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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文字设计静态形式分析的困境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思路。方法 溯源文字学的基础概念，

通过对文字符号的二元复合性概念进行工具化处理，进而切入对文字设计以及对语构学中形式分析视角

的研究，用一种基于向度概念的抽象模型思维，来发掘新形式分析的表述逻辑。结论 运用了文字符号

独有的建构性二元向度概念，即语言载体向度与图形表现向度，探究了基于形式样本分析和超越原有静

态形式分析方法的抽象的逻辑化阐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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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Analysis and Dimension Logic of Typograph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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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put forward new effective ideas for the plight of typography static form analysis. The concept of 

philosophical basic theory of phonetic symbols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natural binary duality concept of text 

symbols is analyzed, and then into the typography research, especially the form analysis of the perspective is discussed. 

Using a kind of abstract interpret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dimension to construct the form analysis of the new 

expression logic. The concept of inter-constructing binary of text symbol (include the dimension of language and the di-

mension of graphic.) is used to build the possibility of an abstract logical path based on formal sample analysis and be-

yond the original static form analysi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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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后工业文明和数字时代的来临，文字的设计

与应用面临着诸多新问题，语构技术、语用环境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在更新发展，一些原有文字设计研究的

理论方法也面临某种困境。在日常的设计实操和使用

体验中，人们用在传统静态方法处理视觉形式时通常

会陷入一种造型语义诠释的困境，例如人们很难从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中去解释当代年轻人为何经

常 在 刺 青 亚 文 化 中 采 用 古 腾 堡 版 “圣 经 ”里 的 哥 特

（Gothic）字体。语构层面只是语义链建构的因素之

一，在不同受众视域融合的情况下，语用环境的不同

就会导致复杂的不恒定情况，即所谓能指的“漂移”或

所指的“溢出”，而语构学（这里专指设计的造型技术

理论）的角度有时很难正面解释这一问题。为了辟出

不同于传统风格赋形史话语更具当下性的“语义”阐

释路径，就必须首先回到文字学的本源去探究文字符

号的特殊性。 

1  文字符号的二元向度 

借助符号学返回到理论的起源之初，从符号的下

位类形中可剥离出最重要的一对二元要素，通过梳理

人们将会发现文字符号并不是单纯的视觉范畴或听

觉范畴，而是一体两面式的复合性符号，这种二元建

构的天然特性决定了字符的二元向度，也为文字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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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分析打造了不同的逻辑基础。 

1.1  符号学式的溯源 

一般认为，文字最基本的功能在于对（声音）语

言的记录，但从东西方主要文字种类的溯源来看，一

方面（声音）语言受到天然条件的限制，人们不能借

助声音实现信息的跨时空传播与储存；另一方面古人

逐渐将表达意义的图画简单化、明确化，最后形成了

早期的象形文字。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形

成了今天纷呈各异的文字面貌格局。在传统文字学

中，文字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文字指表示

一定意义，用以记事和传递信息的书写符号系统；狭

义的文字专指记录语言对语言和声音的书写符号系

统。这两个定义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1]，无论是广

义还是狭义，都将文字定义为一种符号系统，一种“携

带意义的感知”[2]，这样，文字符号学路径的合理性

就确凿无误了。 

1.2  字符的内部建构逻辑 

文字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因其同步记录了

语音语言和描绘了图形的抽象化，故兼具语音符号和

图形符号的规律，它不可被简单归纳到其中任何一方。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其著作《话语，图形》中作出如

下评论：图形因素与话语因素的相互镶嵌具有从封闭

到开放、从开放到封闭的连续性，它是整个“观欲望史”

的一个片段[3]。由此可见，文字视觉和听觉的两种感

知路径相互交织建构，在“看”和“读”的过程中才能完

整地表达其意义。因此，文字作为特殊的复合型符号，

其下位可分析出（语言）文字符号和图形（图像）符

号两个层面[4]。广义符号概念的下位类型见表 1。 

 

图 1 广义符号概念的下位类型 
Fig.1 The lower classification of generalized symbolic concept 

1.3  设计学与符号理论 

以往对文字的理解，更多是基于语音中心的语言

符号学概念，即文字作为（声音）语言的形式而存在，

这里指的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音中心主义”学说，

即认为文字只是语音的表现形式，其视觉形式往往取

得了本不应有的重要地位[5]。但此类看法忽略了一个

事实，即文字首先是作为视觉形象出场的，观看先于

语言[6]，也只有这样，意义的承载和信息的传递才能

实现，其关键在于视觉形象在时间顺序上的感知前

置。在设计学范畴中展开对文字的讨论，应该是对语

言文字和图形图像这两个基本层面都予以关注。文字

设计是一种结合了语言文字和图形图像的特殊创造

行为，单纯用语言符号学或传统图像学理论来切入研

究都是不合适的，由于字符是抽象和具象互为表里的

复合型视觉符号，所以其相互建构的关系自然也就成

为人们观察认知的重点。基于符号学的文字设计研究

视阈见图 2。 

 

图 2  基于符号学的文字设计研究视阈 
Fig.2 The category of typography based on the semiotics 

2  文字设计的两个向度 

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的创造（生产）行为，人们可

以认为文字设计有两个基本向度，即语言载体向度与

图形表现向度，这是由字符内在的天然复合性结构决

定的，而外在的具体形式则在文字设计的长期实践过

程中不断工具化、技术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字设



76 包 装 工 程 2017 年 10 月 

 

计的向度逻辑实际上也开启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风格

史的“语义”言说方式，而这种对内部二元建构性的强

调，最终体现在用类似结构主义的方法所建立的阐释

模型之中[7]。文字设计的两个基本向度见图 3。 

2.1  向度的逻辑 

作为一种视觉符号创造（生产）行为，人们可以

认为文字设计有两个基本的“内在思考”和“外向实

践”的向度。一是语言载体，强调文字负载的语言意

义，即文字作为语言的透明介质，进而以语言意义传

递效率为基本宗旨，追求设计语汇的中立性、透明性、

通用性和工具性，其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 20 世

纪兴盛于欧洲的现代主义文字设计思潮。二是图形表

现，由于文字的视觉外壳本身具有图形图像带来的语

义“复调”效果[8]，在设计实践中通过视觉造型技术对

历史、地理、民族等文化特质进行表征，追求超越文

字（语音）能指的图式语义，在实践领域比较鲜明的

便是“物质丰裕时代”以充满视觉快感的杂多样式迎

合各类人群的后现代主义文字设计潮流[9]。 

2.2  理论诠释的方法 

就文字设计的语言载体向度而言，其在日常生活中

普遍是作为一种（语音）语言语义的介质，其目的在于

尽可能地通过造型技术使得（语音）语言唯一化，又或

是快速、清晰地将语音语义 “请出场”。这种“透明高脚

杯”式的理念在现代主义平面设计尤其是瑞士国际主义

设计思潮中体现得尤为鲜明[10]。但这只是理论言说的前

提假定，因为“视”和“读”的天性意味着文字不可避免地

要被符号化的图形样式来建构语义，文字设计在追求通

用中性的技术道路上就算走得再远，它也永远不可能成

为一个完全透明的语音语言的容器。而就文字的图形表

现向度而言，在诉求目的上存在本质的不同，对视觉样

式的感知与解读也成为压倒性的一方。但如果视觉符号

因其图形化越过了可阅读的临界点，也就从富有表现力

的字质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图形、图案，从而脱离了文字

设计讨论的范畴。可见，无论是语言载体向度还是图形

表现向度，其真正的作用和价值在于提供了一根动态逻

辑分析轴线。它不再追求于 “能指”和“所指”之间稳固

不变的静态联系，而是将文字设计的样本放在轴线上的

对应区间，从趋向性的角度展开形式分析。 

在内容上风马牛不相及的纽约地铁导视系统与服

饰品牌"American Apparel"的商标字体都采用了最为通

行的“赫尔维提卡”（Helvetica）字体。纽约地铁的导视

系统的设计显然是出于一种理性科学精神和社会工程

定位的通用诉求，快速清晰地识别阅读（语音）语言的

设计初衷使其无限趋向于语言载体向度，见图 4a；而

“American Apparel”因其受众都是年轻一族，清爽利落

的字体造型将他们与那些喜爱繁复样式的成年人区别

开来，造型样式本身就成了一种身份的表征建构工具，

一种具有象征交换价值的消费物品[11]，见图 4b。这也

使得“赫尔维提卡”被安置在趋向图形表现向度的一侧。 

 

图 3  文字设计的两个基本向度 
Fig.3 Two basic dimensions of typography 

    
                               a                                                  b 

图 4  纽约地铁导视系统与"American Apparel"品牌广告的文字设计对比 
Fig.4 Typography from New York subway and American Apparel's typ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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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基于形式样本又超越旧有静态样式的分析方法，

“向度”概念使文字的设计形式分析有了另一种视角。

后现代设计面临着种种纷杂流变的字符面相和难以

定位的逻辑困难，设计师应牢牢抓住文字固有的天然

二元复合性，重点关注符号生产与消费的动机，从“向

度”概念切入进而把握一种类似结构主义的阐释理论

工具，这将为今后开展文字设计研究提供一条可行的

理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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