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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设计之意境美

肖燕萍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民族艺术系，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 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使用的表意文字，其以独特的音、形、意共存的优势，越来越被平面设计
者所重视。汉字具备千变万化的视觉形体，蕴含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能够营造出独特的意境美。在汉字

设计中，营造意境美可提升汉字设计的信息与文化内涵，有助于实现与受众的心理情感共鸣。汉字设计意

境美的实现方式有二：一是进行书法艺术再设计，二是图文交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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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ic Concep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Design

Xiao Yanping
（Ethnic Art Department，Xiang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Jishou Hunan 416000，China）

Abstract：As a unique ideographic script, the coexisting of sound, form and meaning in Chinese character has been
attached more and more importance by graphic designers. Moreover, with changeable visual form and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Chinese characters could construct a subtle artistic beauty in concep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artistic
conception could enrich the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achieve the psychological
emotional resonance in the audience. There are two ways in design to deliver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ne is calligraphy art
redesign; while the other is graphic image-text design in alter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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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汉字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象征，是

目前世界上仅存的表意文字。汉字作为汉民族生活

中信息传达的主要载体，其以独特的音、形、意共

存的优势，越来越被平面设计者所重视。现代汉字

的字体设计应在超越简单的“形”的装饰层面上，更

多地表达出汉字独有的意境美，这样才能更本质地

反应出中国汉字的文化精髓和独特魅力。意境美是

形式美的升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它应

当成为汉字字体设计的最终目标。

世界上的文字丰富多彩，但总的来说无外乎两

种体系，即表音体系和表意体系。中国的汉字主要

经历了甲骨文—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的

发展过程，以画图为主的“象形字”是整个汉字体

系的基础，后来虽对字形进行了简化和规范，但仍

然追求用典型概括的线条传达“神似”。由此可见，

汉字 3 000多年的演变历程从根本上并没能超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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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范畴。从这个角度看，汉字作为一种视觉文

化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西方的拉丁字母只是

一个个最小的语言单位，通过组合才能形成有意义

的文字，而汉字与西方文字截然不同，几乎每一个

汉字本身就能传达一个意义。如“好”字，我们的

祖先用会意的方式创造了这个文字，该字的左边为

女人——“女”，右边为男人——“子”，表示男女

一同相融相尊，幸福美满，寓意着一切有益的事情。

中国汉字最为独特之处是它表达了一种汉民族惯有

的思维方式，即“借物寓意”。如在《诗经·硕鼠》

篇中，借“硕鼠”来比拟贪婪的剥削者，如果用英

文“big mouse”来翻译，显然无法诠释该诗歌的精
髓[1]。因此，汉字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最大

的文化特征就是具备千变万化的视觉形体，蕴含博

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能够营造出独特的意境美。

“汉字是一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主观与客

观‘卒然相遇，默然成契’的意音文字，具有广博

的包容性，对社会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无一不包，

无所不容。”[2]可以说，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使用的表

意文字，它直观性与包含性的本质特点是其他表音

文字所无法企及的。利用中国的汉字进行设计早已

成为国外众多知名设计师热衷研究的课题，特别是

日本、韩国的设计师都非常注重本土化的汉字设计，

并将汉字出色地应用在招贴、包装、封面设计等各

设计领域中。如日本设计师白木彰、杉浦康平等有

许多利用汉字所进行的设计作品。韩国平面设计师

安尚秀更是提出“一国视觉艺术的进步有赖于其文

字的变化”的观点[3]。当然，国内的设计师们也纷纷

看到了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博大精深的汉字设计发展

的潜力，重燃汉字设计的火热激情，因而佳作辈出。

靳埭强、陈幼坚、余秉楠等优秀设计师就非常善于

将中国汉字融入其平面设计作品中，从而在作品中

凸显东方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意蕴。

1 意境美在汉字设计中的作用

意境美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中国传统美学的

一个重要范畴。中国的诗歌、字画、音乐、戏剧、建

筑等艺术作品都十分注重意境美的营造与表达。我

国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意境是情与景的结

晶。”[4 ]艺术作品中的景象与受众的思想感情达成一

致，在其创造的有限的艺术形象中，让受众能够体

会到无限的精神情感，从而产生情景交融的境界，这

就是意境美。对于汉字设计而言，“意境美”的产生

需要设计者投入情感巧妙地创意字的结构形式，营造

汉字所表达的情景，从而使文字语意中内在的含义、

情感、思想等无形的“虚”的部分，转化为视觉具

体可感的“实”的内容。对于以图形构造为主的表

意文字设计，营造意境美具有重要的作用。

1 . 1 提升汉字设计中的信息与文化内涵

从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文字开始，就可以看出

中华民族有着明显的“意象”思维特征，汉字的字形、

字音都只是字义的载体。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汉字能

“意会”和“感悟”的，往往比“目睹”和“言传”的

丰富而深远得多，这也是意境美最本质的特征——

联想的表现。我国香港语言文字学家安子介曾说“汉

字易使人起联想，而联想是一切发明之母”[5]，汉字

设计中注重意境美的表达更能激发受众的想象和联

想，使作品传递更多、更深刻的信息内涵。在汉字设

计中，要创造意境美必定要求设计者具备深厚的艺

术修养，同时对文字进行深入的解读，当情感与技艺

达到高度谋合时，意境才得以营造。所以，在汉字设

计中创造意境美，无疑更能提升汉字设计的文化内

涵，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独有的魅力。

1 . 2 实现与受众的心理情感共鸣

好的设计作品不仅是设计者自身思想和情感的

表达，更是大众乐于欣赏与接受的艺术作品。大众

对作品的兴趣与需要是检验艺术设计作品艺术性与

适用性的重要依据[6]。汉字设计不仅要对字体笔画、

外形加以装饰，更要以文字内在含义为依据，注重

情感的渲染，做到以情动人，利用形式美创造意境

美，从而获得受众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

2 汉字设计意境美的实现方式

意境美反映人类内在的心理感受，汉字设计要

通过外在的视觉形象表达出内在的精神和情感世界

的方式有二：一是采用书法艺术再设计，二是采用

图文交替设计。

2 .1 书法艺术再设计

笔墨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是它造就了

汉字独特的书写艺术——书法。中国独有的书法艺

术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7]。书法本就

是一种以形传意的书写艺术，清代文学家刘熙载说：

“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

其人而已。”“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

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8]由此

可见，书法之美最讲求的便是意境美。作为中华民

族独有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书法艺术神化了汉字

形象，它追求的气质、神韵、意境是任何其它文字

都无法替代的，因为汉字本身就带有无所不能的装

饰艺术功能。毕加索曾说：“如果我生在中国，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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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成为一位书法家而不是画家。”[9]然而，自进入新

媒体时代以来，书法已渐渐被机器取代，书法艺术

的生存空间不断萎缩。新科技革命给人们带来了快

捷的信息传递，但作为艺术设计领域的字体设计，如

果仅随大流，缺乏特色，没有思想，无文化根基，盲

目简单地跟风，抛弃或无视民族传统艺术的精髓，必

将成为他人的随从，在艺术领域无立足之地，并最终

被世界艺术界所抛弃。因此，我国字体设计工作者应

当视传统书法艺术为瑰宝，将书法艺术融入当代字

体设计中。

图 1（图片来源：http:// image.haosou.com/i?
src=360pic_normal&q=%E9%9D%B3%E5%9F%AD%
E5%BC%BA%E8%AE%BE%E8%AE%A1%E4%BD%
9C%E5%93%81）所示是我国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
先生《汉字》系列海报设计之“山、水、风、云”。

这组以中国书法艺术表现为主要手段的海报设计以

似曾相识的水墨风情、若隐若现的形态格局、浩渺

无际的空白空间带领广大中国受众穿越到传统民族

文化的始端，任由观者无穷无尽的思想和情感自由

游离和驰聘。海报上书法艺术与文房四宝（笔、墨、

纸、砚）的图片浑然一体，书法线条的枯润浓淡，版

式章法的虚实相生，畅快淋漓的水墨挥洒使整个版

面透露出磅礴大气、灵韵动荡、韵味无穷、精妙绝

伦的“意境美”。这种设计无疑能够打动每一位爱好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者的心灵。

  

  

   

无独有偶，香港另一位设计大师陈幼坚先生凭

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创作了许多借鉴中国书

法元素的优秀作品。如图 2（图片来源：http://image.
haosou.com/i?src=360pic_normal&q=%E9%99%88%E5
%B9%BC%E5%9D%9A%E4%BD%9C%E5%93%81）
所示为陈幼坚先生创作的一幅书法招贴作品，该作

品亦以中国书法文字及砚台（作品中的 2个“点”分
别为砚台的盒体与盒盖）为创意元素， 采用中国对称
设计的形式，以静态的安定感和对称所具有的平衡

感，给人带来一种单纯、淡定、平和的视觉感受，而

这种感受正是练习中国书法可以给人带来的一种独

特体验[10]。

  

  

今天，我们提倡书法艺术再设计，提倡在字体设

计中运用书法艺术，不是以传统书法书写为目标，更

不是对书法字体进行简单的临摹与拼贴，而是要将

书法独具的意境美渗透到字体设计构成原理和现代

图形创意中，对汉字的笔画从外形到内涵进行打散

与重构，使其达到形与意的重合和再生。

图 3（图片来源同图 1）所示为靳埭强先生为“创
意香港”所创作的海

报作品《创意》。海报

中“创意”二字绝不是

传统书法书写的构

造，为更好地体现该

作品的创意个性，靳

埭强先生以传统的笔

墨语言，结合现代设

计元素，对“创意”二

字进行重构，得到了

“情理之中却是意料

之外、本是寻常却换

来特别”的效果。

图 4（图片来源：http://image.haosou. com/i?
src=360pic_normal&q=%E6%B4%AA%E5%8D%AB%

a）山                                      b）水

c）风                                 d）云

图 2 书法招贴作品

Fig. 2 Calligraphy poster design

图 1 《汉字》系列海报

    Fig.1 Posters of Chinese Characters

图 3 《创意》

 Fig. 3 Origi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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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9A%84%26quot%3B%E7%A6%8F%E7%A6%84%
E5%AF%BF%26quot%3B%E7%B3%BB%E5%88%97%
E6%B5%B7%E6%8A%A5）所示为获得日本字体设计
协会大奖的首位中国设计师洪卫的“福禄寿”系列

海报。作品中的“福”“禄”“寿”3字，皆采用了书

法字体笔画的异形重构， 其中的“福”由“平安”二
字构成，“禄”由“衣食”二字构成，“寿”则由“生

命”二字构成。通过这种书法字体笔画的异形重构体

现当下人们对“福禄寿”的全新认识：平安即是福，

简单的衣食温饱即是禄，“生命”的质量就是寿。

a）福                                            b）禄                                            c）寿

  图 4 “福禄寿”系列海报

Fig. 4 Posters of “Fu, Lu, Shou”

从以上这些著名设计师的字体设计作品可以看

出：他们以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视角将中国

汉字的“意境”重新演绎出来，将汉字的个性和自

我的精神情感同构在一起，将民族文化的精髓召回

到现代汉字设计里，让世界惊叹中国熟悉而又新奇

的“神韵之境”。

日本有个流行的说法：“棒球是一亿多国民的体

育，而书法则是一亿多国民的艺术。”日本书法爱好

者占其国家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杉浦康平说：“汉字

成为我抗衡向西方一边倒的日本现代设计的重要力

量，给我上世纪 70年代以后的设计带来转机，学习
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对全亚洲传统文化的探求成为我

的创意思维之母。”[ 1 1 ]中国是传统书法艺术之“母

国”，我们每一位中国字体设计者都应该好好学习和

认真研究书法，并运用书法艺术进行再设计，在设

计作品中创造出独特的意境美。

2.2 图文交替设计

中国的造字法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

注、假借（称为“六书”），除转注与假借外，其它

造字法皆源于“象形”[12]，由此可知，我们中华民族

的祖先，其思维方式带有明显的“形象”特征。从

最早的甲骨文开始，汉字就是自然界各物象的简化

表现形式，无论什么字，都“像”它所表达的事物。

而西方文字却大不相同，其只是各种曲线符号，没

有任何象形的意味，他们的思维方式呈现出严密的

逻辑性，可见东西方思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正因

为中国人惯有的形象思维，形成了中国人在视觉方

面的一种偏向，那就是人们在面对艺术作品时总会

不自觉地去寻找其熟悉的事物，并联想与主体相关

的情境意蕴。利用这个特点，在字体设计中可采用

图文交替的方式，营造意境美。

如图 5（图片来源：http://blog.sina.com.cn/s/
blog_3d41f34c01009r04.html）所示为一幅典型的图文
交替设计作品，名为

《一片冰心在玉壶》。该

作品出自清道光年间状

元龙启瑞之手，图中

“一片冰心在玉壶”7字
小篆结合在一起，形似

玉壶，以文字组成图

形，图文融合。该图构

思巧妙，给人优美灵动

的感觉。

在当代字体设计

中，设计师抓住国人习

惯于形象思维方式的特

点来主导设计思维，非常有利于创造字体设计的

“意境美”。在文字设计时，可插入“像”其含义的

图形，使它们在意义和外形上相互交融。这一点，在

西方早已获得认同。美国审美直觉心理学家鲁道夫·

阿恩海姆曾指出：“视觉是一种主动性很强的感觉形

式”，“积极的选择是视觉的一种基本特征。最有效的

方法是找到与之相关联的视觉形象加以表现，找到

这种感情产生的最直接、最生动、最形象的载体”[13]。

图 6（图片来源同图 1）所示为“中国银行”的经典
标识，这是靳埭强先生所设计的，该标识的创意表

现在将中国的“中”字与古钱币形象地交替重叠表

现。此时，画亦是字，字亦是画，该设计独到的意

图 5 《一片冰心在玉壶》

Fig. 5 A pure and Noble
Character in the J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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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美令人拍案叫绝。

  

  

图 7（图片来源：http://www.photoshopcn. com/art/
gallery/2007-03/1174541094d4660_1.html）所示的《徽州
印象》为王军强的字体设计作品，该作品中的“徽”

字，虚实相生；在朦胧含蓄的笔画结构中依稀可见

徽派建筑的马头墙、白墙黛瓦以及房屋错落有致等

特征，让人仿佛身临其境。该作品通过文字与图形

的巧妙组合，营造了扑朔迷离、耐人回味的意境美，

并将“徽州印象”的主题诠释得淋漓尽致。图 8（图
片来源：http:// www.designedu.cn/ showposts.aspx?
type=p&columnid=46&id=169）所示为我国著名的平面
设计教育家余秉楠教授为表达台湾回归祖国的期盼

之情而创作的海报作品《家》。作品中一个大大的草

书“家”字背后隐藏着数个不同字体的“家”，最为

特别之处是中间彩色渐变的图形，它就是宝岛台湾

的地图轮廓，而“家”字的右下部分恰恰与中国东

南沿海的海岸线外形相吻合，这一图文交替的设计

巧妙地描绘出祖国统一的美好情境。

  

图 9（图片来源同图 1）所示为靳埭强先生的作
品《仁者》。该作品中体现了“仁者乐山”的中国古

代思想，“乐山”二字以中国山水画写意的方式来设

计汉字造型，图文互相交替，看字如画，表达出“仁

者”坐看风云、稳重不迁的博大胸怀，而正是这虚

空淡泊之境营造出作品中意蕴深远的意境之美。

现代设计中图文交替的汉字设计方法即是象形

文字的传承，也顺应了“读图”时代的发展需要。人

们在看到字体形态的同时也能够领会到文字的内涵，

使文字设计同时具备了语言和图形的双重个性，因

此，图文交替的汉字设计受到广大设计师的青睐。用

图形与字体交替设计的方法营造意境美有着一定的

表现技巧。许多设计尽管使用了图形，但作品中不

但没有意境，反倒显得世俗与肤浅。究其缘由，就

是因为图形没有经过形式美的艺术处理，过于具象

与直白，单纯地再现自然，没有留给观者一个思考

与联想的空间。而意境美的重要表现在于“形欲止，

而意无穷”、“话欲出，而言不尽”。意境不是再现物

象，而是以引起受众感动的物象为依据进而超越物

象[14]，从而达到主客体心灵与形态的水乳交融。当

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就曾表示过：“意境的实现，依

赖艺术家平素的精神涵养，天机的培养，在活泼泼

的心灵飞跃而又凝神寂照的体验中突然地成就。”[15]

文字设计工作者平时应注重培养自身高度的艺术修

养和娴熟的表现技巧，将图形变形、概括，使其似

像非像，并与文字合二为一，从而达到“形”与“意”

的完美结合。

3 结语

21世纪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成千上万种电
脑字体吞噬着人类创意思维的表达。在西方设计思

想占主流的形势下，我国内地的设计师对于汉字的

设计与创意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且力不从心。仅在对

字形、笔画的装饰方面，我国的字体设计已经与西

方拉丁字母设计拉开了较大的差距，更谈不上满足

广大受众日益提高的视觉文化传播修养和延续汉字

本身魅力的需要。在视觉艺术快速发展的环境下，我

国的设计师们只有不断注重汉字文化内涵的挖掘，

图 6 中国银行标识

Fig. 6 Logo of Bank of China

图 7 《徽州印象》

Fig. 7 Huizhou Impression
图 8 《家》

Fig. 8 Family

图 9 《仁者》

Fig. 9 The Benevo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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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汉字文化独有的“意境美”，才能不停留在肤浅

的、表层的字体设计中，曲解和误导中国汉字的文

化根源。

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汉字具有三美，“意美

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

也”[16]。意境美在中国汉字设计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

实价值，只有具备意境美的现代汉字设计才能避免

成为新媒体的附属品，摆脱千篇一律、没有文化生

机的审美疲劳，才能使汉字设计具有现实意义和强

大生命力，从而在世界字体设计中大放异彩。同时，

通过形式美的汉字设计，传递中国汉字内在的精神

意境，“以形表意，以意传情，以情至境”将是今后汉

字设计的发展趋势，也是我国设计师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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