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01第一章   
字体设计概述

学习目标

1. 了解文字的发展；

2. 掌握字体设计的趋势。

通过学习本章内容，认识文字的发展和字体设计的趋势。

技能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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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导入

字体与版式设计是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必修课程，由字体设计

和版式设计两个模块组成。在字体设计这一模块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将详

细地了解文字发展的历程、文字与艺术的结合、中英文字体设计各自的特点

以及如何进行中英文多种字体组合设计；版式设计这一模块中则学习如何

在版面中将文字、图形与色彩自由搭配组合，以适应各类设计的需要。

对于艺术院校的大多数初学者来说，字体与版式设计这门课程更像是

为平面设计方面的学习者准备的。的确，在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大学三四年

级开设的课程（如包装设计 、平面广告设计、标志与VI设计，尤其是书籍

装帧设计等专业课程）中，其设计元素大都包含文字、图形与色彩，而文

字又是最为基础的设计因子。 

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在此泛指工业设计、展示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建筑设计、规划设计、动画设计等专业的学生）来说，在设计作品完成的

过程中会有汇报与展示的环节，而这些环节一般会有三种表达方式：一本

详实精致的方案汇报册、一系列体现专业水准的展板、一个构思巧妙的

PPT多媒体演示文稿，如图1-1所示。

图1-1  项目汇报的PPT多媒体演示文稿

分析：

综上所述，字体与版式设计是教授学生如何将各类级别的文字进行有

机设计，挑选图片以及对辅助的色彩进行合理的设计与编排的课程。它不

仅富有逻辑地表达了设计中所必须体现的细节与内涵，还能赋予其极强的

专业设计感，使学生不再因为散乱的设计元素而感觉一团乱麻。

文字是版面的基本设计因子，有着告知与解释的功能，其在诸多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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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的重要性无须多言。文字的设计在计算机操作平台上似乎显得比以

往更为“轻松”，但是当计算机让我们的设计变得多样化时，文字原本深

层次的设计便仅限于表面的“形”与“体”，让人误以为使用一种奇特的字

体便是“文字的设计”。日本著名平面设计师伊达千代曾指出：“钻研文字，

看似会偏离设计这个令人充满想象的词语，但能保证其将成为你设计制作

的基础，能大幅地提高作品的质量。请不要被计算机和字体等工具所限制，

充分享受自由而又自信的设计乐趣吧。”

文字的设计其实就是所谓的“字体设计（Typography）”，也是本门课程

的难点。首先，要对文字进行外形的延伸与内在的探索，把控字体的设计

风格。当然，了解现有的印刷字体是必不可少的，至少学生能够清楚有多

少种“文字的感觉”已经被设计，这时就需要我们尽可能多地去认识在不

同操作系统平台（Windows和 Mac OS X）下的各类印刷字体，进而对这些字

体进行逻辑分类，清楚何种设计风格的字体能体现复杂的设计感觉或放置

在哪类版面中更为合适，如此，在实操中才能得心应手。其次，当解析一

个字或一组词时，需要尝试不同的重组、设定带来的视觉感受。当然，在

以后的章节中会详细说明“不同重组与设定”的具体规则和手法。

版式设计是本门课程的第二个模块，其中图形是版式设计的三大要素

之一，又是文字在视觉感官上的形象表达，所以图形的设定与处理则成为

本门课程的重点。图形的设定包括设计与决定：图形设计是需要设计师对

现有图形进行进一步处理以期达到版面所需要的效果；图形决定则是指在

大量的图形元素中找出与版面相呼应的并能使用的图形。在这里我们所指

的版式设计中的“图形”包含了摄影照片和手绘插画，它们共同以拓展文

字的广度和深度而存在，并与其相互呼应。

第一节  文字的发展

一、文字的萌芽

在文字出现之前，远古人类曾经历了用实物来标记和传递信息的阶段。那时的人

类为了反映客观活动曾经发明了结绳记事的方法（见图 1-2），其在古代的中国与秘鲁

印第安人地区都曾出现过。对于结绳记事这一存在的事实在古代文献中就曾有过记

载，虽然至今并未发现远古人类的结绳实物，但在考古时发掘的陶罐等器物上，以

及大量绘制的网纹图（见图 1-3）、绳纹和陶制网坠等实物不仅展现了古代人们结绳结

网的生产情景，也为结绳记事作为当时记录事件的一种方式而存在提供了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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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结绳记事 图1-3  绘制网纹图的陶器

二、文字的诞生

文字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其基本经历了类文字（图形图符） —形意文字（表意文

字） —意音文字（表音文字）的发展阶段。对于这三个阶段而言，只说明了各类文字出

现和发展的先后顺序以及彼此的关系，但这种发展阶段中先后顺序的排列并不能够

作为判断文字优劣的标准。

在文字诞生之初，曾出现过许多种类似文字的符号（图形符号），包括刻符（见图

1-4）、岩画（见图 1-5）、文字画以及图画字。这些符号与我们当代文字最大的区别

在于无法用言语去复述；相同的地方则是都附带有可以沟通理解与帮助记忆的形象符

号。因此，类文字是纯粹利用图形符号当文字使用的一种语言表达和记录手法。

图1-4  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刻符（植物、鹿形） 图1-5  挪威北部的阿尔塔岩画

形意文字，又称“表意文字”（象形文字）。其中，中国古代的甲骨文（见图 1-6）

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见图 1-7）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形意文字。除此以外，它还包括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中美洲的玛雅文字。这些文字古老又自成一派，是

世界上公认的四大自源字体。

图1-6  甲骨文 图1-7  象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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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是来自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古老文字，

于公元前 3200 年左右由苏美尔人发明。楔形文字多数使用削尖的芦苇杆或木棍在潮

湿的泥板上书写，经过烘晒后就可以保留下来，也有一少部分出现在石头和金属材

质上。由于文字书写出来的笔画一头粗一头细，故称之为“楔形文字”（见图 1-8），

也有人称其为“钉头文字”。

图1-8  楔形文字

“玛雅文字”案例赏析

背景介绍：

玛雅文字（见图1-9）是美洲玛雅民族创造的象形文字，盛行于5世纪中

叶。玛雅人是美洲唯一留下文字记录的民族，玛雅人也是玛雅文明的创造者。

玛雅文字非常奇妙，它既有象形，也有会意，也有形声，是一种兼有意

形和意音功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和声音的联合体。玛雅文字既代表一个整

体概念，又有各自独特的发音。

分析：

中部美洲的玛雅文字源于鼎盛一时的玛雅文明，是中部美洲前哥伦比亚

时期的文字系统。最早的玛雅文字记

载大约是在公元前 3 世纪，较前三种

古老的自源字体出现得最晚。10 世

纪时，火山爆发与地震灾害使得玛雅

文明开始衰退。16 世纪时，西班牙

殖民者毁灭式的入侵，使得曾经辉煌

的文明戛然而止。玛雅文字的刻本在

世界上仅存四本，而大多数刻本都遗

留在了神殿祭台上，如图 1-9 所示。

经典案例

图1-9  玛雅文字

三、 文字的成长

漫长的世界历史发展至今，已经被发现进而研究的语言有 6 000 多种，其中大部

分都是口头语言，并未真正形成文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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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文字，也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发展成熟而

又代表高度文化的语素文字。汉字经历了公元前 1300 年的殷墟甲骨文、大篆、金文、

小篆到汉朝的隶书、唐代的楷书（正楷）（见图 1-10）等的发展，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

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语言文字。中国历代皆以汉字作为主要的官方文字，故其在

古代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水平，在 20 世纪前还是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官方

的书面规范文字，如今在很多东南亚国家依然可以看见汉字的身影，如图 1-11 所示。

图1-10  楷书（颜真卿） 图1-11  日本设计中的汉字

“拉丁字母”案例赏析

背景介绍：

拉丁字母，又称为“罗马字母”，受早期基督教、欧洲殖民主义和西方

文化的影响成为世界上比较通用的文字体系。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我

们每天都轻松自如地应用字母，如同我们呼吸空气一样地理所当然。我们没

有意识到，今天服务于我们的每个字母都是由古老的书写艺术艰难缓慢地一

步步发展而来的结果。”

分析：

追溯拉丁字母的成长过程，我们将历史倒回到大约公元前 15 世纪（青铜

器晚期）发现的原始迦南字母；随后公元前 1600 年被腓尼基字母代替，这是

一个由 22 个表音字形组成的辅音字母系统，也是世界上第一张字母表（见图

1-12）；希腊语言的元音非常发达，约公元前 800 年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增

添了元音字母，随后在书写方式上也逐渐演变成从左向右，字母的方向也进

而发生了颠倒，希腊字母是世界上最早有元音的字母，对希腊文明乃至西方

文化影响深远（见图 1-13），早期的希腊字母增至 24 个；随后希腊在意大利

的殖民地演化出传统的伊特拉斯坎字母（见图 1-14），公元前 700 年罗马人引

进希腊字母，形成 25 个字母并进行了多次调整；随后公元前 400 年盎格鲁—

撒克逊人（北欧）接受罗马字母表，新加 2 个字母后又去掉一个，形成了拉丁

字母；最后到 1816 年威廉 · 卡斯龙四世的无衬线字体才完全呈现出 26 个标准

的拉丁字母，并沿用至今。

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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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部分字母

           对照表

图1-14   部分伊特拉斯坎字母表图1-13  部分希腊

        字母

本门课程中所学习的文字设计主要是汉字和拉丁字母，这两种文字体系

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比其他语言文字在使用与设计方面更加实用。

拓展阅读

第二节  字体设计的趋势

一、文字情感化

时常听到客户在审查设计方案时说：“怎么感觉这些字都没有设计啊？”或是“这

字体设计得也太简单了些吧！”汇报交流中为什么设计师自我感觉出彩的设计作品客

户却视而不见呢？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你的设计没有达到客户的期望值，一直强

调的“感觉”“眼缘”在你的设计中没有被表达出来，文字设计的感觉和思路与设计内

容不相符合，没有为内容做情感上的升华，而仅仅只是为了“字体”设计而设计。

文字经历种种演变，终于从一个象形的符号进化成各种标准字体，这些标准字体

长时间地承载了信息交流与知识传播的基本功能。现代字体设计的精髓在于使受众

能“倾听文字的声音”，但如何理解这其中的精髓呢？因为声音是抑扬顿挫的，说的

一个字或一组词都带有丰富的情感和语调，这就要求在文字设计中将这种口语化的

情感转化成为设计因子，使抑扬顿挫的声调起伏视觉化，经过“起伏式的变化”将阅

读者的身心感受与文字设计中的情感化统一，并巧妙地将其设计到文字的外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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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甚至小小的一个笔画中去。文字情感化设计是现代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字情

感化设计的融入，往往最能在一个字或一组词上体现出来。

汉字由于本身就是高度发达的表意文字系统，单个字位代表一个或几个语意，

因此，在针对汉字的设计中无论是单独一个字或一组词，设计师都必须先考虑单体

字符本身的内涵和外形，再结合设计项目进行相应的情感化设计，这既是汉字设计

的特点也是设计的难点。对于初学者来说，经常会习惯性回避汉字部分的设计，进

而加入大量的拉丁字母，本以为这种“设计”更国际化，殊不知“越是民族的，越是

世界的”。纵观日本诸多设计大师的作品，不难发现经典的日本元素无处不在（见图

1-15），想必大家就能够明白“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的含义了吧！

拉丁字母的设计则不同，因为拉丁字母是全音素文字，单独的字母只有读音不

附带语意，只有组合在一起的单词才真正具备语意。因此，拉丁字母情感化的设计

可以分成两种设计手法：一是不考虑语意进行视觉形象上的情感化设计，这种设计手

法主要针对单独的拉丁字母，更多地专注于情感化设计的视觉效果；二是要考虑单词

组合后整体的语意来进行视觉形象上的情感化设计，但基本元素（字母）能够跟随整

体进行视觉转换。所以特别是对初学者而言，拉丁字母在设计上确实要比汉字设计

的限制少得多，如图 1-16 所示。

图1-15  日本设计师原研哉的设计作品 图1-16  拉丁字母的设计

知识链接

文字情感化设计比较适合于字符数较少的设计项目，如设计因子较少而

手法多样的标志、封面等，不仅可以丰富其层次效果，而且情感化的融入还

能使其体现一个企业或表达一个品牌的文化。此外，文字情感化设计也能让

封面像人的表情一样，使鲜活的内容跃然纸上。

二、信息易读化

不知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阅读大段大段的文字时很容易串行？当然，其

中包括有时不太感兴趣但是有必要去了解的纯理论书籍。视疲劳是受众经常能感觉

到的，“串行”就是其最典型的生理表现，之所以会有这种感受是因为视线长时间接

触过于统一的段落文字而形成的物理情绪。当然，有些非常正式的文书是不宜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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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过于花哨的。如电子产品的说明书，其文字中的重点部分可以用一些简洁的设计

手法来引起受众的注意并增强记忆，也方便在下次查阅时能快速准确地找到而不是

逐行逐句地寻找。在 Word软件中都有简单的标注重点文字的手段，在专业设计软件

的支持下，设计师更应该注重信息易读化的设计。

在这里所说的“信息易读化”，并非单纯的字体识别性问题，“信息易读化”的关

键在于使“有层次的文字信息”易于传达。易读化的“易”是方便、容易，“读”是更

多地关注视觉上“有层次”的注意力和思想上“有重点”的理解力。因此，易读化设

计更加适合在文字段落中进行。针对不同层级的标题与相对应的内容，是使用汉字

还是拉丁字母在这种设计中没有太多本质上的区别，唯一不同的就是大段大段的拉

丁字母不太适合纵向排列，容易在视觉上产生颠三倒四的不良效果。

文字情感化设计注重“起伏式的变化”，属于一种水平状态下的相互连

续的设计思路，很像平时绘制出来的有高有低的波浪线，而信息易读化设计

则是“大统一的概念”，着重表达垂直纵向的树状形设计理念，用以体现上

下级别的关系。文字情感化和信息易读化的具体设计方法将在之后的章节中

进行详细讲解。

拓展阅读

综合案例解析：文字与设计的结合

方案设计说明：

文字设计意为对文字按视觉设计规律加以整体上的精心安排。文字设计是人类

生产与实践的产物，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成熟的。在进行文字设计时，必

须要对它的历史和演变过程有个大概的了解。

尽管世界各国的历史有长有短，文字的形式也不尽相同，但世界文字在历经悠

久的历史之后，逐步形成了代表当今世界文字体系的两大体系结构：代表华夏文化的

汉字体系和象征西方文明的拉丁字母体系。汉字和拉丁字母都起源于图形符号，各

自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发展，最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字体系。

分析：

引用温迪 ·瑞奇蒙德的设计观点：“平面设计师的作用就是作为译者，将信息放

入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内容的视觉形式中。如果你真想附加价值于你的信息中，

就要确定它是否经过精心的设计。不是把它设计得更漂亮，而是要设计得更加易懂。”

文字与设计的关系亦是如此。当文字的多样性可以独立于语言意义之外而得到欣赏

时，每一个字符就成了从语言环境中可以提取的视觉符号。

文字是我们无时无刻都能感知到的语言符号。从受众的角度去看文字与设计，都

会或多或少地留下各种视觉感受。好的设计作品在文字与设计上均能恰如其分地表



10

字体与版式设计

达图形要素朦胧的内涵，完成准确传达信息的基本功能。同时文字设计本身还能体

现出强烈的情感和力量。从设计师角度去认知文字与设计，需要真正仔细研究文字

的外部形态，延伸拓展字体的内部结构，在文字的成长及发展过程中体会不断变化

着的字体形式。虽然当初很多字体的出现是为了更方便地沟通与传播，“设计”的初

衷不同于现代的“设计”，但是从罗马体、经典的哥特体到装饰味极浓的巴洛克字体，

以及中国的大篆、小篆、隶书、楷书，在各个国家的文化变迁中都衍生出了属于那

个时代的“文字设计”。随着当今计算机与软件的高度发展，设计师能更便捷地完成

意象中的设计方案，但要注意别被这些电子工具所束缚，纯手绘的文字设计也许能

带给你意想不到视觉感受，如图 1-17 所示。

图1-17  纯手绘的文字设计

文字设计更注重的是“字体”的设计，这是因为不同的字体可以赋予受众不同的

视觉感受。而恰如其分的字体设计，简单地说就是字体（设计或选择）的感觉要符合

设计所营造的气氛。

本章小结

本章共分为两节：第一节按照文字萌芽、诞生和成长的发展顺序，详细地说明了

远古文明在各个年代创造出来的文字体系；第二节则表达了文字设计的趋势，其中包

括文字情感化和信息易读化，这一节是本章的创新点。

教学检测

一、填空题

1. 文字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其基本经历了      、       、 

      的发展阶段。

2 . 在 文 字 诞 生 之 初 ， 曾 出 现 过 许 多 种 类 似 文 字 的 符 号（图 形 符 号）， 包 括

      、       、       以及图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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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章   字体设计概述

3. 文字经历种种演变，终于从一个象形的     进化成各种标准     。

二、选择题

1.（  ）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发展成熟和代表高度文化的语素文字。

A. 汉字       B. 拉丁字母

C. 罗马字     D. 希腊文字

2.（  ）为世界上比较通用的文字体系。

A. 汉字      B. 拉丁字母

C. 罗马字     D. 希腊文字

三、问答题

1. 简述文字的发展史。

2. 文字是怎样诞生的？

3. 简述文字的情感表达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