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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美术字在南京城市形象更新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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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城市更新、城市文本进行研究，挖掘民国时期美术字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归纳适用

于未来城市形象发展的设计路径。方法 以城市形象更新和民国美术字两个视角为基础，以南京地区为

主要案例，比较分析美术字在城市中的应用层面和创新模式，对民国时期美术字在城市形象各媒介的作

用进行分析。结果 得出民国时期美术字相关因素在城市形象更新设计中的价值以及其在复兴地域文化

中的作用。结论 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城市建设迅猛发展。城市特色已逐渐被信息化大潮淹没，并出

现了文脉断裂、空间失序等一系列问题。民国时期出现的“美术字”既融合了中国书法艺术，又汲取了

西方的设计元素，是维护和发展城市特色，塑造和提升城市形象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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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design in ROC using in urban image renew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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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Design, Jiangsu Open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3;  

2.College of Art Design,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89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urban renewal and urban text, explore the role of calligraphy in the ROC pe-

riod, and summarize the design path method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image in the future. Metho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renewal of city image and the ROC calligraphy, and taking Nanjing as the main case, this paper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level and innovation mode of calligraphy in the city, and analyzed the role of cal-

ligraphy in various media of city image during the ROC period. The value of the related factors of calligraphyy in the 

ROC period in the urban image renewal design and its role in the revival of regional culture were obtained. With the ac-

celerating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rapidly developing urban construc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ty have been 

gradually submerged by the tide of informatization, and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context rupture and spatial disorder 

have appeared. The "calligraphy" in the ROC period have not only integrated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but also absorbed 

Western design elements.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maintain and develop urban characteristics and shape and enhance the 

image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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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布尔迪厄在文化社会学中引进了“文化

资本”的概念，指出在特定的情况下，文化资本可以

被转换成社会资本，或转变为符号资本，并 终成为

经济资本。城市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

行为文化和象征文化都是城市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

部分。由于各城市职能雷同且发展速度极快，因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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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形象趋同无可回避，自然也很难沉淀形成“文化资

本”。“‘城市形象’的概念，在审美层面上略有扩展，

不仅突出了城市的外部美，同时突出城市的精神内

涵。卡斯特在文学层面上提出‘文化整合’，这是一

种将市民集中在一起的独特的文化，而城市的文化也

常常能够渗透到人们的骨髓中。”[1]因此城市形象更

新的研究和实践日趋迫切，各城市也逐步开展了城市

无形资产的探讨与实践。 

“每一个体都需要表达对集体和场所的归属感，

场所提供了人们分享经验的基础，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空间。现代主义和全球一体化抹杀了城市在时间与空

间上的差异，使城市沦为单调的、均质的、令人厌烦

的、无处不在的、标准化的和不真实的‘非场所’，

破坏了对人们对场所的情感依附，以至让人难以认

同，无法产生场所感，形成‘千城一面’的认知。”
[2]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提出：“旅游就是去自己

没去过的地方寻找在自己地区看不到的视觉体验。”

因此改变“千城一面”的情况，做到城市形象的有效

更新已十分迫切。 

1  城市形象更新现状 

1.1  城市文脉缺失 

城市 初的工业、商业功能将城市形象自然地定

位在了消费或生产的位置上，尤其在城市化快速发展

的背景下，城市的人文精神也日渐式微。城市的人文

精神作为当地文化精神的体现已然迷失在了钢铁丛

林之中。“工业化之后的城市环境污染饱受诟病，城

市形象生态化的研究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受到

了专家学者的广泛重视，出现了《城市建设艺术》《城

市空间》等著作。”[3]目前相对文化底蕴深厚、经济

发展较好的城市逐渐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是

在城市形象建设的过程中重心仍有一定的偏移。对于

“城市形象”概念的理解过于肤浅。大量投入在城市硬

实力或影响力的标志性工程，而忽略了城市精神和其

他文化软实力建设。有的城市本身就具备显著的地域

特征或文化优势，这样的城市其形象如果仅停留在物

质层面，不仅难以与经济强市竞争，同时也无力宣扬

地方文化，构建具备地域特色的城市形象。 

近年，大中小城市都不约而同地推进统一门头工

程如图 1，几乎将所有的门头都整齐划一，不仅在样

貌上高度统一，在审美上也是极度匮乏，更无法体现

所在地域的民俗生活状态，彻底失去了城市街景的独

特魅力。店面门头的字体选用一定程度上能够展现当

地文化风貌，而粗放地采用黑体、楷体等文本字体的

方式则使其彻底丧失了这一功能。“在讲中文的地区，

文字设计、语言审美在文化关系的张力中扮演了十分 

重要的角色”[4]因此在构建统一且易辨识的城市形象

时，个性化的字体设计是避免雷同、展现城市形象的

重要途径。设计师要精确地抽取出当地的文化特点，

捕捉城市居民的认同元素，并对其进行梳理，使之在

统一的基础上彰显城市特色，从而更清晰、更高效地

展现出城市文脉和气韵。如图 2 折线图来自百度数

据，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和“美术字”的曲线

波动有较密切的关联，说明民国的美术字具备广泛认

可，但“城市更新”与两者的曲线大相径庭，我们既

能看出人们对于民国美术字元素的关注，也能发现出

当前大众对于城市更新与两者之间的关联较为陌生，

未来的提升空间很大。 
 

 
 

 
 

图 1  城市统一门头工程 
Fig.1 Urban unified portal project 

 

 
 

图 2  百度数据显示 3 个关键词的热度关系 
Fig.2 Popularity relationship of the three  

keywords from the Baidu data 
 

1.2  城市形象趋同 

目前的中国城市中罕有参差而多为雷同，城市中

央商务等有着城市名片之称的地区建设更是日益趋

同，在城市建设逻辑上也是千篇一律。如图 3 所示分

别是上海、深圳、广州 3 个 大城市的中央商务区，

即使设计庞杂、投入巨大，也难以体现这几座城市的

地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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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都市的商业化特性决定了城市中央商务

区发展方式和目标趋同，因此城市的软实力建设日渐

成为展现城市特色的发力点。各城市基于自身定位而

开展的品牌形象建设策略也浮出水面，比如，近期广

州市举办了“广州红”的城市形象活动，这样的活动

旨在增加城市影响力，但其实质并无力形成积累和沉

淀。当前，中国大多数的一线城市在宣传自己的城市

品牌时都并无太多突破。 
 

 
 

图 3  左起依次为上海、深圳、广州中央商务区 
Fig.3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of Shanghai, Shenzhen and Guangzhou (from the left)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无论是在城市建设，

抑或城市形象推广，从有形到无形均透露着强烈的趋

同意味，但这样的发展方式难以持续。因此大部分的

城市形象尚处在雏形阶段，主要还停留于市场推广等

表层阶段，尚未构建完整的体系，因此无法形成可积

淀的城市形象发展框架。 

2  城市形象更新与民国美术字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深，‘文本化’已

经是现代大都市或者区域中心城市的显著特征。”[3]，

城市的文本样态大致分为三个层面，空间文本、阅读

文本、兼具城市空间性与城市阅读性的城市特殊性文

本。城市形象的传播与更新的目标同样是围绕以上文

本展开。 

李明君先生在其著作《中国美术字史图说》中认

为：“美术字是根据实用需要，利用汉字可塑性极强

的形体变化，对文字的附着载体和环境营造一种装饰

性效果。文字的表现具有较大的从属性和局限性，属

于一种功利性的实用美化活动。”[5]民国美术字作为

现代中文字体设计的起点相较于建国后的字体设计，

更具备装饰性强、样式多变的特点，因此也更具备与

城市文本相融合的条件。 

2.1  城市“文本”中的美术字生存土壤 

与传统的城市不同，现代都市是一个开放的体
系，它吸收了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同时借由城
市“文本”向外输出城市形象。一座城市的魅力不仅
在于城市的空间性文本，同时也包含城市的阅读性文
本，以及特殊性文本。美术字作为一个可塑性极强的、
具备附着能力且提供装饰效果的元素能够广泛生存
于城市“文本”的土壤中。 

如图 4 所示美术字在沿海四省热度较高，江苏省
对于美术字的关注常年保持在前四的水平，短期也升
至第一，充分体现出美术字在江苏省所受的关注之
高，所以美术字与城市更新的状态在该地区应具一定
的代表性。因此我们不妨以江苏的省会南京为例，探
寻美术字在此的生存土壤。 

 

 
 

图 4  美术字全年和近一周在全国范围内的百度热度变化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heat change of calligraphy in the whole year and the last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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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虽号称十朝都会，但由于王朝更替，南唐

和明代两次都城范围变迁，王谢堂化为百姓家，六朝、

南唐宫城被破坏得十分彻底，地面上几乎没有留下什

么痕迹。”[6]因此作为民国旧都的南京，其城市风貌、

历史文化中更多地还是充斥着民国时期的痕迹。其城

市文本自然也弥漫着民国时期的韵味。其中，民国时

期美术字作为阅读性文本出现在图书馆、景区介绍等

场所中，同时也与门头、老街等空间文本共存于空间

文本的视野之下，更是在当下的网络空间中作为图像

或文字进行传播。 

此外，如图 5 中港澳台地区的街景样貌，我们可

以看出他们充分继承了民国美术字的传统并延续至

今，从视觉上既保留了美术字的特点，同时也体现出

各地区之间细微的差别，可见在中文地区有着广泛且

肥沃的美术字生存土壤。因此民国时期美术字对于民

国旧都南京而言更可以成为良好的城市“文本”载体。 

 

 
 

图 5  香港、澳门、台湾街景样貌 
Fig.5 Street scenes in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2.2  城市“文本”融合下的美术字发展趋势 

正如鲍德里亚所提出的拟真的世界，当代的大众

媒介正在被视觉主导，“这种美学的普遍化以及视觉

媒介的主导地位使得后现代社会沦落为一个被图像

所充溢、被图像所编织的图像性世界。”[7]，无论鲍

德里亚对于图像世界的态度如何，面对这样现状找寻

并利用能够横跨文本与图像的媒介尤为重要，民国时

期的美术字自身兼具图像化与文本化的特性使其能

够达成以上目标。“在过去，很多工业活动是以技术

为基础的，但逐渐我们普遍需要拥有多元能力和交叉

学科知识的必要性”[8]“数字环境下，字体设计更加

自由，设计师在设计字体时，要把握易读性与可读

性。”[9]，而民国美术字恰好能够完美地适配这样的

发展趋势。 

“公共设施是城市的‘外套’，与生活在城市中的

人们肌肤相亲。”[10]通过对南京市公共设施字体的调

研可见，南京街景中字体选用的意识还处于萌芽阶

段，罕有能将字体恰当运用的场景。因为缺乏对文化

传承的重视，一些正在修缮的老街也未对字体有所考

究。历史景点、古建筑、网红街区等，大都采用文本

字库中的楷体、宋体或黑体等缺乏设计感和图形感的

字体。“从无衬线字体设计，到对传统字体要素的借

鉴和优化，‘通用字体’的设计与传播经历了由单一到

多样的发展变化，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字体形式的复古

现象。”[11]如图 6 目前南湖老街的街景改造在字体体

现出了这样的趋势。该项目将民国时期美术字以及街 

 

 
 

图 6  南京南湖街区与民国老照片的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old photos between Nanjing Nanhu Street and the ROC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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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氛围穿插于整个街区中，复原老街气息的同时也兼

顾了当下的商业需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的文化

品位，有助于城市文本的跨媒介传播和提升。 

2.3  特殊“文本”环境下的美术字文化传承 

城市形象的构建与维持需要长期进行，而非一种

文化运动或风潮。城市形象的形成周期较长，日积月

累才有可能实现城市的形象建设。因此城市“文本”

不可避免地需要积累和叠加，如何有的放矢地让“文

本”沉淀是城市形象建设的重要议题。 

在新媒介时代，城市软实力竞争的要素是文化符

号、文化意象等。要使一个城市的形象和内涵发挥作

用，就必须使各行业都能持续地进行创新和发展。荷

兰设计师斯丹法诺·马扎诺曾表达过：“设计即政治 
 

法案。每一次我们设计某个产品，就是在为世界将何
处去所发表的声明。”[12]，关于城市形象的设计同样
是一种“声明”，持续对外传递这座城市的声音，其
中城市特有的字体风格作为可视化表达方式，是具备
稳定性和一致性的传播载体，有助于城市文本的积
淀，从而提升城市的文化底蕴。如图 7 王晓娴团队对
于金陵刻经处字体的研究提炼所形成的金陵刻经体
已被汉仪字库收录，该套字体就可以看作是南京市对
外发出的“声明”，向外传递出南京城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同时被不断传承创新的呼声，由此可证城市文
化文本沉淀与城市形象传播相辅相成。因此，深度认
识和挖掘民国美术字可以向外展现出南京城深厚的
文化底蕴，对于南京形象的迭代提升也会有相当程度
的帮助。 

 
 

图 7  金陵刻经体的提取和展示 
Fig.7 Extraction and display of Jinling carved scriptures fonts 

 

3  民国时期美术字特点及应用 

从城市更新的现状、城市“文本”的概念以及民

国美术字在当下城市“文本”中的表现我们不难看出

民国美术字对于城市更新的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的美

术字虽然继承了民国时期美术字的技法，但由于社会

体制等原因，应用的字形和场景也朝着相对统一的方

向在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国美术字多样性

的特点更接近当前的市场需要，因此其更易用于当下

的城市更新设计中。 

3.1  民国时期美术字体的形成环境 

民国时期传媒行业迅猛发展，载体种类日益增

多，美术字在时代发展和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环境中逐

渐生长。“置身于现代都市的文化语境，民国出版物

上的美术字扮演了多重社会性的角色”[13]文字作为塑

造一个城市形象的重要因素，它的形态、结构，除了

清楚、准确、易于阅读之外，还必须与当地文化相配

合，使其体现出整体的美感和韵律，民国时期的美术

字所具备的跨媒介、多内涵等特征正是当下南京城市

更新中字体的不二之选。 

20 世纪 30 年代，“美术字”这个名称在中国开

始流行。民国时期的艺术字体，是在传统书法、传统

印刷字体的基础上，吸取了西方的设计思想和字体设

计方法的特点。那时的艺术字体设计已呈现出多元

化、个人化的特点，设计者试图把汉字的笔画简化为

简单的几何结构，汉字结构从传统的笔画结构向点、

线、面结构的过渡，重新塑造汉字，形成简洁、有规

律的字体，于是，在商业广告、图书、包装和标志中，

出现了许多新颖、多变的艺术字体。同时，设计师将

中国特有的风格融入到字体设计中，既不会显得太过

死板，又能充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感。民国时期

出现了大量具有现代艺术风格的作品，突破了传统的

刻印和书写方式，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字体设计继承

了美术字的设计方法，同时也在不断地向外拓展，寻

找平面以外的传播空间。 

3.2  民国时期美术字体的优势 

民国美术字体既保持了传统的结构严谨，又吸取

了西方近代思想与商业文化等元素，以字形的变化、

笔画的处理、心理的把握，与书籍、广告、报纸等媒

介相结合，追求更具形式感和美感的表达方式，具有

独特的时代特点和视觉趣味。如图 8 由左至右以此体

现出了民国美术字逻辑性、创造性以及民族性的特点。 

1）逻辑性 

在此期间，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渗透着一

种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注重设计的试验精神，以求新

颖的视觉效果与艺术表现。图中可以看到西方一点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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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美术字在民国时期的变化和样貌 
Fig.8 Change and appearance of fonts in the ROC period 

 

视在美术字设计中的影响。以汉字间架结构为基础，

通过对汉字的笔画进行加工修饰，或以几何形式设

计，其特征在于既能保持汉字的传统阅读习惯，又能

赋予美术字以新的时代面貌和文化氛围。 

2）创造性 

民国时期的艺术字体吸取了西文字体的设计手

法，在保留了汉字的严密结构的同时，又突破了传统

的设计思维，不但在字形形式上作出了独特的改变，

还借汉字的艺术特点，进行了笔画的个性化增减和整

合，呈现出多元化、几何化、艺术化的特点。 

这一阶段，以多样的方法去探寻汉字的笔画结构

之间的内在关系，从多个方面探讨中国美术字的造型

多样性，如传统的书法变体美术字、印刷字体变体美

术字和具有西方设计风格的美术字，变化丰富、造型

自由，整体呈现出很强差异化和识别性。体现出民国时

期美术字突破传统书法边界，走上更具多样性的道路。 

3）民族性 

中国民间传统的文化元素，如传统图案、民间传

说等，在此期间进行了创造性的应用。民国时期，中

国传统的龙凤纹、团花等图案被广泛地用于月份牌和

标志，这些民族元素的运用，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很

好的沟通功能，而传统图案对于吉祥富贵的寓意，满

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强化了品牌、产品的理

解，也体现了民族的精神和传承。 

4  对当前城市字体设计的启示 

民国时期，中国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与争斗，处

在中西与古今两个特别的交汇点，而我们也正面对传

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冲突，“一个异质的社会

如何能够发展出共同的价值，同时又能鼓励文化多样

性和个人自由呢？”[14]凯瑟琳·麦考伊所提出的问题，

也许在民国时期的美术字设计中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4.1  坚守传统的技法和路径 

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在外来力量的压迫和新

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被西方文化所冲击。面对与中国

本土文化迥异的西方文化，民国时期的美术设计师寻

找了一条既能体现国家精神，又能与西方现代艺术风

格相契合的设计之路。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

的时代，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目前靳埭强，陈幼坚，余秉楠这样的优秀的本土

设计师，都开始展现出对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偏爱。

在追求国际化的过程中，积极吸取中西艺术的养分，

如图 9 他们利用民国时期美术字的技法和传统文化

符号进行结合，虽然视觉感受不同，但是西方版式规

则配合东方视觉或意韵的设计路径基本成熟，他们也

成功地通过这样的设计路径完成了相当丰富的个人

作品。这样的设计方式也同样可以应用于城市形象更

新设计中的众多环节和平台中。 

4.2  兼容并蓄的理念和态度 

民国设计处于古、今、中、外四种不同的象限中，

面对着西式的冲击，民国的设计师大胆地借鉴、大胆

地运用。例如著名封面设计师钱君匋，他创作了 4000

余幅封面，在字体设计大胆突破，比如中文字体的罗

马化和几何化。尽管表面上解决了汉字东方美与西方

美的冲突，但中国传统字体在这种西化的进程中失去

了其东方的艺术特点，然而钱先生在字体设计上的大

量尝试，却帮助我们避免了错误的设计方向。鲁迅先

生在民国时期的美术字创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鲁

迅对艺术创作及文化坚持上的态度使得其所作的美

术字设计呈现出一种西方样貌东方意韵的感觉，如图

10 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设计作品明显受到了西方现

代主义设计浪潮的影响，但同时也体现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设计理念。正如原研哉所说：“未来在我

们面前，我们背后亦有着历史的广大积淀——想象力

与创造力的一份资源。我以为我们所谓的‘创意’，

就是那流动于未来与过去间的思维构想的活力。”[15]

无论时代变化如何，作为本土设计师一定要把握住我

们众多设计载体背后的那一缕文脉。 

4.3  深耕文化的追求和素养 

字体设计不仅传递出一种理念，同时还要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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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靳埭强，陈幼坚，余秉楠代表作 
Fig.9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Jin Daiqiang, Chen Youjian and Yu Bingnan 

 

 
 

图 10  鲁迅的设计作品 
Fig.10 Design works of Lu Xun 

 

其文字载体背后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设计师的文

化素养直接影响着美术字设计的 终效果，也影响着

美术字载体所呈现出的品味和文化深度。民国时期的

美术字设计者们大都都具备知识分子的身份或素养，

例如鲁迅，他不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而且

他的绘画基础和审美素养也很高；季小波既有中西方

绘画的基本知识，热衷于“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

的实践；陈之佛专攻工笔花鸟画；丰子恺是一位在音 

乐、绘画、文学等领域颇有成就的学者，他们有着深

厚的文学基础和丰富的学识。对从事图书和期刊的设

计人员来说，良好的文学素养是其设计的关键。如图

11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较为方正的美术字，民国时 

 

 
 

图 11  陵园邮局和民国风情街区美术字对比 
Fig.11 Comparison of calligraphy between cemetery post office and flavor street of the ROC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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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术字相较于当下的应用呈现出更为饱满的视觉

效果和更为正统的文化气息。因此南京本土的设计师

要设计出具有独特创意和深厚文化气息的美术字，不

仅要掌握专业的技术和技能，同时也要熟悉南京本土

的文字发展的历史，更要善于发掘传统设计所受文化

影响而产生的视觉规律，从而精准把握设计方法产出

具备文化特色的设计作品。只有如此，才能在基于城

市更新的发展中不断地进行创意，并设计能够提升当

地文化的作品 

5  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城市之间的国际竞争已经

发生了变化。而在城市建设中，城市形象建设十分关

键。其核心在于确立其自身的独特与不可复制性。城

市中所出现的美术字要充分地挖掘城市特色环境、建

筑、历史名人等具有代表性的信息。城市字体作为横

跨城市文本的视觉载体，是城市形象发展、城市文化

沉淀的一个重要抓手，它体现出城市的价值追求，承

载着城市的精神意蕴，担负着城市的文化使命。“设

计师将人性因素、抑或为使用者掌握的功能和颇具吸

引力的外形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产品，并赋予产品以

多重含义以及多重解读方式。”[16]我们同样也可以通

过这样的方式，将城市文化元素和美术字结合起来，

赋予城市字体更多的含义和解读方式，使得城市文本

能够更准确、更快速地传达更多的信息。特别是更抽

象的内容，目前安阳市已有设计师尝试为其城市进行

特定的城市字体设计，而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则更应

该依靠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采用美术字作为利器构

建并传播更全面、更立体的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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