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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拓展原本字体设计的专业领域，将其置入更广阔的语境中进行探讨，以一种宏观视角建立

起适用于屏幕媒介的新型字体理论框架。方法 在对传统字体设计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布坎南

所提出的设计四层次理论，归纳总结出包含符号语言、信息载体、阅读方式、意义构建的屏幕字体设计

的理论框架。结论 通过研究发现，传统字体理论不仅对屏幕字体中新的物理属性如动态、空间、视觉、

声音等元素缺乏研究，也不足以用来解释与分析在屏幕阅读中新的观看方式及行为方式。本文建立起的

框架系统为屏幕字体实践与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据，同时为字体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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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and the professional field of original typography design and put such design into a 

broader context for discussion so as to establish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ypography suitable for screen media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traditional typography design theory and Buchanan's four-order 

design theory,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creen typography design including symbol language, information carrier, 

reading mode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was summarized. Through the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typography 

theory is not only lack of research on new physical attributes such as dynamic, spatial, visual, sound and other elements in 

screen typography, but also insufficient to explain and analyze new viewing and behavior patterns in screen reading. The 

framework system established in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basis for the practice and teaching of screen typography and a 

new horizon for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typ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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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书的时代，文化围绕着言语；后来，文

化围绕着文本；将来，则围绕着电子屏。超过 50 亿

张屏幕在我们生活中闪烁，将来还会有更多。我们是

屏幕之民，我们的阅读变得社会化，是流动和分享

的。”[1]。屏幕已然成为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书写与

阅读媒介。麦克卢汉曾言：“我们塑造我们的工具，

之后我们的工具塑造我们[2]。” ・美国著名作家路易斯

拉帕姆将麦克卢汉的理论放进 20 世纪的印刷文字文

化中，并与当代的电子媒介文化进行对比，前者代表

现代文化、重视视觉、有一定序列性、精心创作等特

点；而后者则是代表着后现代文化、重视触觉、有共

时性、即兴创作等特点。 

・文学评论家威廉姆 加斯在《文字的居所》一书

中说到：“如果语言是我们世界的限制,那么我们就需

要去寻找一种更包容、强大、富有创造性的语言去突

破这些限制。”随着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更复杂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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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挑战，屏幕字体必须重新被视为一种新的拥有自身

独特语法、句法与规则的语言，以加强而不是限制对

电子媒体设计的理解[3]。 

1  字体理论研究历史及现状 

作为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现有字体文献大多以

教授具体技术和历史梳理叙述为主。早期文字排版方

面的文章大部分是技术性的介绍，目的是为了告诉人

们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字体排印师。当然这在字体设

计发展的早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在那时人们并没

有多少机会受到正规的字体训练，所以不同的印刷师

或字体设计师都发展出了他们自己一套对于字体排

・印方面的经验。约瑟夫 默克森林被认为是第一位描

述自己实践及字体工具的设计师[4]。这种对于字体制

作技术的文献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包括《字体设计

手册》[5]、《文字设计》[6]和《平面设计中的网格系

统》等[7]，这些文献从技术与实践的角度传达了什么

是“好”的字体设计应用。 

目前大部分的设计理论文献主要还是对于形式

及技术的初步讨论，对于字体设计背后的文化及结构

缺乏系统性论述，字体教学方面的资料也缺乏一个整

体的理论框架。现有的字体理论有两方面的局限：首

先，其来源大都基于传统印刷字体实践，并不能很好

地指导未来字体在屏幕媒介的发展方向；其次，传统

的字体理论研究对象基本是局限在字形的研究上，主

要是在字体设计专业本身的范围内进行探讨，重点也

都是围绕技术和历史进行梳理，即使有少量对于理念

和文化方面的探讨，也都比较简略，缺乏系统性。 

对于屏幕新媒介的出现，并没有针对字体设计学

科给予新的系统性架构和方法论。然而介于目前屏幕

字体发展的多元化状况，字体设计理论很有必要从其

他领域吸取养分，如交互设计、体验设计、传播学、

认知心理学、修辞学等，这些都是现有字体理论所很

少涉及的。 

2  ・理查德 布坎南的设计四层次理论 

2.1  四层次理论 

早在 2001 ・年理查德 布坎南就提出了“设计四

层次”模型，其初衷是为了描述“大设计”学科中实践

与思维发展所历经的 4 个历程：符号、物品、行为与

思想[8]，设计四层次模型见图 1。在该模型中大设计

被定义为人类构思、策划和制造的能力[9]。虽然在此

定义中设计结果依然是“产品”，但以往人们仅仅将设

计对象理解为物理性的产品对象本身。布坎南认为随

着“设计四层次”的出现，这种受限的意义被拓展开

来。在该模型中，第一层次符号是传统视觉传达和平

面设计所处的层次；第二层次物品则对应传统工业设

计中对象的物质性特点，包括外观、功能等；从第三 

 
 

图 1  设计四层次模型 
Fig.1 Model of four orders of design 

 

层次开始设计逐渐脱离物质性，而转向非物质的行为

设计，如今常提到的交互设计就属于这一层次；第四

层次则是从更加宏观的思想及系统的角度对设计进

行思考，包括系统设计、环境设计等新兴设计学科。 

2.2  层次界定与重置 

传统字体理论对于字体设计的理解主要集中在

平面设计领域的设计决策上，包括字形、版式等。然

而当下字体及出版领域所面临的设计挑战涵盖了包

括阅读方式、用户体验以及行为逻辑等方面。本文将

・结合理查德 布坎南所提出的“设计四层次”理论，将

字体设计“重置”到一个更广阔的语境下进行研究。 

所谓“重置”是布坎南在提出设计四层次理论框

架的同时提出的另一重要概念，设计领域的创新很大

一部分都来源于将传统设计学科“重新置入”该模型

的其他层次之中。传统设计学科往往从关注其中的一

个层次开始，然而通过将其重置于这一框架的新领域

之中，新问题和概念随之而产生。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平面设计主要目的是通过图像制作来完成个人表

达，是一种为商业与科学服务的纯艺术表现方式的延

伸,而后受到传播理论和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平面设

计师由此转向了信息转译者的角色。例如，平面设计

师为企业或公众信息“着色”，更技术性地说，平面设

计师“加密”了企业信息，平面设计被视为观察者“解

码”的“物品”或“实体”。如今，视觉传达实际是一种

劝导性论证，当这一观念展开之后，平面设计将可能

被重置入体验与传播的动态流之中，强调平面设计

师、观众以及传达内容的修辞关系。在这一语境下，

平面设计师不再被视为信息的修饰者，而是被看作通

过图像与文字的新组合来寻求更具说服力论证的传

达者。在这一变化中，可以看到传统的字体设计已经

随着时代的变化从原本的符号层次，扩展到了物品、

行为及意义层次，那么相应的字体理论也应该重置入

这些新的领域进行新的探讨。 

3  屏幕字体四层次理论 

通过将传统字体设计“重置”入布坎南的设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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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中，结合字体设计本身的特性，将屏幕字体设计

理论框架划分为语言符号、信息载体、阅读行为、意

义构建这 4 个新的研究层次，并将其运用到屏幕字体

实践的研究中。接下来将逐个分析该模型中不同层次

所对应的研究内容。 

3.1  语言符号 

在原有模型中，符号对应的是“符号及视觉传达

设计”所在的领域，包括传统的平面设计，比如字体

和广告、书籍及杂志，以及科学插图设计等。该领域

同时也是传统字体理论所一直关注与徘徊的领域。然

而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传达都是通过使用符号来完

成的。符号可以通过文字、声音、手势、思想以及图

像的形式来传播人们的想法和信仰。伴随着科技的发

展、屏幕的出现，传统的印刷符号已转变为文字图像

的综合体，新的传播方式与符号随之诞生。新符号的

研究有助于人们理解当下视觉文化与信息传播的特

点，从而对于字体设计的符号选择给予更加广阔的空

间，对于屏幕字体而言，屏幕媒介给语言带来了传统

符号之外的新兴符号，如文字、弹幕等。 

3.2  信息载体 

用“信息载体”一词代替原模型中的物品。“物品”

原意对应的是物质对象的设计，包括对于三维产品如

衣服、居家用品等的修饰与雕琢，其中涉及到产品的

形式、功能等。而字体作为平面设计领域中特殊的存

在，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物品”这一概念有着天然的关

系，如早期的活字，其不仅是符号，更是一个实实在

在存在并且可以触摸、具有温度与功能性的产品，只

不过伴随着照相排版、电子屏幕的出现，其“物”的特

性逐渐被人们所遗忘。对于屏幕字体而言，屏幕作为

其载体，物质性不但影响着屏幕字体设计的显示问

题，与也给予字体设计新的文化隐喻，而这正是这一

层级研究中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屏幕的物质属性包

括其发光的特性以及分辨率的限制等对于字体设计

中的形式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屏幕作为一种信息载

体，除了物理特性之外，其背后的文化与审美也是屏

幕字体设计研究所要面临的问题。如今屏幕自身也成

为了一种社会景观，不过如今大多数人们讨论的话题

还围绕在屏幕之上的内容，而关于屏幕自身的神话、

历史及哲学则鲜有论及。这说明屏幕媒介背后的隐喻

也值得深入研究。 

3.3  阅读行为 

设计在传统意义上一般被理解为造物，然而以行

为为对象的设计也需要物，但只是把物当作实现行为

的媒介[10]。如今屏幕字体的设计预示着从物质到数码

的转向，将文字设计的关注点也从“文字”带向了“阅

读” ・。如荷兰埃因霍温食物设计专业主任瑞吉 沃格

赞所言，之所以将自己定位为“吃设计师”而非食物设

计师，是因为食物设计指向的是一种结果，而吃设计

不仅包含结果更强调吃这一过程。相对于传统字体从

字距、行距等物的概念着手，“阅读行为”将从行为方

式上对字体进行描述。例如人们描述 Futura 字体的时

候，习惯将其的成功归结于其字形的物理属性，诸如

无衬线、几何结构和灰度等，但是人们在描述近期

Google 研发的第一款响应字体“Spectral”时，却很少

去试图描述其物理属性，而是选择去描述某个事件，

譬如根据屏幕大小自动适配、根据背景颜色自动选取

灰度等。当注意力转向行为，设计师也开始将注意力

转移到流程、服务和其他结构化的活动上，那么就不

会惊讶交互设计强调“策略计划”、“体验设计”、“参

与式设计”以及“价值评估”这些概念，以及这些概念

对于字体设计的影响[11]。 

3.4  意义构建 

第四层次“意义构建”。布坎南指出设计的第四层

次是构建一个复杂的系统或生活、工作、游戏与学习

环境。同时这一领域增强了人们对于设计整体核心理

念、思想和价值的意识，而价值、思想和理念的整合

正是一种意义的 ・构建的行为。约翰 赫斯克特指出：

“设计是人类构筑和制造满足自身物质需求与创造意

义的能力。”设计正将注意力从方式转移到意义，字

体设计也不例外。如何利用字体设计构建意义成为这

一层级字体设计所要重点研究的内容。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设计议题主要围绕着功

能与价值，而后随着对于消费者行为分析的深入，以

及大众传媒的出现。1950~1960 年，一则电视屏幕上

60 秒的广告可以有超过 3 千万观众，此时品牌的概

念开始凸显出来。1970~1980 年，大众市场慢慢分解

为不同的细分市场，一方面是因为更自信的消费者对

于差异化的需求，以及婴儿潮带来的对父母一代的叛

逆。可口可乐开始生产不同包装口味的饮料已满足更

加多元的市场需求，新的杂志和报纸也在不断的增

・加。就像路易斯 切斯基所说：“如今对比于过去在

选择中感性成分超过了理性成分。消费者被符号、图

像和颜色所刺激。”进入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数码革

命的兴起，全新的商业模式公司如 Amazon、淘宝等

出现，将设计的重心从品牌带向了体验，创意与消费

要求的进化见图 2，特别是如何带给消费者有意义的 
 

 
 

图 2  创意与消费要求的进化 
Fig.2 The revolution of creativity and consumer's requirement 



第 39 卷  第 24 期 万千个等：屏幕字体设计的四层次理论研究 31 

体验[12]。同样字体设计诉求也经历了这一变化过程，

如何通过屏幕字体设计构建意义，并为观众带来更好

的体验，这成为了目前字体设计的重心所在。 

4  屏幕字体四层次理论及其意义 

根据语言符号、信息建筑、阅读行为、意义构建

的四层次框架，在布坎南设计四层次模型的基础上，

笔者绘制了屏幕字体设计框架的基础模型，见图 3，

从而给予了字体设计研究者一个更加宽广的视域，利

用这一模型可以对屏幕字体设计进行更加立体全面

的研究，并对字体形式背后的动因及影响因素有系统

性的理解。 

 

 
 

图 3  屏幕字体设计研究四层次模型 
Fig.3 The model of four orders of screen typography 

 

4.1  理论意义——拓展字体理论研究范围 

互联网及屏幕的出现也不过几十年的历史，相比

于印刷字体丰富的经典论著，屏幕字体相关理论体系

还不健全，有待进一步的系统梳理与归纳。同时因为

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理论也在不断出现。本文对于字

体理论的拓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首先，将字体理论置入大设计学科范畴,拓宽了

字体理论研究的视野。结合布坎南的设计四层次理

论，将字体设计理论扩展到更加广阔的语境中进行讨

论，包括语言符号、信息载体、阅读行为、意义构建

4 个层次。 

其次，将传统字体理论与跨媒介理论结合。屏幕

作为新兴媒介必然包含有许多新媒体的属性，如动

态、声音与交互等，而对这些属性与视觉之间的关

系的研究大都不在字体设计领域，而是在影像学、

多媒体、交互设计等领域，根据这一模型将这些理

论运用到字体设计中试图为传统字体理论注入新的

生命力。 

再次，将字体设计与语言学结合。本文中所提到

的屏幕字体符号、构词法、及意义构建等概念都来源

于语言学的专业术语，并且在某些章节也是重点围绕

语言学来进行探讨，比如符号语言层级中设计的传

播学相关理论、第四层级中意义构建与修辞学的关

系等。 

4.2  实践意义——设计实践与教学实践的依据 

对于笔者而言，设计理论研究一方面来源于实

践，另一方面也需要指导设计实践本身，脱离实践的

理论就像离开身体的灵魂。而对于实践而言有两者同

等重要，一方面是设计应用实践，另一方是设计教育

实践。 

首先，对于设计应用实践的意义。字体设计作为

视觉传达设计的核心与基础，几乎在所有的设计项目

中都有涉及，尤其是平面设计实践的重中之重。随着

技术的发展，在如今这个读屏的年代，很多设计实践

都与屏幕相关，包括海报、请柬等传统印刷物料都常

被 H5 等屏幕媒介所代替。而与此相反，与字体排版

相关的设计书籍大部分都是针对印刷字体进行描述

的。而本文对于字体设计中动态、交互、时间等新属

性的系统讨论，将有助于设计师将眼光从传统字体设

计方式转向新的设计语言。 

其次，对于教学实践的意义。笔者在高校长期从

事视觉传达方面的教学工作，在此过程中发现屏幕媒

介与印刷媒介两者之间无论从微观和宏观角度都存

在着差异，关于字体设计的理论有待扩展和更新。 

5  结语 

目前，字体课程在平面设计专业的教学中，往往

重点梳理传统字体的概念，而对于屏幕语境下新的设

计语少有涉及。同时，以往的字体设计教学比较注重

形式研究，而往往忽略了其他相关的因素，主要的探

讨范围也都集中在审美领域。笔者试图建立一个较为

全面的视角，为屏幕字体设计实践与教学提供更充分

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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