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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本章主要讲解与字体相关的基础知识，从文字的诞生、
历史、起源到文字的功能分类都做了详细的解说。

重点及难点

了解文字的起源及什么是字体设计。

学习目标

对文字的基础知识熟练掌握，才能在字体设计中表现出
字体最本质的特性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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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文字的诞生

图1-2  结绳

图1-4  结绳实拍照片

图1-3  结绳记事示意图

图1-1  造字代结绳碑

1.1.1  结绳记事

结绳记事讲述的是在原始时代人们用绳子打结来帮助记忆和表达思

想的方法。初期阶段，人们为了生存而联合起来形成大大小小的部落，

人与人之间需要沟通记事。为了保留信息（图1-1～图1-4），人们想

到了靠绳子打结来帮助记忆。结绳记事可以称为文字的先驱，而这个阶

段被人们称为“前文字”。

 结绳记事这一方法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曾出现过，南美秘鲁的印第安

人、古波斯人以及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都用过这样的方式来记事交流。

隋唐时期儒家学者，经学家孔颖达也在《易.系刺下》中提起过“结绳

者，郑康成注云，事大，大结其绳。义或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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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骨头上的刻字

图1-6  契刻记事

图1-7  木刻

图1-8  骨头上的刻字

1.1.2  契刻记事

契刻记事与结绳记事一样也是交流的一种手段，是人们拿尖

锐的工具在木片、骨头等材料上刻画图形、符号来记录事情和传递

信息（图1-5～图1-8）。在中国有许多少数民族曾经用过这样的

方法来记录一些生活上的事件及账目。如佤族，在刻木两侧留下缺

口，每一个缺口代表一个事件。

考古学家在考古时，就在陕西西安半坡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发现

了许多刻画的符号，这为契刻记事这一说法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1.1.3  图画文字

图画文字出现的年代稍晚于半坡时期的一些陶器上所刻的象形

符号，距今6000年左右，是非常容易识别的文字。其特征就是用

图画的形式来表达思想感情，交流记载重大的事情，其外观介于文

字与图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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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文字就是靠这些图画演变而来的，人们

通过视觉对图画的识别来判断所传递的意思，从而

传递情报，记述生活，表达意愿。

1.1.4  文字的发明

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随着社会

生产力的提高，文字也获得了较大发展，人类的

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也有了显著提高，交流的图

画渐渐发展成为书写文字。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

文字是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和

中国的汉字。

人类为什么要发明文字？文字的产生是出于人

类为了记录自己的思想、活动和成就，当单一的图

画无法满足人们交流需要时，人类便创造了文字，

并且逐步发展为不同的文字体系和传播手段（图

1-9和图1-10）。

图1-9  草书“佛”

图1-10  行书“淡泊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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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字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字体结构经过数千年不断创

造、改进而成，有较强的规律性。其演进过程大致是图画文字—象

形文字—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古文—秦系—隶书—楷书—魏

碑—草书—行书—宋体—仿宋体—黑体—圆黑体……

1.2.1  甲骨文

图画文字在真正意义上还不能称为“文字”。我国最早的可识

文字是书写或篆刻在龟甲、骨兽上的卜辞，亦有少许的记事文，因

其刻画在甲骨上所以称为甲骨文（图1-11～图1-14）。然而，甲

骨文的发现却是近代史上发生的事，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89

年)由王懿荣发现的。据统计，已发现的甲骨文有15万片以上，不重

复的字约有4500多个，可识的约有1500字。这些字用尖利的工具

契刻，也有用类似毛笔所写的墨书或朱书文字。笔画瘦硬方直，线 图1-12  甲骨文列表

1.2
汉字的发展历史

图1-11  甲骨文

图1-13  石刻甲骨文

图1-14  骨刻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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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无论粗细都显得迥劲而有立体感，表现出契刻者运刀如笔

的娴熟技巧。书法风格也随着时期的不同而迥异，或纤细谨

密，或草率粗放。甲骨文已具备“六书”（象形、会意、指

事、假借、转注、形声）的汉字构造法则，包含着书法艺术

的诸多因素，从其点画、结字、章法来看，浑然一体又富于

变化，体现了古代人的艺术技巧和艺术修养。

1.2.2  金文

金文也叫钟鼎文，比甲骨文稍晚出现（图1-15）。西周

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

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

指铸在或刻在钟、鼎等器物上的铭文。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国统一，约

1200多年。金文是先秦书法的主要内容，是从甲骨文演变而

来的，所以殷周初期的金文从文字结构到笔画都与殷商的甲

骨文相近，均带有记事图画的痕迹。只是由于金文铸造与甲

骨文镌刻方法的差异，使金文显得更加圆润。

1.2.3  石鼓文

石鼓文，唐初期发现周秦刻在10个石鼓上的文字，高

约二尺，径约三尺，共10首，计718字，分别刻有大篆四

言诗一首。先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图

1-16）。石刻现存于故宫，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刻石文

图1-15  钟鼎文

图1-16  石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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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  大篆

字。石鼓文字体不像甲骨文、金文那样有雄浑厚朴的大度之气，而是上

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笔画圆劲挺拔、结构紧密浑厚、风格朴茂自

然，是历代书家学习篆书的重要范本。

1.2.4  篆书

篆书包括大篆、小篆。

大篆是西周晚期普遍采用的字体。周宣王时，太史籀对甲骨文等

古文字进行整理后，作《大篆》15篇，因其为籀所作，故世称“籀

文、籀篆、籀书、史书”。因为大篆由甲骨文演变而来，所以很多字

与甲骨文很相似。大篆字体粗犷有力、厚重古朴，行款已趋向线条

化、规范化（图1-17和图1-18）。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命李斯等人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

础上，进行简化和规范创造了小篆，小篆字体均圆整齐、上紧下松、

布白匀称，带有图案的装饰美（图1-19）。

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

图1-17  刻写秦篆的石碑

图1-19  小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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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隶书

相传秦始皇时期，有个叫程邈的小官因罪入狱，其入狱前曾

当过县狱吏，负责文书一类的差事。当时正值秦始皇推行“书同

文”政策，使用的小篆不便于速写，而且费时费事，影响工作速度

和效率。程邈在狱中无事可做，以前身为狱吏，深知小篆难以适应

公务，于是他在监狱中一心钻研，将小篆字体结构删繁就简，字形

变圆为方，笔画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将线条变为笔

画，创造了更便于书写的隶书。

隶书的主要特点是笔画平直、结构方正，几种笔画较为固定，再

有就是改造合体字的偏旁，并使其固定统一。这样就使得隶书较篆书

易记、易写，适应了时代日益发展的需求（图1-20～图1-22）。

隶书的定型也有自己的发展过程。从大的方面说，隶书有秦隶

和汉隶的区别。秦隶的形体，从出土文物中的权、量器的诏版上可

以看到一些特点。这时隶书结体还是纵势长方的，字的大小不拘。

有人称此隶为“古隶”，西汉初期仍沿用这种字体。

隶书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改易，到了东汉，形成了定型的汉隶。

特别是到了汉恒帝、灵帝时期（公元174-189年），汉隶达到鼎盛时

期，后世学隶书以汉碑为典范。汉隶定型的字体，主要是指此时期的

字迹。

图1-20  隶书 图1-22  隶书诗歌

图1-21  隶书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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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楷书词

1.2.7  草书

草书的发展是从汉代开始，由汉至唐是一度极盛的时期，形成了章草、今

草、狂草和行草。它既具有自身的规律，又能抒发自我的情怀。今草是草书的主

体，笔势连绵回绕，简约为本，点画相连，态势飞动，一气呵成，节奏强烈，行

云流水（图1-24）。

图1-24  草书 “寿”

定型的隶书在书法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用笔上方中有圆，藏锋、露锋诸法具备；在笔画形态上出现

了蚕头燕尾的特点，长横画有蚕头，有波势，有仰俯，有桀尾；体势上，由纵势变为正方，又变为扁方的横

式；结构上，中观紧收，笔画向左右开展，呈左右对称的“八字形”，固有汉隶“八分”的说法，所以端庄

古雅，左右舒展，有均衡美。

隶书从用笔到结字所形成的风格，既庄严严整，又变化多姿。这种字体，上乘篆和古隶，下启楷书，用

笔通行、草。所以隶书在书法上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1.2.6  楷书

楷书也叫正楷、真书、正书。它是从程邈创立的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更趋简化，横平竖直。《辞海》解

释其“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西汉开始萌芽，经过东汉，至唐朝兴盛。1000多年来唐楷一直作

为汉字的标准字体。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

诸逐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被奉为习字的模范（图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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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行书

行书产生于西汉晚期和东汉初期，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

一种字体，兼有楷书字形易识，又兼草书书写快捷之长，所以至

今与楷书一样成为常用字体。相传它是由后汉桓、灵帝时一位书

法家刘德升所创，在当时并没有普遍应用，直至晋朝王羲之的出

现，才使之盛行起来，由此王羲之被尊为“书圣”。其特点为行

笔劲速、节奏轻快、点画流动、用笔活泼（图1-25～图1-27）。

图1-25  行书1 图1-27  行书3

图1-26  行书2

1.2.9  宋体

北宋的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刻字时产生了一种横轻竖重，阅读醒目的印刷体，后称宋体。到了明

宋时期，其演变为笔画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明体。当时民间流行一种横划很细，而竖划特别粗壮，字体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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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的洪武体，如职官的街牌、灯笼、告示等都采用这种字体。特点

为横细竖粗，撇如刀，点如瓜子，捺如扫，笔画严谨，带有装饰性

的点线，字形方正典雅，严肃大方，是美术字体之首（图1-28～图

1-31）。

仿宋体是现代宋体的一种，又称为新宋。仿宋体是采用宋体结

构、楷书笔画的较为清秀挺拔的字体。由于仿宋体笔画横竖粗细均

匀，讲究顿笔，挺拔秀丽，所以适合手写。仿宋体常用于排印副标

题、诗词短文、批注、引文等，在一些读物中也用来排印正文部分。

图1-28  宋体

图1-29  宋体钢笔字

图1-30  细宋体

图1-31  宋体的八大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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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拉丁文字的起源与发展

拉丁文字（图1-32~图1-34）起源于图画，其祖先是复杂的埃及象形文字。大约6000年前在古埃及的

西奈半岛产生了每个单词都有一个图画的象形文字。据史前遗迹的考古研究得知，人类在初民时期，已经初

步具有对于事物的描绘能力，人们用身边的各种刻画材料来表达记忆或传达思想。这种刻画表达逐渐具有单

纯性图形的表达特征，进入象形文字的萌芽时期。

拉丁字母经过了腓尼基亚的子音字母到希腊的表音字母，人们把最初不太完美的符号整理出来，整齐

化、规律化、简练化，并慢慢固定下来。人类的祖先在远古时期创造文字时，除了遵守所代表的共同认定的

含义之外，也考虑到文字的正确性、实用性和艺术性，并早已习惯把文字作为感情的象征。不过，从现今所

能见到的象形文字看，大多数人还不了解其含义，例如古埃及的经文。地中海沿岸腓尼基人通商，吸取了埃

及人的文化，创造了希腊字母，开始形成现代拉丁字母的雏形。最初的文字是从右向左写，左右倒转的字母

也很多。最后罗马字母继承了希腊字母的一个变种，与今天的拉丁字母非常相似，从而开启了拉丁字母历史

上有现实意义的第一页。

图1-33  装饰性拉丁文字图1-32  拉丁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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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古典罗马体

古典罗马体是公元1-2世纪与古罗马建筑同时产生的，是在凯旋

门、胜利柱和出土石碑上记载的，是严正典雅、匀称美观和完全成熟

了的罗马大写字母。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称赞其是理想的古典形

式，并把其作为学习古典大写字母的范体。在罗马市街头遍布古罗马

建筑遗迹和纪念碑，精美的刻字碑铭随处可见（图1-35）。

从拉丁字母形成开始，拉丁字母的字体就开始向美观实用的方向

发展，罗马字体就是其典型代表。特点是字脚的形状与纪念柱的柱头

相似，和柱身十分协调，圆形轴线倾斜，字母笔画宽窄比例适当，饰

线略呈弧线，构成了完美无瑕的整体。

图1-34  不同类型的拉丁文字

图1-35  创意装饰性古典罗马体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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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过渡时期的罗马体字系

1.维尼斯体

欧洲文艺复兴全盛时期，进行大批量的圣经复制，在15世纪中叶发明了金属活字，随后就在教皇领地斯比

亚哥及罗马近郊的僧院里开始制造罗马体活字。由于印刷活字的出现，促进了拉丁字母形体的发展。笔形变得

更加规范，开创了拉丁字母的新风格。字体的特点：字脚饰线呈杯状，较重。横与竖粗细差别不大。个别文字

的笔画呈倾斜状（图1-36和图1-37）。

2.克罗伊斯塔古体

克罗伊斯塔古体是根据简逊的手写本改制而成的。特点是M字顶有较长饰线；e的横画略倾斜；小写的升部

和降部均加长。与简逊字体不同的是小写字母的p、q的饰线，简逊的略倾斜，克罗伊斯塔古体则是水平的。

3.加拉孟体

16世纪，欧洲各地有影响的印刷所继威尼斯活字之后，在全盘研究活字功能、纸质、油墨和可读性的基

础上，开始正规研制罗马体。过渡时期罗马体分为法兰西体系和英格兰体系，加拉孟体则是法兰西罗马体体

系中的最优典型。加拉孟体后来为欧洲乃至全世界所摹制和加工，发展出一系列字体。

4.卡斯伦体

卡斯伦体是英格兰过渡期罗马系统的代表。当时过渡时期罗马体已登峰造极，现代罗马体已开始起步，

卡斯伦体在法国大革命后才开始普及使用。特点是A字顶端呈凹形；c字上下均有饰线。

5.哥迪体

哥迪体的外形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字体为基础，加

上风格多样的小写字，形成了美观而和谐的格调，是

法兰西罗马体系统中较有影响的字体，特点是字母C的

收笔是尖的，没有饰线；Q的字尾在圆形之外（底部）

作波浪线。

6.帕拉提娜体

帕拉提娜体从外形上看属于古罗马系列。竖划和

横划粗细大体一样，M、W比较宽，有大面积的内白

空间，如D、O、G。饰线两端略带方头，E、F的中横

没有饰线，C和Q的饰线和字尾与哥迪体相近。帕拉提

娜体被认为是文艺复兴后期的设计，是最后带有古罗

马体风格的字体，之后便是现代罗马体的时代。
图1-36  过渡时期的罗马体文字

图1-37  手绘立体拉丁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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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现代罗马体字系

1.迪多体

1770年，迪多在美国宣告独立，彼时也是英国工业革命不断深

入的变革时期。在巴黎开办活字制造厂的迪多家族创造了更富新意

的罗马字体。迪多精心制作的这套字体，既有传统字体的余韵，又

富有变化，被广为使用。迪多体也是现代罗马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字体，其将老罗马体的饰线由曲变直；横竖的粗细对比强烈；圆形

轴线垂直，带有浓烈的人工几何画法的味道。最大的特点是W的字

面极宽，相当于两个V字母连在一起。

2.波多尼体

1787年，几乎与迪多同时期，著名的意大利人G.B.Bodoni在

意大利以理论为基础设计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现代罗马体，这就是

现代罗马体的权威代表—— 波多尼字体。

波多尼手写字体忠实地写出制成图并雕刻成罗马体的印刷活

字，使字体风格大为改变，饰线曲直，笔画粗细比较分明。实际上

其开创了近代字体改革之风。

特点：饰线略长，增加了字母的连贯性，横画与竖画对比较强，

比例为1∶6，即横1竖6，M字面较宽，W是两个V重叠而成，J比其

他字母长，Q的字尾是先垂直向下再往右转向水平，图形轴线垂直，

字脚与竖画相接处呈直角，字脚为直线（图1-38～图1-42）。

图1-41  拉丁标题的海报设计

图1-39  纤细的拉丁字母

图1-40  无衬线的字体设计

图1-42  粗黑的拉丁文

图1-38  过渡字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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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5  无饰线体的创意拉丁字母

图1-43  方饰线体

图1-46  无饰线体的拉丁字母

图1-44  方饰线体的创意字母

1.3.4  方饰线体

方饰线体出现于19世纪，早期主要运用在巴黎街头的广告，特

征点：线条粗重，字脚饰线呈短棒状，字形沉实坚挺、风格粗犷。

由于其短棒状矩形字角很像埃及神殿固定大柱的柱台，又称为“埃

及体”。

方饰线体系列可分为三种:①方饰线。饰线与字划同粗，方

头，上、下饰线水平。②柱台形饰线。与古罗马体的饰线相似，饰

线上边与竖划以弧线相连，弧线以下加厚。③超方饰线。饰线的

高度超过竖划宽，内含空白减少（在长形字上多见）（图1-43和

1-44）。

1.3.5  无饰线体

在中国无饰线体通常被称为黑体或者等线体。无饰线体的种类

很多，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算是黑尔维卡体，由万丁杰1957年制

作，是字体使用率最高的字体之一。无饰线体不仅醒目，而且容易

书写，制作上也比较省事（图1-45和图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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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字的功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不仅仅作为交流的工具，更是信息传

播、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

1.4.1  信息交流与知识传播

文字的出现是为了解决人们之间交流的问题，从最早的象形文

字到现代简化文字的形成，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顺畅、方便，超越

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通过文字，可以表达出内心复杂的情感，自然的美妙，科技的先

进，等等。如今看到的书籍、网站，都是靠文字的编排将需要传达的

信息有效、迅速地传递给受众（图1-47～图1-50）。文字具有易读

易懂的特性，能够从根本上准确、有效地将信息传递出去。

图1-47  突出标题文字的海报设计 图1-50  创意海报

图1-48  书籍封面与内页的文字编排

图1-49  国外报纸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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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文化传承与象征

文字是知识的载体，不同地域、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字，人

类经过几千年的进步与发展，文字已经成为各个国家、民族或者宗教

等特有的文化、性格，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与象征。例如，汉

字代表华夏文明，阿拉伯文字代表伊斯兰文化（图1-51）。

1.4.3  形象符号与视觉吸引

现在的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交流的方式，也可以是现代商业中的

形象宣传，如同标志一样，代表着一个企业的形象和认知度。一个好

的文字宣传可以作为品牌宣传的形象符号，文字稍加设计便可以烘托

出主题，以个性醒目的形象展现在人们眼前，在记住文字的同时也会

增加对品牌的认知度。

图1-52～图1-55都是品牌的标志，都是以文字为主体设计的。

当谈起这些品牌时，便会呈现出明确的文字形象，这就是文字的魅力

所在。另外，在英文字母中，除了每个字母自身代表的意思外，越来

越多的设计者将其以形象的象征意义和强烈的视觉效果展现在人们眼

前，从而来吸引公众对品牌的认知度，例如人们熟知的麦当劳，简单

醒目的“M”让人印象深刻。

图1-51  阿拉伯文字

图1-52  创意手绘拉丁文字

图1-54  麦当劳咖啡 logo

图1-53  PUMA 标志设计

图1-55  必胜客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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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什么是字体设计

文字是一种传递信息、记录语言的符号，可以利用文字“形”

的千变万化来展现其魅力与含义。随着现代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字

体的样式也更加丰富。

1.5.1  字体设计的定义

字体设计可以理解为文字的设计，意为对文字按视觉设计规律

加以整体的精心安排。

字体设计的主要功能是为了传播视觉信息，根据实际的需要，

利用文字的笔画要素，在保证美观的视觉效果基础上对其进行生

动、形象、统一的设计。

设计者在对文字进行设计时，不仅仅要对文字的外观进行改动，

同时要有将司空见惯的文字融入新的情感和理性化的能力，让文字的

内在与外在同时拥有“美”这个特性（图1-56～图1-59）。

图1-56  趣味文字为主的海报设计

图1-57  图文结合的海报设计

图1-58  创意编排的海报设计

图1-59  中国风的字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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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0  商品宣传的平面广告

图1-61  以文字为主要元素的平面设计

在平面设计中，字体的设计与应用不仅可以表达

设计者的思想观念，而且也兼具有视觉识别符号的特

征，通过视觉的方式传递信息。对于现代设计而言，字

体设计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字体的美感和文字的编

排对版面的视觉传达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图1-60和图

1-61）。

但无论字体如何设计，重要的是要保证字体的识别

性，否则就忽略了文字的主要功能，不能识别的字体便

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在设计中，必须要考虑到字体的整

体效果，给人清晰、美观的视觉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