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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汉字字体设计中叙事思维的导入。方法方法 探讨了汉字字体设计中导入叙事思维的可

能性、汉字字体设计叙事思维的定义及其在设计中的表达。结论结论 汉字的叙事性特征使汉字字体设计

中叙事思维的导入具有先天的优势，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空间叙事也为汉字字体设计中叙事思

维的导入提供了手法和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汉字字体设计既应考虑到设计中基本问题的解决，还

要考虑到深刻含义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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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 of Narrative Thinking in Chinese Character Fon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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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studies the import of narrative thinking in Chinese character font design. It analyzes the possibilities of
import of narrative thinking in Chinese character font design，the definition of narrative thinking of Chinese character font
design. The narrative fe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 makes the import of narrative thinking in Chinese character font design
with the congenital advantage；while the unique narrative spa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reates a brand new way for it.
Chinese character font design can not only solve the basic problems in Chinese character font design，but also express some
profound implications，struck a chord with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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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叙事在设计行业里早已硕果累累，尤其是在

建筑和景观上的研究和应用，但在汉字字体设计领域

里对设计叙事进行的研究和应用很少。具有强大叙

事功能的汉字却没有进行叙事思维的导入，这不得不

说是一种遗憾。这里着力探讨在汉字字体设计中导

入叙事思维的可能性、汉字字体设计叙事思维的定义

及其在设计中的表达。

1 汉字字体设计中导入叙事思维的可能性

汉字自身的叙事性特征为汉字字体设计中叙事

思维的导入带来了先天的优势，同时中国传统艺术中

独特的空间叙事为汉字字体设计中叙事思维的表达

提供了手法和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

1.1 汉字的叙事性特征

陈寅恪曾说：“凡解释一个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1]。”

汉字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还在使用的古典文字，与缺少

表意功能、仅有表音功能的拼音文字相比，汉字具有得

天独厚的叙事性特征，使得汉字字体设计中导入叙事

思维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汉字是叙事历史的有效载体。比如有众多反映

先民从狩猎时代到农耕时代的汉字：农业社会冬天的

祭祀仪式是“烝”，“烝民”就指百姓[2]；《尚书·益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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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中“苍”为青色、绿

色，蕴含先民从居无定所的狩猎方式至自给自足的农

耕方式。汉字也是古代社会风俗礼仪、生产及生活方

式的诠释[3]。比如“教”字就非常完美地展示了古代教

学内容和教学理念，“教”的小篆由从爻、从子、从攴3

个象形符号组成，这三部分勾勒了古代教育事业的大

致框架：从爻，记录教学的内容；从子，陈述教学对象；

从攴，强调重视管教的教学方法。同时在小篆字形中

“教”的字形是“学”的字形的一部分，也寓意古代教学

相长，寓教于学的教学理念。

汉字也是表达感情的有效思维方式。先民以汉

字象形符号的组合阐述关于生育、养育等观念。比如

“地”字从土、从也，蕴含了丰富的生殖意义。从土，本

义指雄性的兽类；从也，指女阴。先民以象征雄性和

女性生殖器的符号组成“地”字，认为在生殖繁衍上，

人类和土地具有相同的特点和功能。同时，土与也的

结合，寓意万物成长的根基。《释名·释天》记载：“土，

吐也，能吐生万物。”《白虎通·天地》记载：“地者，元气

之所生，万物至祖也。”先民也以汉字形象符号的组合

体现自我，表达内心情感、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比

如“害”字，《说文·宀部》记载：“伤也，从宀，从口，言从

家起也。丯声。”明代叶秉敬先生在《字孪》中提到，

“害，从宀属家，从口生言。言从家起，为害之原，丯虽

谐声，亦取繁多，家多口舌，其害若何”。“害”字体现了

先民对言论的重视，提醒人们说话需谨慎，防止言多

必失，祸从口出。

汉字不仅以象形表意为体[3]，更以形音结合叙事，

并据此来透析和隐喻人事和道理。实际上，汉字这一

古老的中国文字就是为记事、叙事而产生、进化、成熟

的[4]。汉字这种几乎字字都有强大叙事性的特征，使

汉字字体设计中叙事思维的导入具备先天的优势。

1.2 中国传统艺术中独特的空间叙事

中国传统艺术经历了千年的探索与演变，形成了

独特的空间叙事：体验性的空间；势、力、气均衡的空

间状态；特殊的空间透视手法。这些独特的空间叙事

为汉字字体设计叙事思维的表达提供了手法和理论

上的参考与借鉴。

首先，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空间是一种体验性的空

间，一种体验重于自身的空间，具有典型的精神意象

和想象艺术的特征，书法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书法首先通过一停便收、回锋而收、上翘、下垂、方、

圆、细、粗等不同的书写方式形成了不同的视觉刺激

程度和内心情绪，再通过书法线条形成的块面大小与

厚薄、粗糙与平细，线条外沿内边的变化，线条走向的

变化角度，线条起止时形成的关系，让欣赏者产生艺

术感应，进而拓宽想象空间。汉字笔画处理的不同空

间效果见图1。

其次，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空间体系通过势、力、气

的经营达到了一种理想的空间状态[5]。比如书法和绘

画往往通过笔墨线条的构成，摒弃表面肌理和质量形

体的刻画与表达，以一笔一划为最基本的表现单元，

对行笔时力量的变化，行笔的转折、角度和轻重缓急，

笔与手指和手臂，笔与纸的距离和相互摩擦的力量充

分理解和运用，构成一个体系，讲究气韵生动，神韵飞

扬，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透风，重局部而现整体，聚部

分而现全境。

最后，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空间采用独特的透视

效果，展现出对于时间进程中运动的静态表述。李可

染先生曾说：“西方绘画总是一个固定的立足点，只能

把视野所见的东西收入画面，而中国画的创作可以全

然不受这个限制，大大超脱了固定立足点，超越了一

定的视野范围。”比如中国卷轴画通过不连续视点的

变换，如同在连续的时间进程里的一次航行，是一个

画家世界观的图像化空间。

中国传统艺术的空间叙事提供了汉字字体设计

叙事思维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表达方式，很多空间

经营手法和空间经营理论可以直接应用于汉字字体

设计的叙事思维表达中，这为汉字字体设计中导入叙

事思维提供了手法和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

2 汉字字体设计叙事思维的定义

汉字字体设计叙事思维是设计叙事思维中的一

个分支，它具有设计叙事思维的所有特征。

设计叙事思维旨在信息的传播，即叙述者把信息

传播给接受者的过程[6]。在设计过程中，设计者扮演

“叙事者”，设计作品是“媒介”，而作品使用者是叙事

图1 汉字笔画处理的不同空间效果

Fig.1 The strok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different spac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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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听众”。这种思维模式（设计叙事思维）认为设计

创作的重点不在于实用，而在于歌颂、表达[7]。毫无疑

问，汉字字体设计叙事思维也同样是把字体作品当作

一种语言，叙述性设计作为表达设计语言的一种手

段，设计作品除了满足所谓的“使用功能”外，还要满

足“设计的某些表达功能”，即设计中不能只考虑基本

问题的解决，更应该考虑作品能不能表达一些深刻的

含义，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

设计叙事思维具有3个典型的特征。首先，设计

叙事思维注重事物之间的关系。叙事设计关注形式

与意义间的关系，叙事设计中各个语言符号通过一定

的表述、组织使得意义清晰明了。其次，叙事设计作

品的展示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比如叙事建筑作品

中，建筑师必须考虑人们对建筑的体验经历，即由远

及近、由外到内、由总体到局部、由陌生到熟悉、由感

知到理解等的过程，也需要考虑不同气候、光影和情

境条件下，人们依然能够对建筑产生各种新的认识和

感悟。然后，叙事性设计离不开人的参与。叙事设计

需要叙事者的讲述，也需要接受者的体验。叙事设计

尊重设计师的个性创意，也尊重接受者的个性体验。

汉字字体设计叙事思维具有设计叙事思维的所有特

征，设计中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作品展示的时序

性和人的参与都是缺一不可的。

设计领域中对叙事设计研究最早也最成熟的是

建筑领域，它已经建立了明确的规则：把设计作品作

为一种表意的载体和联系人类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媒

介，人们通过对设计作品的体现形成对环境的自我诠

释，从设计理论的角度来探讨叙述，一方面建立对设

计本体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从人对环境的体验机制

上探讨设计方法[8]。汉字字体设计叙事思维的研究起

步较晚，因此可以借鉴建筑领域中相对成熟的设计叙

事研究方式。

3 汉字字体设计中叙事思维的表达

汉字字体设计叙事思维与建筑设计叙事思维同

属于非言语叙事。就设计来说，它的难点是采用何种

叙事方式才能做到既有画面美感又言尽其意[9]，不同

于言语叙事的显性表达方式，汉字字体设计叙事思维

与建筑设计叙事思维的表达更需要实现叙事思维对

形式和意义的逻辑转化。相对建筑的多维空间，汉字

是静态的、平面的，因此汉字字体设计中叙事思维的

表达不可能采用和建筑同样的方式，需建立适合自身

的表达方式。

3.1 借用汉字的叙事性

在叙事思维的表达方式中，汉字的叙事性特征体

现出强大的优势。叙事需要前后语境，汉字本身就具

有丰富的历史文脉，能提供背景和文化意境，可非常

轻松地实现叙事思维对形式和意义的逻辑转化。如

笔者设计的字体海报作品《论艺言道》，见图2，这是武

汉首届双年展新锐精英六人对谈的宣传海报，“坐”是

古人的一种止息方式，反映的是在椅凳没有出现之前

的古人的坐姿，自身并没有特别深刻的故事和含义，

但是当作品把6个“坐”围成一圈后，作品的故事意味

就显现了出来，篆体的采用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故事意

味。观者仿佛能从该设计中感受到放任不羁的饮宴

游乐和莫逆的友情，也仿佛能体验到“流觞曲水，饮酒

赋诗，畅叙幽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

心境。这无不契合新锐精英六人追求的开放式的、欢

快的对谈交流方式。

3.2 营造汉字空间

汉字空间包含汉字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在叙事

思维的表达方式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殊的空间叙事

将大放异彩。一方面，空间经营可以是直观的、显性

的，如日本设计师杉崎真之助设计的字体标志作品《现

代版画》，见图3，字体标志空间处理的巧妙之处在于直

观的字体大小变化中配合了相应的字体行距的宽窄变

化。另一方面，空间经营也可以是抽象的、隐性的，如

笔者设计的字体标志《辛亥100年》，见图4，作品中

“辛”、“亥”、“年”三字借用了草书的字形，重复叠加的

折状形态形成了一种相似叠加的空间，成功营造出一

种义无反顾的气势，展现了百年前辛亥前辈视死如归

的气概。

3.3 结合已有的叙事性艺术

叙事思维是来自西文字体设计的表达方式，往往

图2 字体海报《论艺言道》

Fig.2 Poster "Discussion about Art，Talking about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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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字体外添加某些相应的元素，通过建立某种场

景来巧妙借用某个已有叙事艺术的情节。比如笔者

设计的余姓和杨姓的婚礼字体，见图5，“余”和“杨”巧

妙地借其共用笔画，合为一家，其中烟囱元素的添加

使家的感觉更为明确；另外，代表男方的“余”字的一

捺正好撑起了整个家庭，而代表女方的“杨”字的一边

又撑起了烟囱，一个全新的温馨家庭的故事由此展

开。再如笔者设计的字体海报作品《根》，见图6，仅在

最常见的宋体笔画“竖”旁边添加一个门把手，“竖”立

刻变成一扇半打开的或即将打开的门，汉字之“门”即

是中国之“根”，意义深远。

4 结语

目前国内汉字字体设计受西方字体设计的影响

较大，基本照搬了西文字体的设计手法和设计理

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设计价值的日益显

现，国内对汉字字体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汉字

字体设计无论是从客观需求还是自身的发展上都应

该更多地挖掘自身优势，从多方面来尝试运用新的

设计思路和策略，开创属于汉字字体设计自身的设

计方法。叙事思维在汉字字体设计中的导入就是这

种思想下的一次尝试，汉字字体设计还有很多不同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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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字体标志《现代版画》

Fig.3 Font logo "Modern

Print"

图4 字体标志《辛亥100年》

Fig.4 Font logo "The 100 Anniver-

sary of the 1911 Revolution"

图5 婚礼字体

Fig.5 Logo of a wedding

图6 海报《根》

Fig.6 Poster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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