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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语言学与汉字设计这两个视角出发，研究汉字简化中的功能与形式两个方面的问题，表

明语言学与汉字设计对于汉字简化研究的关系是互为补充的。方法 为更恰当地体现汉字视觉层面的“简

化”，将“简化”替换为“省变”，继而提出“省变”的概念，并对“省变”的可行性进行相关论证。从理论与实

践两个层面入手，引用认知心理学中对于汉字简化程度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并解析传统与现

代书法以及现代设计对于汉字“省变”的实践成果。结论 初步归纳汉字设计的“省变”方法，即借鉴行书

与草书的结构，省略部分点画，遮挡局部和“涨墨”等。验证其对汉字设计的意境营造与汉字的跨界应用

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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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Method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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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function and form of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to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is complementary in the study on the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reflect the "simplification" better in the 

visual aspect of Chinese characters, "simplification" was replaced with "o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o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was then proposed. Then the feasibility of "o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was demon-

strated. Starting from both aspect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simplification degre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Meanwhile, the practical achievements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alligraphy and modern design for the "o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analyzed. The method of "o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is preliminarily summarized as 

referencing on the structure of running script and cursive script, omitting some of the strokes, covering up the part and 

"Ink Penetrability" etc. It is proved of certain value for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and the cross-border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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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语言学与汉字设计这两条研究路径在

汉字的简化问题中几乎少有交点，语言学将汉字作为

思想的媒介，强调的是功能，认为简化汉字的目的在

于，通过减省偏旁，减少字数以避免误读，提高效率。

从汉字字体发展的历史上来看，由甲骨文到金文、小

篆、隶书，直到楷书的定型，都是汉字形态不断规范

化的过程。汉字设计则将汉字作为艺术表现的媒介，

趋于形式上的多样性。从审美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汉



第 40 卷  第 10 期 喻文华等：论汉字设计的“省变”方法 33 

字形态的进一步抽象，强化风格特征，丰富视觉语言，

拓展意象空间。换言之，在标准化的述求之外，汉字

设计还始终贯穿着对美的追求。例如，书法中的行书

与草书对字体结构的大胆概括就增强了汉字的艺术

个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简化的发展走向是由

功能与形式这两种互相博弈的力量共同支配、驱使

的。语言学中对汉字规范化的述求与汉字设计中对

于艺术风格的表达是并行且融合的关系，即“多样

统一”。语言学以理性为主的思维方式和汉字设计以

感性为主的思维方式是互补的。无论是语言学还是

汉字设计，对于汉字的简化都应注重功能与形式的

统一。语言学中不能一味注重效率而失去对美感的

追求；而设计汉字时不能一味地注重形式而失去识

别的准确度。 

为了更恰当地体现汉字视觉层面的“简化”，本文

借用“省变”的概念替换“简化”。“省变”指省其冗余，

变其繁琐。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它是由实转虚，进而

提升艺术境界的重要途径。对于如何营造艺术的境

界，宗白华认为，应“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

象征” [1]。通过“省变”，达到“化意变通，续以新识” [2]

的目的。众所周知，汉字的结构相较于西文字母更为

复杂，这虽然增加了汉字艺术表现的难度，但是历来的

“省变”实践却不断营造出独具东方韵致的汉字意境。 

1  “省变”的概念 

秦永龙在《汉字书法通解（行·草）》中论述了

行书与草书对于楷书构件的“省变”，即“减少其点画，

改变其形态，以便于快写” [3]。对于汉字设计来说，“省

变”指的是在保持字体识别性的前提下，采用省略或

改变某些点画、精炼字体结构和遮挡局部等虚化手

法，唤醒汉字艺术的意境，达到简洁性与识别性的平

衡。宗白华在其所著《艺境》中指出，“这一自古相 
 

传欧阳询的结体三十六法，是从真书的结构分析出字 

体美的构成诸法，一切是以美为目标。为了实现美，

不怕依据美的规律来改变字形，就像希腊的建筑，为

了创造美的印象，也改变了石柱形，不按照几何形学

的线” [1]。艺术语境中的汉字呈现，应在汉字“标准”

结构的基础上大胆“省变”，释放汉字中的艺术能量。 

2  “省变”的可行性 

曾性初、张履祥、陈昭宽在《汉字的各种笔画的

使用频率的估计》一文中，通过统计数据论证了汉字

简化的可行性与简化程度的问题。该文根据各符号的

使用频率越悬殊，冗余性越大的讯息论原理，对比了

汉字各种笔画与英语字母出现次数的差距，得出了

“汉字笔画的分布比英语字母分布的冗余性可能要较

大”[4]这一结论。该结论为汉字拥有极大的“省变”余地

这一说法给出了科学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冗余性

过多容易造成审美疲劳，使信息接收者对于整体形态

的感知变得迟钝，而适时的“省变”可以使信息变得陌

生，以新鲜的形式重新引起观者的注意。 

3  “省变”的方法 

3.1  对行书与草书的借鉴 

在中国书法字体的流变中，人们为了提高书写效率和拓

展艺术的表达空间，将结构相对定型的隶书与楷书不断

简化，行书与草书正是这种简化的直接成果。它们以抽

象的线条不断探索汉字“省变”的规律与程度，尤其是

狂草，肆意游走于文字可识别与不可识别的边缘，这是

汉字拥有极大“省变”空间的又一力证，也表明行书与

草书的“省变”规律对现代汉字设计的重要价值。狂草

趋向书法“省变”的极致，《自叙帖》见图 1。日本设计

师白木彰（Shiraki Akira）在日本爱知县立艺术大学的

字体设计教学中做过文字的象征化研究，见图 2，可

以看作书法的“省变”精神在汉字设计领域的极致探

索。在保留汉字外轮廓特征的前提下，通过减省内部

结构、连接相邻点画等方法，省到不能再省，提炼出

汉字 纯粹的形态。行书与草书的“省变”规律不仅针

对艺术表现的述求，而且在注重功能的信息识别领域

也大有用武之地。虽然普遍认为简体字是繁体字的简

化形式，但在明代梅膺祚的《字汇》中，“从”字被归

为古字（指明代之前的字），而其繁写“從”却是今字

（指明代的字）[5]。沈克成、沈迦在《汉字简化说略》

中提到一种汉字的简化方法——草书楷化法，“指用

群众比较熟悉的草书字的笔形改成楷书的形式”[6]，例

如简化字“无”在北齐安道壹所书《泰山经石峪》中就

是草书。草书版“无”字见图 3，可见草书的结构是某

些简化字简化时的参照物，这对于现代字体设计的

“省变”而言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例如，北宋米芾将

“风”字中间部位的结构连笔“省变”为一条纵向连

贯的折线，行书版“风”字见图 4。再对照日本设计

师味冈伸太郎（Shintaro Ajioka）设计的“风”字，“风”

字的字体设计见图 5，可以发现味冈伸太郎的“风”字

正是米芾所书“风”字的“省变”形式进一步几何化与

齐整化的结果。再比如，日本高速公路牌的标准字体，

当与常见标准黑体进行比较时，可以发现日本路牌中

“海”和“鷹”字的一些局部结构有与现行简化字的标 

准不符之处，日本高速公路牌的标准字体与常见

标准黑体的对比见图 6。虽然“海”字右下角的竖勾和

“鷹”字中双人旁的两个撇画都被省略，但是这两个

“不正确”的字并不会影响识别的正确度。这种简化在

视觉层面上是“正确”的，简化后的文字不仅不会产生

误读，反而会由于笔画之间创造出更为规整的留白，

使得字体的视觉效果更为清晰，这对高速公路上要求

迅速识别和低能见度天气状况下的标识使用来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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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的，因此，以行书与草书的简化结构为蓝本，

不仅可以在艺术层面上继承优秀的书法风格，使其融

入现代设计的语境，而且可以在功能层面上有效地规

避因设计时的主观臆断而造出错别字的风险。 
 

 
 

图 1 《自叙帖》 
Fig.1 "Self-narrative Post" 

 
 

图 2  文字的象征化研究 
Fig.2 Symbolic study of writing 

 

   
 

图 3  草书版“无”字 
Fig.3 Cursive script of Chinese  

character "Wu" 

 

图 4  行书版“风”字 
Fig.4 Running script of Chinese  

character "Feng" 

 

图 5  “风”字的字体设计 
Fig.5 Font design of Chinese  

character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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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日本高速公路牌的标准字体与常见标准黑体的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standard font of Japanese expressway 

brand and ordinary standard bold  
 

3.2  省略部分点画 

尚恩·霍尔（Sean Hall）在其所著《这就是符号

学》中提到，“在符号学领域，有时重要的并非沟通

内容包含什么，而是被排除在外的东西”。这正是老

子《道德经》中所推崇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

用”[7]，对于汉字来说，“无”的创造同样重要，这可

以通过省略某些点画来实现。例如，出自北齐安道壹

所书《铁山佛经》的“波羅蜜”三字中，“波羅”二字中

间都缺少一笔横画。根据讯息论的原理，在一个概率

过程中，出现频率 高的符号所带的讯息量 小，因

此，如果要简化一个讯件，省略这些符号对原件的可

认性或可懂度的影响 小[4]。根据《汉字的各种笔画

的使用频率的估计》一文中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汉

字中横、竖、撇、点等笔画出现频率较高，其中又以

横画为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省略横画并不会影响

汉字的识别。设计师利用这一原理进行了汉字的“省

变”实验。例如，蒋华创造了一种完全没有横画的宋

体。另外，中国美术学院的标志，将“国”字左右两边

的竖画省略掉，这不仅不影响“国”字的识别，而且还

隐约透出“美”字的意象。 

3.3  遮挡局部 

宋代的韩拙在《山水纯全集·论山》中提出“三远”

之说，即“有近岸广水，旷阔遥山者，谓之‘阔远’。烟

雾溟漠，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谓之‘迷远’。景物至

绝，而微茫缥缈者，谓之‘幽远’”[8]。其中的“迷远”可

以看作是一种遮挡、间接的“省变”形式。根据格式塔

完形心理学原理，观众具备整体识读的能力，即根据

已有的知识储备在脑中补齐残缺部分的信息。由于汉

字的信息量主要集中在外边缘附近，所以遮挡一些汉

字的中间部位通常不会影响识别。中国民间艺术中就

常见这种用图形遮挡字体的做法。日本设计师白木彰

也做过类似的实验，比如他设计的日本认知科学会第

15 回大会海报，虽然“知”字的中间大部分被遮挡住

了，但是因为它保留了完整的外轮廓，所以依然不影

响它被正确地识别。何见平设计的《妙法自然》海报，

将遮挡的方式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无数交织的

线条将书法文字紧紧缠绕，营造出了含蓄的东方文化

意象。 

3.4  涨墨法 

涨墨是墨法的一种，具体指的是书法家加大墨中

含水的成分，大量运用墨色对比，通过水的渗化作用

使点画并粘在一起。这种看似书法书写上的失误，却

在被动中“省变”了书法作品中部分汉字的点画。这一

戏剧性的变化结果让普遍以线条为主的书法作品中

产生了醒目的块面，从而丰富了字体间的对比关系，

增强了书法的表现力。 

刘建丰在《论王铎书法的“涨墨”》中指出，“王

铎在书法上的造诣还表现在墨法上的突破。王铎以一

种创造性的努力，理性的运用墨的流动与涨渖来制造

出更加丰富、巧妙的点画的墨色变化，形成点线与墨

块的对比，浓墨与涨墨的不同，这种对‘涨墨’的主动

性运用，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涨墨法’”[9]。王铎是“涨

墨”的集大成者，他将“涨墨”现象作为一种书法创作

的方法应用于书法实践中，为书法史留下了大量运用

“涨墨法”的宝贵的书法资源。另外，“涨墨法”也成为

民间流传的一种样式，山西汾西师家大院中有一块匾

额，写有“清白家风” 4 个字，字的中间部分显得模糊

不清，暗示了清白与糊涂之间的某种关联，这种处理

方式即是民间对于“涨墨法”的运用。在某些现代书法

作品中，书法家在消解了文字的识读性后获得了形式

的解放，通过将点画的视觉对比推向极致，取得了层

次更为强烈而厚重的视觉肌理。传统的“涨墨法”被赋

予了新的生命力。 

4  结语 

语言学与汉字设计这两个领域在汉字“省变”研

究中的关系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语言学的功

能结合汉字设计的审美才是趋于完整的汉字研究。

无论对于语言学还是汉字设计，汉字的“省变”方法都

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和重要的研究价值。艺术领

域的意境营造是汉字“省变”的目的与意义。汉字“省

变”方法不仅是东方美学精神的体现，更是中国设计

风格的重要表征，其在语言学和汉字设计视角下都

有着重要的价值。 

研究书法中行书与草书的“省变”规律对现代汉

字设计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方法。“草书楷化”的简化字

简化方法表明，行、草书家的书写实践成果可成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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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省变”的直接参考。讯息论中的冗余性原理科学地

揭示了汉字“省变”的可行性。书法家与设计师可调用

各种艺术手法对汉字进行“省变”，如省略汉字中出现

频率较高的点画，遮挡信息较少的区域，以及根据“涨

墨”法略去汉字的中间部位等。现代书法家与设计师

更不断触及“省变”的极限，为汉字艺术语言拓展了广

阔的空间。此外，“省变”对于汉字形态抽象性的探索，

逐渐消解了其语义与学科边界，为汉字设计的跨界应

用带来了无限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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