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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易读角度对中英文印刷字体笔划构造设计进行比较分析，旨在找出两者异同，阐明宋体

字笔划构造优势，探讨中文字体设计借鉴英文字体设计的可能性。方法 采用实例比较研究法，分别从

两种字体的笔划数量和笔划密集度对易读性的影响，笔划末角形状对笔划长短的影响，笔划粗细及笔划

末角装饰对视线影响，笔划末端线放射比较等 6 个方面展开研究，整理归纳其各自易读性优势，尝试探

寻其借鉴的可能性。结论 文字线的数量、密度、笔划末端形状和装饰，以及笔划的放射等均对两种文

字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要充分发挥宋体字笔划设计易读优势，合理借鉴新罗马易读优势，根据版面易读

需求合理对文字笔划进行设计，为改善中文字体设计提出更多切实可行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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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Legibility of Stroke Design between Song Typeface and  

Times New Roman 

LI Zhen-yu, WANG An-xia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000, China) 

ABSTRACT: It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troke structure desig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print fonts, aiming to 

find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explains the advantage of Song Typeface stroke structure, and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Chinese font design makes reference from English font design. It is based on the examples of compara-

tive research. From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 we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he stroke number on readability, the influence of 

the stroke intensity on readability, the influence of the stroke shape on the length of strokes, the influence of the stroke 

weight and stroke decorate on the sight and the end of strokes line radiation comparative research, conclude from legibil-

ity advantages, and try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its reference. The number and density of text lines, the shape of the 

stroke end and decor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strokes all make a difference on both of these characters.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gibility advantages of Song typeface design, make reasonable reference of the legibility advantage of 

Times New Roman and make reasonable designs to the strokes according to the legibility need of page so as to put for-

ward mor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Chinese character. 

KEY WORDS: song typeface and times new roman; stroke design; legibility 

印刷字体设计最重阅读效率，易读性非常重要。

易读性即能否易于阅读，是微观字体，具有有效、

清晰、阅读简单的性质，是评定一种字体的内在易

读性和使用最佳间距特征的结果[1]。随着全球经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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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进程的推进，东西方国家在各个领域交流日益

频繁，文字作为语言的视觉表现形式，从侧面也代

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英文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

语言，英文印刷字体设计研究已趋于成熟。汉字因

字符多、笔划较繁复、设计的参照性较弱等构造特

征，开发一套中文印刷字体至少需要设计 6763 个常

用字和 682 个字符[2]，致使现代中文印刷字体设计研

究进展缓慢。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表明，汉字识

别首先要对笔划和部件等汉字字体特性进行分析，

然后将分析的结果整合从而识别整字[3]。笔划是文字

中最小的构成元素，也是文字设计中最值得细致研

究的部分之一，因此，以文字的笔划构造为切入点，

从易读角度对中英文印刷字体笔划构造设计进行比

较分析，旨在找出两者异同，阐明宋体字笔划构造

优势，探讨中文字体设计借鉴英文字体设计的可能

性。 

1  宋体与新罗马体 

中文常用的字体有宋体、仿宋体、黑体、楷书 4

种，其中宋体是正文中最常用的印刷字体，宋体字起

源于宋代，成熟于明代[4]，外形方正，横细竖粗，笔

划收尾处呈三角形，钩收笔处呈缺半圆状，起落笔有

装饰性顿角，因便于雕刻，阅读醒目，成为 16 世纪

以来汉字的主要印刷体[5]，广泛用于教科书、杂志、

报纸、公文、广告、屏幕显示等当中。 

2003 年《规范汉字印刷宋体字形标准化研究报

告》中指出：中文字形的局部环境不同，构形的美学

原则不同，使用者的要求不同，且多供“目治”，在贯

彻以上原则时可以适当从宽。过了识字教学阶段，对

人们的日常书写活动，一般只应以错对为界限，而不

应该用设计标准字形的细则去一一苛求[6]。现今使用

的宋体在字形规范研究上缺乏从设计角度及美学角

度分析的理性依据。 

英文使用广泛，形式多样，开发力度大，相对较

成熟，其中印刷字中最广泛使用的是衬线体，最具代

表的是巴洛克衬线体的，也被称作衬线体的过渡体，

最早出现在 18 世纪中叶，而其中就包括最著名的新

罗马体 [7]。当输入法切到英文时候，新罗马体即是

Microsoft 默认的字体[8]。新罗马体现在已经成为经典

字体之一，作为国际流通最广泛的语言，其字体编排

设计发展时间长，也相对成熟[9]。 

因此，本文以中文宋体与英文新罗马体两种字体

笔划特征展开比较分析，探寻宋体字笔划构造优势，

并尝试从新罗马体笔划构造设计中得到启示。 

2  笔划数量对易读的影响 

郭曙纶等研究发现，汉字横划最多，其次是竖划，

再次是点划、折划和撇划。20 902 个汉字笔划总数是

268 479 个，其中横划最多，有 82 682 个占 30.8％；

其次是竖划 51 459 个，占 19.2％。英文的字母偏长，

在 26 个字母中，竖向笔势占有 2/3 左右，其余 1/3

以斜划为主。 

图 1 为采用中英对照相同涵义两种字体，宋体字

例子共有 6 行，其中前 5 行横划数量为 85，83，82，

103，124，竖划为 56，60，76，58，70。图 1 中平

均每行有 95.4 笔横划与 64 笔竖划，各行竖划、横划

数差别较大，横划与竖划比为 95∶64，横划明显多

于竖划。横划多利于引导视线横式阅读，但横划较多

字距过近会使左右相邻的文字产生间粘连感。新罗马

体共有 8 行，其中长度相似的 7 行竖划数量分别是

64，64，74，55，65，64，64，横划为 12，17，15，

13，16，18，14，例图中平均每行有 15 笔横划与 64.2

笔竖划，竖划明显多于横划，数字表明各行竖划、横

划数差别不大，比较平均。英文字母笔划较少，竖划、

斜划数量较多，横划主要来自笔划的装饰及少数字母

并以短线为主，横划与竖划比为 15∶64，竖划与斜

划具有向下延伸感，减弱了各字母间的联系，同时配

合曲线使文字个体特征清晰明了。 

 

图 1  笔划中竖划和横划分布概况 
Fig.1 Distribution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lines in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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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根据版面中字横划的多少来调节字距，
避免相邻文字间粘连或过于松散。也可借鉴英文的字
体设计形式，使用弧线及斜划来解决左右相邻文字的
粘连问题。 

3  笔划密集度对易读的影响 

笔划是由不同的点和线构成的，无数的点连接在

一起形成了线，而线在一起又形成不同的面。面是线

的重复密集移动的轨迹，是线的发展延续，也可以看

作是点的放大，重复或集中的表现[10]。随着点、线密

集度的变化，字的重心也发生变化，同时也影响文字

的易读性。 

为更清晰观察笔划对行重心及视线的影响，把图

1 中的文字中心用红线标注出来，见图 2。宋体字横

线密度要比新罗马体高很多，上端尤为密集。新罗马

体竖划相对横划较多，且横线较少。 

 
图 2  笔划密度对文字重心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the density of stroke on text barycenter 

比较发现，宋体字线条上端横线较多信息密集，

符合人们自上向下的阅读的习惯和书写方式。由于宋

体上端密度较高，下端笔划相对较稀疏，下端笔划对

字重心平衡作用明显，需格外注意文字下端笔划的对

称感，如图中“人”和“条”等字下端笔划粗细与长短均

不同，可以尝试对其进行对称设计，使宋字体的重心

看上去更为平稳。 

4  笔划末角形状对笔划长短的影响 

宋体起笔齐头，收笔处上方成直角三角形，起落

笔有棱角，是雕版刻工们在长期的刻写过程中对唐楷

笔画归纳化处理后形成特有的装饰化特征，是刻刀留

下的韵味，它保留了楷体的本质[11]。由此可见，现代

的宋体字传承了部分便于雕版的装饰性笔划，而电子

时代已经突破雕版印刷束缚，但笔划装饰并没有同步

演变。 

图 3 中，相同长短的线也会产生不同的视觉变

化，末端呈尖角状，线长度看上去较短，呈喇叭状线

长度看上去较长。 

宋体字笔划末端呈三角状尖角，线看上去比实际

要短，文字看上去比实际要小。英文新罗马体字体则 

 
相等长度尖角方向朝内 

 
相等长度尖角方向朝外 

图 3  线的角装饰与线的长短 
Fig.3 The angle of the line and the length of the line   

刚好相反，笔划两端呈喇叭口状，线有向外放射感看

上去略大，见图 4。 

 

图 4  笔划末端对笔划长短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stroke end on the length of stroke 

汉字的笔划末端大部分呈尖角状，使笔划复杂的

汉字内部结构显得更加拥挤。因此，为使宋体字内部

结构更为清晰，要尽量减少笔划装饰对线的影响，可

以尝试借鉴新罗马体笔划末端喇叭口装饰形式，来使

汉字笔划有延伸感，从而减轻部分复杂汉字内部结构

拥挤的现状。 

5  笔划粗细及笔划末角装饰对视线影响 

大小得当，疏密有致的文字作为版面的第一要

素。没有任何版式设计的表达离得开文字[12]。粗笔划

和细笔划有对比度和没有对比度，将会对字体的韵律

运动产生影响。一行字体如果其字母的笔划的自重相

同，会产生一种均衡的韵律，而笔划在字重上发生变

化的字体，将给人以在行中穿越移动的感觉[13]。笔划

的粗细、笔划两端的装饰等都在字中形成了轻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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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重色先于浅色识别，同时对视线具有牵引作用。 

宋体字传承了书写的特点，笔划末端的装饰使

线产生了由细到粗的感觉，使文字右侧比左侧更易

引人注意，见图 5。新罗马体中粗的斜划多数是自左

上端开始向右下方延伸，图中箭头指向的"h，n，u"

等字母左上角笔划装饰有引入感，右下角有走出感，

"o，d"等字母中的全包围及半包结构的弧线有粗细变

化，同样呈现自左上向右下的倾斜感，新罗马体有

完整的从左上到右下的引导方式，整体左侧先于右

侧进入视野。 

 

图 5  笔划粗细及笔划末角装饰 
Fig.5 Stroke thickness and stroke end decoration 

宋体字沿用至今，现代社会字体多从左向右阅

读，而曾经的汉字是自上向下阅读，阅读方向转变但

字体装饰几乎变化不大，没有以自左向右的阅读方式

为中心对文字装饰结构进行调整。因此，从易读角度

也许可以尝试借鉴新罗马体，通过改变笔划装饰形式

使宋体字重量集中在文字左侧，使文字左侧相比右侧

更引人注意，便于自左向右阅读。 

6  笔画末端线放射比较 

线的两端有延伸的特点，位置不同的线延伸方向

不同。不同方向的线能产生上升、下降、倾斜各异的

视觉效应。线性的形状不同方向不同[14]。线的装饰不

同会产生不同线的轨迹， 

尖角线有结束感，喇叭口线则有伸长感。 

宋体笔划装饰使部分笔划线条有延伸且未结束

感，而英文多数笔划的装饰呈尖角，也有部分笔画末

端是圆角，减轻的线的延伸及放射感，见图 6。宋体 

 

图 6  笔划粗细对视线的引导 
Fig.6 Guidance of stroke thickness on eyesight 

字部分线无终结感，部分笔划看着较长且略欠统一，

线的延伸感使相邻文字易相互干扰。从易读角度分

析，宋体字中多数笔划装饰有未结束感，易使相邻

字体间产生影响。因此，可以借鉴英文笔划圆角状

装饰来减弱笔划的放射性，同时也不会影响字体的

视觉大小。 

7  结语 

本文就宋体与新罗马体笔划设计易读性比较研

究得出以下结论： 

1）笔划数量对易读的影响。汉字横划多利于视

线横式阅读；新罗马体竖划、斜划较多，竖划与斜

划配合曲线使文字个体特征清晰明了。因此，可尝

试根据版面中字横划的多少来调节字距，避免相邻

文字间粘连或过于松散。也可借鉴英文的字体设计

形式，设计更多的弧线及斜划来解决左右相邻文字

的粘连问题。 

2）笔划密集度对易读的影响。宋体字线条上端

横线较多信息量大，符合人们自上向下的阅读的习惯

和书写方式；而新罗马体则横线少但密度均匀。我们

需特别注意文字下端笔划的对称。可以尝试对其进行

对称设计，使宋字体的重心看上去更为平稳。 

3）笔划末角形状对笔划长短的影响。宋体字传

承了部分雕版印刷的装饰；而英文装饰使英文比看

上去比实际略大。因此，要尽量减少笔划装饰对线

的影响，可以尝试借鉴新罗马体笔划末端喇叭口装

饰形式。 

4）笔划末端线放射比较。汉字部分笔划看着较

长，部分字看上去比实际要大；而新罗马提笔划的装

饰呈尖角，也有部分笔画末端是圆角，减轻的线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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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及放射感。所以，可借鉴英文笔划圆角状装饰来减

弱笔划的放射性。 

总之，本文以宋体和新罗马体进行了比较，为了

使字体设计更为合理，需要以易读为中心更多角度比

较它国印刷文字设计，综合更多的理论与实践，根据

应用载体对字体设计做更多的尝试与探讨，需保留宋

体字的优势，合理借鉴它国文字设计优点。为改善中

文字体设计提出更多切实可行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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