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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探析汉字形态在艺术设计中的美学功能。方法方法 基于汉字形态的视觉艺术特征，以汉字

形态的图形美、结构美、笔画美等美学特性为出发点，结合艺术设计的案例来研究汉字美学功能的应

用。结论结论 汉字形态在艺术设计中有视觉愉悦性、信息传播性等美学功能，能够促进消费。在艺术设

计的各个领域都应融入汉字形态的艺术特性，让汉字形态的美学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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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studies the aesthetic fun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m in art design. Based on the visual art fea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starting from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m art such as graphic beauty，
beauty of structure and beauty of the strokes，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esthetic function is studied combined
with art design case.The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s the aesthetics function of visual pleasure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o promote expense in the artistic design.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m should be
penetrated in the art field design to fully play the aesthetic fun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m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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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面符号，是不同民族和地

区的人们进行沟通的纽带，是人们相互交流所必备的

准则，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融合碰撞的结果，其具

有悠久的历史底蕴。汉字形态包括中国书法艺术、印

章艺术、汉字图案艺术、现代美术字体艺术等，属于艺

术表达方式的一种，能够传送各类艺术方法，抒发当

前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情感[1]。在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潮

流中，人们越来越强调形式和功能并重的思想。汉字

在历史的长河中演化出了丰富的表现形式，为设计师

进行艺术创作提供了创意源泉，具有美学功能价值。

用理性思维来分析汉字形态在艺术设计中的美学功

能，发现其有助于人们在艺术设计中更深入合理地运

用汉字形态的美学特性。

1 汉字形态的美学特性

1.1 汉字形态的图形美及应用

汉字形态的图形美是指汉字的外部形态所表现的

美感。这种美感主要体现在汉字的整体形状和个体特

点上。这些形态迥异、美轮美奂的汉字形态使人有气

象万千的感觉。每个汉字的结构不同、笔画各异，从形

态学角度出发来审视汉字后发现：每个汉字都由点和

线构成[2]。有些汉字在保留了自然界形态美的同时还

具有协调美和风韵美。汉字既有大自然的浑厚韵味又

有其形态的美感意蕴。例如“艹”，凡是带有“艹”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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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都和植物有一定关联，比如“莜”和“蓿”都是草本植

物。汉字是一种具有美感和想象力的文字，并非只是

刻板地表述某种事物，汉字更包含了物体的精气神。

当人们把汉字看成一幅幅活灵活现的画面时，设计作

品所传递的情感也就水到渠成地表现出来了[3]。

城市名称的字体设计见图1（图片摘自behance设

计网站）。城市的名称字体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

的精神宣传，应与其城市及所在国家的文化历史、生

活习惯、民俗风情等相关联，鲜明地体现出城市的代

表性。图1中的字体设计以城市建筑为创作原型，将

各个城市的代表建筑轮廓剪影融于字体设计中。比

如“柏林”两字取自柏林大教堂和铁轨轨道的轮廓，字

体结构符合德国人稳重严谨的形象。这几个城市名

称的字体设计都体现了汉字形态关于图形美的运用，

通过改变汉字的外部形态来传达其想要表达的思想

与精神。在艺术设计创作中，运用汉字形态的图形美

可以使创作形式具象化，给人们带来直观的画面感，

有助于人们感受到作品想要表达的情感。

1.2 汉字形态的结构美及应用

汉字形态的结构美是汉字形体结构所表现的美

学特征，表现了汉字结构个性鲜明、和谐统一的特

点。在汉字形态结构中，不能只看到汉字的对称美和

和谐美，如果这样就可能会忽视汉字形态个性鲜明的

特点。如果只强调汉字结构的独特性，不遵循一定的

美学原则，那么汉字形态艺术的结构美也就不存在

了。汉字形态的结构在这种和谐美与冲撞美的对立

统一中表现出了恒久的魅力[4] 。

从汉字的演变过程中发现：陶文符号和甲骨文字

都把宇宙万物转化成了视觉二维图形。汉字在图形

符号和甲骨文字的结构中体现出了其条理性、质感和

重力感等特征。汉字是由形态各异的线条在横竖两

个坐标上组合成的形体，能自然地表现出其质感，同

时还能产生相应的重力感。众所周知，重力的方向是

垂直向下的,其作用点是重心，汉字的重心一般在中心

或线条的稠密之处。汉字形态充分体现了其重力感，

是一个以静为主、动静结合的整体。有些汉字形态结

构完美地体现了对称与均衡的形式美，比如，“田”、

“大”、“美”、“林”、“中”、“ 喆”等。

《HONGKONG》是一款为庆祝香港回归而设计的

海报，见图2（图片摘自深圳新闻网）。海报将英文

"Hongkong"分解为"HONG"和"KONG"后再分别旋转

变成汉字“喜”，组成常见的吉祥图案“囍”。“囍”字又

称双人喜，为左右对称结构，常用于婚嫁等喜庆场合，

代表喜庆与祝福。将“喜”字首尾分解为上“壴”下

“口”。“壴”与“口”联合起来表示啦啦队，引申为欢乐

开心之意。将"Hongkong"组成“囍”的创意来源于文字

结构的共性。这款海报设计是运用汉字形态结构美

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艺术设计中，合理运用汉字形态

的结构美不仅能给人们带来美的视觉享受，而且还可

以融合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1.3 汉字形态的笔画美及应用

汉字的笔画是从上古时期逐渐演化而成的，其演

变要追寻书体的变化方向。汉字书体的演化进程可

以归纳为甲骨文、篆书、隶书、草楷行书4个阶段。汉

字的笔画在演化过程中从单调简单到形态多变，不断

被美化，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5]。任何印刷体和书写

体的基本笔画都可以归结为点、横、竖、撇、捺、提、折、

钩这8类。这些汉字的笔画都是由长短线和点组成，

具有线形或点的特点。汉字的笔画走向、粗细、形状

的不同，使汉字的字体种类丰富多变，使每一种字体

都有其自身的性格特点[6]。点和线组成的笔画就能构

成汉字，但这些笔画不仅只具有几何意义，还体现了

大自然的灵动，充满了动感和节奏美感[7]。

汉字形态艺术的笔画美体现在字体部首和字形

整体上。面馆招牌设计见图3（图片摘自 logo 社网

图1 城市名称的字体设计

Fig.1 Font design about the name of

the city

图2 “HONGKONG”

Fig.2 "HONGKONG"

图3 面馆招牌设计

Fig.3 Logo design of the noodle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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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由“有”、“滋”、“味”3个汉字组成，这3个字的笔画

均做了变形处理。将“有”的最后一笔“亅”和“滋”的

“氵”相连，还将“氵”衍生成一个小圆圈，“味”的“丶”

直接演变为一碗面，与面馆的主题相扣，使整个店面

的招牌活泼生动。这款招牌设计运用了汉字形态的

笔画美，重塑了汉字本身的笔画形态，赋予了作品相

应的灵性和神韵。

2 汉字形态在艺术设计中的美学功能

2.1 增强视觉愉悦性

在艺术设计中,字体的选取和设计是至关重要的，

这主要是因为字体本身具备一定的感情色彩，可以给

人们带来愉悦。汉隶字体：其视觉效果是长方宽扁

状，风格多样，笔势生动，让人感觉古朴庄重、气势宽

博；草书字体：结构简省，笔画连绵，给人一种自由不

羁的感觉；行书字体：没有草书的狂野，缺少楷书的稳

重，给人带来丝连流动的感觉；楷书字体：横平竖直，

形体方正，让人感到雄壮庄重。在艺术设计中合理选

取字体并进行恰当的变化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情感体

验和崭新的视觉效果。例如，儿童的包装设计可以选

择比较趣味的幼圆或胖头鱼字体来完成，给孩子带来

较强的视觉愉悦，引起孩子对该物品的兴趣。现代汉

字在形式、审美上都在不断地演变，渗透进艺术设计

的各个领域，成为一种富有情调和艺术感染力的设计

语言。汉字的结构变化、笔画变化、图形变化、风格变

化等都会给人带来不同的视觉愉悦[8]。

2.2 利于信息传播

在艺术设计领域，每种载体都传达着某种宣传信

息。汉字形态在艺术设计中的视觉传达作用是显而易

见的。由于汉字本身是一种具有含义传达作用的符

号，因此具有文字和图形的双重特性。汉字经过不断

地演变再运用到字体设计中，比纯文本和纯图形更具

有直观性和易识别性。纯文本一般用于传播对严谨性

与逻辑性要求较高的信息，纯图形常用于传播抽象性

与文艺性的信息。“永久”自行车标识是一个家喻户晓

的经典标识，上海永久股份公司logo见图4（图片摘自

Rologo网站）。把汉字“永久”和自行车的图形轮廓相

结合创作出的标识简洁直观、极易识别，比起纯文字或

纯图形更能对“永久”品牌起到传播和推广作用。

汉字形态的美学特性丰富，在信息传达中兼具了

精准性、直接性、情感化、趣味性等特征，具有信息传

播的功能。这些特点相互补充印证，使所宣传的信息

通过汉字形态本身的字义和美学特性准确、全面地传

达给了大众。

2.3 促进消费者购买

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人们的消费观开始由

单纯的物质消费转向精神消费。平面设计、产品设

计、环境设计等艺术设计领域都利用美学功能来迎合

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汉字形

态渗透进艺术设计的各个领域，对消费者的动员作用

不容小觑。例如，购买一款产品时，产品的广告设计、

界面设计、包装设计等各个环节都可能运用到汉字形

态，其美学功能促使消费者购买此款产品，美学功能

对女性消费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字体设计对消

费者有直观的冲击，消费者对不同字体有不同的感

受，并不由自主地对其进行比较和分析。随着消费者

审美水平的不断提高，汉字形态美学的促进消费作用

就越明显。汉字形态美学既具有刺激消费者购买欲

望的作用，又有着广阔的市场潜力。

3 结语

汉字的艺术形态是在汉字与民族审美文化相互

交叉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9]。这里先从图

形、结构、笔画3个方面论述了汉字形态的审美特性，

随后从视觉愉悦、信息传播、促进消费3个方面探讨了

汉字形态在艺术设计中的美学功能。其实汉字形态

的艺术美感在艺术设计中的功能价值还远不止于此，

有的学者还从汉字与音乐的同构性出发探讨了汉字

的旋律美，还有的学者从汉字结构与建筑物构造的相

似性出发探讨了汉字的平衡美和力学构造美[10]。汉字

美学在艺术设计上的理论层出不穷，人们应该把这些

立意出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创作中，多考虑汉字形态

（下转第36页）

图4 上海永久股份公司logo

Fig.4 Logo of shanghai permanent joint stock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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