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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从汉字的书写角度探讨汉字设计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方法方法 研究中国书法的书写过程，

提炼书写意象在汉字设计中的表现方式，挖掘书写中蕴涵的创作理念、方法和东方美学思想。结论结论

新媒体时代来临，阅读习惯和信息传递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书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字设

计应加强对书写的重视和研究，这不仅是本土化设计深入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现代人内心的精神渴

求，更是在新媒体平台下对汉字进行开发和传承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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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writing，new ideas and method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re explore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writing process，it extracts the performance of writing imagery in Chinese characters design，
excavates the creative ideas，methods and oriental aesthetic thought in writing.New media era，reading habits，and
information delivery methods changed dramatically.Chinese characters design based on calligraphy should return to writing，
not only requir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ization of design，but also reflect the modern one′s inner spiritual
thirst，which is the only way to develop and inherit Chinese characters age in the new media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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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中的特殊类别。自古

以来，文字较多以书写形式呈现，“写”和“字”总是联

系在一起，特别是汉字，已上升到书法这一非常成熟

的艺术门类。汉字设计以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为基础，

结合现代设计理念，依托科技进步慢慢发展起来。新

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传统的书写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冲

击。以屏幕为介质的传播方式使文字离“写”越来越

远，然而计算机体又使人们开始怀念书写时代文字带

来的温情和趣味。汉字设计在新时代下面临着许多

问题，需要做作出相应改变。

1 在汉字设计中探讨书写意象的意义

从书法艺术角度看，书写文字的过程是一种审美

活动，并融入自己的观念、思维和精神，形成“书法”这

个艺术门类。汉字的审美一直以书法美学为标准，汉

字设计也延续了这一中国传统艺术。然而，既是书法

家又是设计师的人并不多，在当代的中国设计中，人

们对书法文字的运用大多数只是停留在形式化和符

号化上，缺乏对书写方式的深入研究。人们仅追求线

条的外在形式，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简单，致使“书写”

的精神实质被忽视。

写有二义，《说文》：“写，置物也”；《韵书》：“写，输

也”。置者，置物之形；输者，输我之心[1]。”字为心画，

是每个个体的心理表征。何时写、何地写、如何写和

写的过程都是创作者心智凝结的成果，也是书法作品

具有不可复制性的原因。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书法

体现了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剖析、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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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书写过程，使这个抽象的行为与汉字设计过

程相融合，这对于当代中国平面设计的发展具有积

极意义。

2 书写意象在现代汉字设计中的表现

汉字的书写受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这里除去

书写材料等客观外在因素，主要研究以书写者为主体

的主观内在因素。

2.1 书写讲究变化

在书法艺术中，变化是一种天然的书写意识表现，

是书写的特性。人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运动着，手在

写字时受大脑的直接影响。由于人们在书写过程中对

整体性的考虑，会根据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字形、布局、

笔画，以此来获得最佳视觉效果。王羲之说过，字字有

别[2]，这在其《兰亭序》中各不相同的22个“之”字里得以

体现。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过：夫字犹用兵，同在制

胜。兵无常阵，字无定形[3]。在汉字的设计上，丰富多

变的线条和有意识的错写增加了汉字的信息密度，带

来了特殊的美感体验。汉字阅读的容错性是一个非常

有趣的现象，有人曾做过实验：在一段文字中出现少量

的错别字或者颠倒文字的前后顺序都不会影响阅读，

甚至不被察觉。这种似是而非的阅读方式在西方的视

觉原理中被理解为一种整体观看的现象。设计汉字

时，应在遵循汉字结构基本规律的基础下对其进行繁简

转换，这样会给阅读带来一种视觉新鲜感。意象之美即

信息之美，复杂的形态变化能传递出更多的信息美。造

字工房T恤的文字设计见图1（图片摘自新浪微博）。

2.2 书写以自然为本

从某种角度来说，自然是艺术的最高境界，人造

物的设计应力求再现自然的本真。“写”是即兴而为，

其保有的自然气息是现代计算机无法做到的。在计

算机大范围使用的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认同手写价

值，很多文字设计都被有意地加入了手写的痕迹。就

视觉语言来说，“写”的有机视觉效果最能简单直接地

表达自然界[4]。将书写时自然生成的效果，比如浓淡、

虚实、飞白、渲染、连带等融合于字体设计创作中，会

给原本冷冰冰的屏幕文字增添一些自然的味道，就像

朱赢椿设计的书名文字一样，见图2。在日本的设计

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等特征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手工那种斑驳缺损、古朴拙涩的感觉体现了文化中独

特的自然审美观。以手感的自由和随性创造出来的

作品往往会参差不齐，但这却是自然的必然，且不可

逆。因为手感创作无法与机器制作的工整、完美相

比，所以更应该欣赏手感在不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自

由创作[5]。日本的当代设计中，运用了大量的汉字书

法，其对于书写意象的延伸和再创造值得借鉴。汉字

设计遵循“无法而法，是为至法”的原则，此原则在日

本包装上的汉字设计中得以体现，见图 3（图片摘

自堆糖网）。在追求自然的同时遵循一定的规律，从

中把握一种尺度。

2.3 书写注重过程

书写过程直接影响书法呈现的视觉效果，书写者

在创作过程中展现的抑扬顿挫、回转徐疾姿态透过笔

墨跃然纸上。书法是一气呵成、容不得修改弥补的过

程艺术。台湾著名舞蹈团体云门舞集的舞蹈作品《行

草》见图4，其把舞者的肢体动作和书法笔墨融合于舞

台之上。日本设计师杉浦康平在研究汉字的线条时

发现，汉字识读是视线随线条的流动而产生的一种整

体性观看的过程。这种真实可感的过程把创作者的

身心体验通过文字传递给了观者[6]。对书写过程的研

究和表达有利于使文字设计更具过程感和现场感，使

文字设计的最终面貌由结果的直接呈现变为设计过

图1 造字工房T恤的

文字设计

Fig.1 Makefont T-shirt

character design

图2 朱赢椿设计的书名文字

Fig.2 Title character designed by Zhu

Ying-chun

图3 日本包装上的汉字设计

Fig.3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of Japan packaging

图4 《行草》

Fig.4 "Cur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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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参与体验[7]。

2.4 书写表达直觉

手的活动引发脑的思考，脑的活动又需要手来实

现。书写文字是表达心中意象的直接方式。或许很多

人都认可“写”的价值，但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使人们远

离了这一直觉表现形式，转而依赖于电子媒介和工具，

在电脑软件的程式化命令和诸多形式化法则下，设计

出了大批刻板雷同的作品。由于设计师的一些自我

的、可感知的、情绪化的因素被淹没，使得人们感觉不

到作品的思想情绪，使作品缺乏生命力。颜真卿50岁

之作《祭侄文稿》见图5，其艺术价值不仅在于高超的书

法技艺，更在于让人们通过作品中文字的涂改重写和

篇章线条的变化跌宕感受到了其情感的变化。字体设

计师倪初万认为，把情感透过字体释放出来，能给读者

带来一种心灵感应，更能带动阅读。倪初万在设计字

体时为了去掉描摹的痕迹提倡在初稿阶段用毛笔来

写，而不用铅笔、尺子[8]。倪初万设计的印刷字体《笔墨

的表情》见图6，让人看到了现代“飞白书”那种感觉。

书写者通过对运笔速度和毛笔含墨量的控制，形成笔

画中疏密不一的白隙，给人带来灵动的感觉。

2.5 书写展露个性

自古以来，书法就有“体”之说，书体是书法家的

个性标签。书体是书法家智慧、情感、修养和艺术

素养的集中体现，不同的书体表现不同的艺术美。

草书一气呵成、字字独立、牵引贯串，既表现了书法

飘逸潇洒、豪放不羁、行云流水、气韵生动的律动

美，又传达了书法家本身豁达、自由、灵动的心境与

艺术追求[9]。欧阳询的欧体险峻劲峭，颜真卿的颜

体雍容平和，柳公权的柳体端正开阔，不同的风格

让世人在学习和欣赏其精湛的书法技艺同时也感受

到了3人迥异的个性。长久以来，设计中的人性因

素和智性因素不和断地交替上位，比如颇具争议的

瑞士平面设计风格及其代表字体赫维提卡体，追求

个性的设计师无法忍受其通用甚至滥用的情况。虽

然这是一种经典字体，但是多样化的选择在当今时

代显得更加重要。中国明代曾出现过流行于官场科

举的馆阁体，其虽方正规范，但缺乏个性、过于雷

同。计算机里的书法字体只有楷体、魏碑、隶书、篆

书，以书法家个人字体开发的书法字体因其开发面

小、应用范围窄，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方正字库

近年推出的“字迹”系列就是将个人手写字体转变

成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计算机字库产品，将创作者的

个人字迹通过专业软件处理成计算机字体，使个人

字体得到广泛应用，方正字迹静蕾体，见图7（图片

摘自方正字库）。在汉字设计中，应重视书写者的

个性表达，这能复苏书写者的主体意识，是现代意

义下“字如其人”的全新阐释。

2.6 书写蕴涵东方美学

在书法篇幅中，字与字间的布白和行间的布白因

轴线的连接使得点画呼应，从而使作品产生了“字里

金生，行间玉润”的视觉效果[10]。“计白当黑”贯穿于整

个书写过程中，这一意识和行为体现了独特的东方美

学思想，即“白”是一种“空”的概念，这将空间中的虚

无与有形的笔画在运动过程中建立起了相互依存的

关系。虽然汉字单体遵循方块字的基本外形，但是在

汉字设计中，笔画间、字间及行间的布局却无法机械

地套上大小均一的方格，也无法用计算来得到准确的

数值。华琳在《南宗抉密》里说过，务使通体之空白毋

迫促，毋散漫，毋过灵星，毋过寂寥，毋重复挑牙，则通

之白亦即通体之龙脉矣[11]。这里的“龙脉”就是指汉字

设计中的余白，余白无法量化，其体现了创作者对整

体拿捏有度的控制感。例如，日本设计师浅叶克己的

文字设计作品，见图8。

图5 《祭侄文稿》

Fig.5 "Offering nephew presentation"

图6 《笔墨的表情》

Fig.6 "The text

expression"

图7 方正字迹静蕾体

Fig.7 Jing-lei style of Founder type

图8 浅叶克己的文

字设计作品

Fig.8 Typography

by Katsumi As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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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传统书法以笔墨纸作为书写介质。书写作为日

常生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生活节奏缓慢的古代，

一笔一画之间皆是对美的感知。当今文字的呈现多

通过屏幕，这种呈现形式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审

美方式，使人们与真实世界更加疏远。然而这种距离

感又激发了人们的主体意识，促使人们去寻找让内心

稳定的因素来调适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因此，越来越

多的设计作品试图挣脱技术的束缚，回归原始的手绘

和涂鸦。在新媒体平台下，书写不应只代表一种怀旧

感，因为无论何时，书写都是人类表达思想和情感的

重要方式。中国书法的艺术化书写是在此基础上的

精炼和提升，书写中特有的精神理念和美学思想应在

现代汉字设计中得到传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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