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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寻字体设计的多元化方向以及民族文化符号在其中的创新与应用。方法 从文字的起源及

其重要作用谈起，结合文字的发展与创新，对其在视觉传达设计领域的意义进行分析，总结出其所具备

的直观表达设计理念、改善生活品质、强烈视觉冲击力、加深作品内涵等重要作用，再从传统文化符号

在字体设计中的易读性、统一性、艺术性原则着手，分析其在字体设计中的具体创意流程，并通过传统图

形纹样和传统书法等文化符号，对民族文化符号在字体设计中的应用展开探究，分析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

有效方法。结论 汉字有着 5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在历史的发展中，将其引申到字体设计领域，融合优

秀的民族文化符号，能够拓展其应用领域，发挥独特的魅力，这也是文化传承与创新设计的必然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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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Symbols in Font Design 

REN Li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iversification direction of font design and th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symbols. From the origin and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text,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
tion of the text,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field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was analyzed, and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such as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design concept, the improvement of life quality, the strong visual impact and the deepen-
ing of the works connotation were summarized. Then,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 of readability, unity and artistry of tra-
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in font design, the specific creative proce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ymbols in font design was 
analyze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symbols in font design was explored through traditional graphic patterns,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and other cultural symbols,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effective methods were ana-
lyzed. The Chinese character has a long history of more than five thousand yea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it is ex-
tended to the field of font desig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xcellent national cultural symbols can expand its application 
field and give play to its unique charm. It is also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novative design. 
KEY WORDS: font design; national culture; path 

文字是人类文明历程的再现，是人类智慧的结

晶。千百年来，人们利用文字表现意识、沟通心灵、

传播思想、交流文化，文字已然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也有了更多的发展与

创新，迎合着人们日益提升的审美需求和生活需要[1]。

尤其在当前这个信息化社会，文字的存在形式更加广

泛，字体设计便是由文字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全新领

域。作为平面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字设计虽然只

是一个比较小的子科目，但是却能够以简单的内容带

给大众美的感受。无论是标识设计、海报设计还是书

籍设计，都离不开创新的字体设计。但有一点我们必

须明确，那便是无论字体设计如何变化与发展，都必

须与传统文化相符，借助优秀的传统文化符号进行更

广范围的艺术创作，作品变成凸显个性的创作，能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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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带来直观的意境感受。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设计

师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不断地

发展创新，创作出了现代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1  字体设计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意义 

作为一种表达符号，字体设计在视觉传达设计中

有着重要作用，能够表达深刻的意义[2]。它既能够作

为设计内容的主体存在，又可以作为一种装饰与点

缀，配合艺术化处理，揭示设计主题，表现个性化、

风格化的突出特点。具体而言，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的重要意义。 

1.1  直观表达设计理念 

字体设计是一种无声代表，它总是能够通过视觉

方式直接传达信息，直观地将设计师所要表达的设计

理念展现出来，因此，在进行字体设计时，如果能够

很好地利用字体设计进行艺术化处理与强化，能够直

接地传递信息，将设计师所要表达的主题展现出来，

使受众形成过目不忘的效果。如果没有文字的艺术处

理或者没有文字，那么整个设计便是含糊不清、没有

重点的，不利于受众从中获得基本的设计理念及设计

目的。 

1.2  提升视觉冲击力 

文字的主要作用是传递信息。这一点在字体设计

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进行字体设计时，设计师会让

字体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赋予其生命，使文字所要表

达的主题更加清晰。比如，在强调某些重点内容时，

可以大胆将字体调大，或者设置特殊的颜色，使画面

极富张力与表现力，迅速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如果没

有这样做，就无法形成鲜明的对比，读者自然不会被

画面所吸引。 

1.3  改善生活品质 

在进行字体设计时，设计师应该尽力满足大众需

求，符合大众口味，让其成为美化人们生活环境和改

善生活品质的存在[3]。无论是字体的搭配、选择以及

版面图形与字体的构成关系，都是设计师需要认真思

考的重要方面。那些恰如其分的视觉表现，能够使字

体设计增添活力，在达到宣传效果的同时，愉悦读者

的心情，使作品更接地气。 

1.4  加深作品内涵 

除了基本的信息传递功能外，文字还有着一定的

艺术气息。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文字的形

式更加多样，字体设计更是如此。设计师在进行字体

设计时，可以有目的地对文字具有的古典美和现代感

进行结合，直接表达深刻的文化内涵，使视觉传达作

品更具深意，提升作品艺术美感，给受众更加新鲜的

视觉体验，让其对作品有更深的印象。 

2  民族文化符号融入字体设计的几个原则 

综上所述，字体设计在视觉传达领域有着重要的

价值与作用，是艺术设计的点睛之笔[4]。这一艺术形

式在进行更深层次的拓展时，必须依靠传统文化符号

的帮助，在传统与现代中寻找平衡点，显示出其存在

的价值，提升整体美感。具体而言，主要应遵循以下

原则。 

2.1  易读性原则 

易读性是字体设计的首要原则。无论什么时候，

字体设计都必须做到易读、易认、易记。将传统文化

符号融入字体设计时，必须以易读性为原则，避免繁

杂零乱，以合理化的视觉流程，考虑文字的整体诉求

效果，从而有效地向人们传达其所要表达的内容意

义，便于人们阅读与记忆[5]。如果一味地为了设计而

设计，便会走进思想的怪圈，不仅不能给人以清晰的

视觉印象，而且还会使传统文化符号失去价值，无法

帮助设计师实现设计主题和构想的表达。 

2.2  统一性原则 

作为最基本的功能，信息传播在字体设计中至关

重要。在字体设计中，传统文化符号的应用必须做到

与字体的形式与内容保持统一，形神兼具，如此才能

将字体的个性形象、艺术风格与词义做到协调一致，

在服务于主题表述的同时保证文字的诉求效果。 

2.3  独特性原则 

创造与众不同、独具特色的字体，是字体设计的

追求，设计师一直在探索个性化的表现形式与内容，

力求在保证审美的同时传达一种与作品特征一致的

理念，使整个作品给人强烈的视觉印象[6]。从这一层

面看，传统文化与文字设计融合时，必须根据作品主

题的要求，突出个性化色彩，既可以粗犷豪迈，又可

以端庄典雅；既可以潇洒飘逸，又能苍劲古朴，在传

统与现代中间寻求一种个性化创作。 

2.4  艺术性原则 

具有视觉上的美感，能够给人以美的感受，是字

体设计的另一要求。传统文化符号有着丰富的内容与

形式，具备多样化的视觉美感和较高的艺术性。将传

统文化符号配以文字作为画面的形象要素之一，能够

在表达基本信息的基础上，使字体设计具备一种装饰

性，给人一种艺术性的享受。 

3  民族文化符号在字体设计中的创意流程 

在字体设计中，民族文化符号的融入要在遵循一

定艺术原则的基础上，按照形象观察、联想创造、形

象再次提取抽象等顺序进行创意设计，借助丰富的创

意联想，在有效的素材中进行组合与修饰，充分表现



296 包 装 工 程 2019 年 8 月 

 

符号的任意性特征，形成新的气象[7]。比如，打散重

构是移动图形的部分位置，打破原来的组织结构和形

式，分解后重新排列组合，是局部形态的自我分裂和

变异，选取部分最具特征的元素重新组合，对图形进

行分割分裂，分切出单体元素，进行正负形的变化，

增强传统文化符号的艺术生命力。比如在对某些古代

的传统民族纹饰进行分解转换时，使其从初始形态转

化为新的形态，在这种再创造的过程中形成更富装饰

性和韵律感的元素符号。置换构成即在保持原形的基

本特征的前提下，结合具体的创意，进行元素的置换，

尽量选取其中最具民族性和文化性的精髓，组成新的

图形，更好地凸显民族精神。异形同构则是将两个原

本不相关的图形，以表达主体思想为目的进行组合，

借助不同的变异，形象地体现主题。无论哪种创意，

在实际的字体设计中，设计师可灵活根据实际需求进

行创意选择，配合一定的使用原则和创意流程，保证

自身的安全。 

4  民族文化符号在字体设计中的应用实践 

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都让字体设计有了长

远的发展。从现实来看，字体正以一种独立的文化格

式出现在各个领域，其强烈的视觉感染力，与图形、

色彩等形成相互配合又各自独立的存在，绽放出耀眼

的光芒。 

4.1  传统图案纹样在创意汉字字体设计的表现 

在字体设计中，很多设计师会将传统图案纹样作

为首选，试图以更加独特的设计使字体更具吸引力，

同时进一步拓宽传统图案纹样的应用领域。从其对传

统图案纹样的素材选取看，主要包含原始社会图案

（如彩陶纹样、动植物纹样）、古典图案、民间图案

（如剪纸、刺绣、吉祥纹样等），其特征是图案质朴

简洁，题材广泛，除了能在视觉上给人以美感之外，

还具有更深层面的寓意美[8]。比如新年红包的封面字

体的设计，就可将传统吉祥纹样融入其中，用祥云、

如意等寓意美好，在具有直观特性的前提下，让人充

满无限遐想，真正美化字体，增强视觉效果。又如在

创造保持融合对象各自特点的方式上，设计师会选用

解构重组法，在分解后的图案元素中寻找符合汉字规

律和空间的元素，重新组合成新的字体。如此既可以

保留汉字本身的笔画特点，又可以融入更多的形状特

征，为设计师的设计提供丰富的灵感与思路。 

4.2  传统书法语言在字体设计中的运用 

追根溯源，从汉字诞生之初一直到现在都是象形

的，而这也是艺术的基础，加之传统的书写工具毛笔

更让字体的线条富含表现力。可以说，字体实际上就

是一种书法的表现与升华，因此，在字体设计中，很

多设计师仍然会从传统书法中寻找灵感，提高字体的

视觉传达功能[9]。比如，有的设计师会将书法的笔画

减省，对其整体的字形进行辨识和重组，在创新、可

读、适用的前提下，打破以往的规律，表达合理的主

题和构想，有效地传达信息。比如老牌自行车永久，

其标志中的字体设计就通过改变字体的整体布局，从

结构、形态、大小、笔划等细节着手，再结合自身的

品牌特点，形成了良好的艺术效果[10]。此外，在书籍

的封面与内文的字体设计中，传统的书法元素同样有

着广泛的应用，那有着强烈民族特色的书法元素与其

中的文字、图形、色彩一起完成了寓意的表达和视觉

的张力，使读者能够在一种宽松愉悦的心态中接受这

些传播信息，提高了书籍的传播力和认可度。 

5  结语 

每一个字都有其独特的魅力。斟古酌今，无论艺

术设计领域如何发展，本土化的元素是不会改变的，

尤其是在字体设计方面，那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

更是设计师广阔的灵感来源和素材宝库。本文对字体

设计所展开的一系列探讨，都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入

手，深入细致地分析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从中不难看

出，民族文化元素与字体设计是不可分割的存在，在

实际的设计中，民族文化元素承担着提高视觉感染

力、丰富文化内涵的重任，是每一位设计师必须正视

也必须灵活加以应用的重要方面。只有这样，字体设

计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与时俱进，保持相对的文化独

立与丰富内涵，在传承与创新中获得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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