字[13]。直到15世纪

左右才依汉字的音韵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并公布使

用。韩文在世界语言文字体系归属上虽属拼写独特

的表音文字，但它具有很强的汉字色彩，这不仅是指

在音韵学理论和方法方面，在书写单位、行款和字形

结构上与汉字也有明显的有机相似性。如图2所示，

在高相似度区域里的一些韩文与某些汉字在笔画架

构上相当接近，而在中、低相似度区域内则保持了一

些汉字的外形特征，表面上看好像是汉字的异体写法

或简化形式。《平面设计》书名字体设计见图8，设计者

为了表达中韩平面艺术设计交流的活动内容和信息，

力图寻求交流双方在文化层面上的共性，于是把创意

点落在了两国的文字上，在保持汉字可读性的前提

下，大胆运用笔画置换、字形置换、字形重组等手法，

创造出一款既具汉字可识性又有韩文典型特征的汉

字字体，彰显着来自韩国的风情。

3 汉字字体异域化风格设计启示

汉字除了可以与上述的几种文字进行交融设计

外，也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包括已经消失了

的古老文字进行融合设计，传达出跨时空的风格特

色，折射出久远而古老的异域文化，激起人们对古老

异邦文化的深思及探究。

字体异域化风格设计实质上是对其他民族文化

的借鉴、继承和创新。借鉴、继承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之基础则是继承和借鉴，没有继承和借鉴，创新就成

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坚持开放，吸收一切外来的

有用之物，是为了更好地充实和发展民族主体性[14]。

当代字体设计语境下，文字字体异域化风格设计的表

现语言与手法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异域化风格设计

的表现语言与手法不仅仅只适用于汉字，同样适用于

其他民族文字的字体异域化风格设计，使字体设计形

态获得更丰富的视觉效果，带来视觉力量和感染力。

尤其是在全球性经济文化对话和信息社会快速发展

的大环境下，各国以及各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信

息交流日趋频繁，急需消除民族、区域之间语言文字

的障碍，文字的异域化风格设计就显得具有一定的积

极意义和推动作用。

4 结语

异域化风格设计作为汉字字体设计的一种表现

方法，丰富了汉字字体设计的视觉语言，为如何突破

当下汉字字体设计的瓶颈提供了一些启示。只有恰

图7 《风桥夜泊》字体设计

Fig.7 "Wind Bells Bridge"

font design

图8 《平面设计》书名字体设计

Fig.8 "Plane Design" title fon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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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运用这些方法，才能准确地表达设计者的设计意

图和情感。汉字字体的异域化风格设计应当从字体

的应用场合、载体、时空等具体因素入手，选择合适的

异域风格形式，创造出既符合内容需要，又有独特视

觉生命力的字体形象。汉字字体的异域化风格设计

需要设计者的不断努力，探索出更完美的表现方法，

并更加注重观赏者的感受，以一种开放性、包容性的

思维去探寻新的设计语言。中文的字体设计既应该

尊重文化传统，又要跨越民族主义的障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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