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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样 写 美 术 字 



记 得 还 是 去 年 春 天 ， 金 盾 出 版 社 派 人 来 上 海 

组 稿 。 当 谈 起 希 望 能 得 到 一 本 高 质 量 的 美 术 字 书 

写 技 法 书 稿 时 ， 勾 起 了 我 对 童 年 时 的 回 忆 。 

六 十 年 代 中 期 ， 当 时 我 还 是 刚 入 小 学 一 年 级 

的 学 生 。 大 概 是 命 运 的 安 排 ， 我 所 就 读 的 学 校 里 

来 了 一 位 中 央 美 院 的 老 师 ， 我 们 叫 他 沈 阳 老 师 。 

听 说 是 来 基 层 接 受 教 育 的 ， 反 正 我 们 当 时 弄 不 清 

楚 。 说 也 怪 ， 对 我 们 孩 子 来 说 ， 越 是 好 奇 的 事 ， 越 

是 感 兴 趣 。 我 们 常 常 下 课 后 ， 或 者 不 上 课 时 溜 到 

这 位 老 师 办 公 室 门 窗 旁 ， 悄 悄 地 趴 着 看 老 师 画 画 

写 字 ， 心 里 多 么 想 有 一 天 也 能 像 老 师 那 样 。 

终 于 有 一 天 ， 老 师 招 呼 让 我 们 一 起 进 来 ， 问 

我 们 喜 不 喜 欢 画 画 写 字 。 无 疑 ， 我 们 当 然 回 答 ： 

“ 喜 欢 ” 。 从 此 ， 我 们 成 为 老 师 办 公 室 里 的 “ 特 别 学 

生 ” 。 

也 许 ， 我 的 童 年 梦 想 就 从 这 时 开 始 。 

随 着 岁 月 的 流 逝 ， 七 十 年 代 初 ， 我 踏 进 了 中 

学 。 画 画 写 字 的 技 艺 开 始 有 了 一 定 的 长 进 。 可 以 

说 ， 我 十 分 幸 运 ， 又 得 到 了 一 位 美 术 老 师 高 尔 灿 

的 指 导 ， 特 别 是 我 的 美 术 字 书 写 技 艺 ， 在 她 的 指 

导 下 有 了 进 一 步 的 提 高 。 

有 一 天 ， 一 个 大 胆 的 想 法 ， 终 于 在 我 的 脑 子 

里 诞 生 了 ， 我 要 写 一 本 《 怎 样 写 美 术 字 》 的 书 。 从 

此 ， 我 变 了 ， 一 放 学 就 回 家 ， 做 完 功 课 就 书 写 美 术 

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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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约 用 了 一 个 多 月 的 时 间 ， 终 于 写 了 一 百 多 

款 字 形 各 异 的 美 术 字 。 当 时 那 高 兴 劲 儿 就 别 提 

了 。 我 悄 悄 地 将 稿 子 投 向 了 上 海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序 



社 。 之 后 的 日 子 ， 说 真 的 ， 真 难 熬 。 每 天 就 是 盼 望 

邮 递 员 的 到 来 ， 失 望 、 失 望 ， 终 于 有 一 天 收 到 了 一 

封 回 信 。 永 远 不 会 忘 记 ， 在 信 中 署 名 周 锋 的 编 辑 ， 

对 我 的 《 怎 样 写 美 术 字 》 一 书 的 创 作 ， 在 肯 定 的 基 

础 上 ， 又 详 细 告 诉 我 美 术 字 创 作 与 出 版 要 求 。 记 

得 当 时 的 信 ， 几 乎 是 一 份 详 细 的 教 案 ， 把 美 术 字 

的 创 作 ， 从 字 体 大 小 的 设 定 ， 铅 笔 字 体 的 划 样 ， 直 

到 字 体 用 “ 鸭 嘴 笔 ” 墨 线 的 勾 勒 和 黑 墨 的 填 色 ， 都 

详 细 述 说 。 可 惜 ， 二 十 多 年 了 ， 搬 了 几 次 家 ， 这 封 

信 最 后 还 是 没 能 保 存 下 来 。 真 是 十 分 遗 憾 的 事 。 

二 十 多 年 后 的 今 天 ， 从 当 时 不 满 十 三 岁 的 

我 ， 到 如 今 步 入 中 年 的 我 ， 当 然 对 金 盾 出 版 社 的 

出 书 意 图 有 所 感 叹 。 

二 十 多 年 来 ， 我 一 直 为 当 时 的 美 术 字 技 艺 幼 

稚 而 心 中 不 悦 。 终 于 有 这 么 一 个 机 会 ， 能 让 我 对 

自 己 美 术 字 书 写 技 法 作 一 个 小 小 的 弥 补 和 总 结 。 

要 知 道 ， 这 对 我 来 说 ， 也 是 一 个 重 新 学 习 和 认 识 

美 术 字 的 机 会 。 当 然 ， 我 是 不 会 放 弃 的 。 于 是 ， 我 

大 胆 地 接 下 了 《 怎 样 写 美 术 字 》 这 一 选 题 。 

感 谢 我 的 助 手 雪 儿 为 出 版 这 本 《 怎 样 写 美 术 

字 》 所 表 现 出 美 术 设 计 和 创 意 的 才 华 。 

愿 此 书 的 出 版 对 所 有 喜 欢 美 术 字 技 艺 的 读 

者 有 所 帮 助 。 

朱 天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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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初              春 

序 



关 于 美 术 字 

学 习 美 术 字 首 先 应 当 了 解 中 国 汉 字 的 历 史 。 作 为 世 界 上 最 古 老 文 字 之 一 

的 汉 字 ， 以 其 悠 久 的 历 史 ， 丰 富 的 内 涵 ， 使 每 一 个 炎 黄 子 孙 感 到 无 比 自 豪 。 

汉 字 ， 从 新 石 器 时 代 的 陶 器 刻 画 符 号 开 始 ， 距 今 约 有 5000年 ～ 6000年 的 历 

史 。 而 汉 字 的 初 步 定 型 到 成 熟 ， 可 以 追 溯 到 商 周 青 铜 器 铭 文 中 的 图 形 文 字 造 型 时 

期 ， 距 今 也 有 3500多 年 的 历 史 。 从 1899年 河 南 安 阳 小 屯 村 （ 商 代 故 都 ） 出 土 的 龟 

甲 上 面 ， 我 们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 距 今 3000多 年 的 文 字 已 有 了 美 术 字 的 雏 形 。 

首 次 发 现 陶 器 上 面 的 刻 画 符 

号 是 1928 年 在 山 东 章 丘 龙 山 镇 

城 子 崖 ， 当 时 出 土 的 三 块 陶 片 上 

刻 有 两 种 符 号 。 著 名 的 新 石 器 时 

代 的 大 汶 口 文 化 ， 也 有 8种 刻 画 

符 号 。 

刻 画 符 号 的 出 现 ， 反 映 了 我 

国 文 字 从 雏 形 逐 步 走 向 成 熟 。 正 

如 郭 沫 若 所 述 ： “ 刻 画 的 意 义 至 今 

虽 未 阐 明 ， 但 无 疑 是 具 有 文 字 性 

质 的 符 号 ， 如 花 押 或 者 族 徽 之 类 。 

我 国 后 来 的 器 物 上 ， 无 论 是 陶 器 、 

铜 器 、 或 者 其 它 成 品 ， 有 ‘ 物 勒 工 

名 ’ 的 传 统 。 在 我 看 来 ， 彩 陶 和 黑 

陶 上 的 刻 画 应 该 就 是 汉 字 的 原 始 

阶 段 。 ” 

商 代 武 丁 时 期 的 甲 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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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汉 时 代 的 小 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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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周 时 代 的 图 形 文 字 

商 代 早 期 的 铜 器 铭 文 

泰

 

山

 

刻

 

石

 

（

 

小

 

篆

 

）

 

美 术 字 的 表 现 ， 从 甲 骨 文 上 来 

看 ， 是 象 形 字 又 是 表 音 字 。 甲 骨 文 是 

刻 在 龟 甲 和 兽 骨 上 的 记 载 占 卜 的 文 

字 。 目 前 ， 经 考 古 学 家 发 现 的 甲 骨 文 

字 已 有 5000多 个 ， 所 辨 文 字 约 1500

个 左 右 。 

从 汉 字 的 演 变 ， 大 篆 成 为 西 周 后 

期 的 主 要 文 字 形 式 。 

随 着 秦 朝 宰 相 李 斯 对 大 篆 文 字 

的 改 革 ， 去 繁 就 简 ， 成 为 小 篆 。 而 汉 代 

文 字 形 式 的 变 革 ， 产 生 了 隶 书 。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楷 书 的 成 熟 ， 使 中 国 的 汉 字 

书 写 艺 术 和 视 觉 表 现 更 适 宜 阅 读 和 

书 写 。 在 汉 字 的 发 展 中 ， 隶 书 演 变 为 

楷 书 、 章 草 和 今 草 ， 到 了 唐 朝 又 出 现 

了 狂 草 。 



商 周 时 期 的 图 形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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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汉 时 期 的 隶 书 

西 周 时 期 的 金 文 

战 国 时 期 秦 国 的 石 鼓 文 

新 石 器 时 期 的 刻 画 符 号 



汉 字 的 历 史 演 变 ， 可 以 归 纳 为 古 文 字 时 代 和 今 文 字 时 代 ， 而 古 文 字 

时 代 ， 又 可 以 分 为 大 篆 和 小 篆 发 展 阶 段 。 古 隶 则 是 产 生 于 古 文 字 向 今 文 

字 过 渡 时 期 。 今 文 字 时 代 ， 又 分 为 今 隶 和 楷 书 ， 到 现 代 汉 字 简 化 的 三 个 

发 展 阶 段 ， 从 而 演 变 为 当 今 的 汉 字 体 系 。 可 以 说 ， 现 代 美 术 字 是 从 古 代 

印 刷 术 发 明 时 期 的 宋 体 字 发 展 起 来 的 。 

朝 代 和 公 元 

商 （ 约 公 元 前 

1600 年 ～ 公 元 前 

1208年 ） 

周 （ 约 公 元 前 

1207 年 ～ 公 元 前 

222 年 ） 

秦 （ 在 公 元 前 

221 年 ～ 公 元 前 

207 年 ） 

汉 （ 公 元 前 

206 年 ～ 219 年 ） 

魏 到 现 今 （ 220

年 ～ 现 今 ） 

汉 到 现 今 （ 公 

元 前 206 年 ～ 现 

今 ） 

文 字 名 称 

大 篆 

甲 骨 文 

金 　 文 

石 鼓 文 

周 　 文 

古 　 文 

小 篆 

（ 第 一 次 

简 化 运 动 ） 

古 隶 

今 隶 

楷 书 

简 体 字 （ 1956

年 后 第 二 次 简 

化 运 动 ） 

今 草 　 行 书 

狂 草 

印 刷 字 体 

古

 

文

 

字

 

时

 

代

 
 

今

 

文

 

字

 

时

 

代

 

章 草 

隶 草 过 渡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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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 草 

文 字 时 代  其 它 文 字 

汉 字 演 变 历 史 年 表 



美 术 字 书 写 要 点 

美 术 字 的 书 写 要 点 之 一 ： 上 紧 下 松 。 为 什 么 女 孩 子 喜 欢 长 裙 配 紧 

身 的 上 装 ？ 视 觉 上 的 美 ， 同 样 在 美 术 字 的 书 写 中 有 相 同 魅 力 。 

美 术 字 的 书 写 要 点 之 二 ： 横 轻 竖 重 。 为 什 么 同 样 线 条 的 衣 服 ， 胖 

的 人 宜 穿 竖 线 条 的 衣 服 ， 而 瘦 的 人 则 宜 穿 横 线 条 的 衣 服 ？ 因 为 视 觉 影 

响 了 我 们 。 所 以 同 样 笔 画 粗 细 相 等 的 美 术 字 书 写 ， 要 注 意 横 画 略 细 一 

些 。 

美 术 字 的 书 写 要 点 之 三 ： 主 次 分 明 。 为 什 么 火 红 火 红 的 服 色 曾 经 

风 靡 夏 日 ？ 因 为 红 色 是 色 彩 之 王 。 所 以 美 术 字 的 书 写 可 将 字 的 定 位 笔 

画 先 写 ， 以 支 撑 整 个 字 的 重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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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术 字 的 书 写 要 点 之 四 ： 抢 档 让 步 。 为 什 么 舞 蹈 中 领 舞 的 服 装 总 

与 其 他 舞 蹈 者 略 有 不 同 ？ 因 为 领 舞 者 是 主 角 。 所 以 美 术 字 的 书 写 在 笔 

画 上 的 处 理 ， 可 以 抢 入 其 它 笔 画 的 位 置 。 

美 术 字 的 书 写 要 点 之 五 ： 整 体 稳 定 。 为 什 么 服 装 的 搭 配 强 调 和 

谐 ？ 因 为 色 彩 的 反 差 和 服 饰 的 组 合 ， 影 响 视 觉 美 的 表 现 。 所 以 美 术 字 

的 书 写 要 注 意 整 体 的 笔 画 组 合 稳 定 。 

对 于 美 术 字 的 书 写 ， 从 理 论 上 来 讲 十 分 烦 琐 ， 不 必 过 于 强 调 ， 实 

践 才 是 最 好 的 体 验 。 学 习 书 写 美 术 字 ， 除 要 掌 握 基 本 笔 画 和 上 述 美 术 

字 书 写 要 点 外 ， 建 议 美 术 字 爱 好 者 空 闲 时 ， 查 查 新 华 字 典 ， 里 面 每 个 

字 均 是 最 好 的 字 结 构 范 例 ； 翻 翻 报 刊 杂 志 ， 款 款 标 题 字 均 是 字 处 理 变 

化 的 临 本 ； 看 看 路 牌 广 告 ， 排 列 中 的 整 体 艺 术 表 现 ， 常 常 会 对 你 学 习 

美 术 字 有 所 帮 助 。 

总 而 言 之 ， 学 习 书 写 美 术 字 ， 最 好 是 坚 持 两 个 字 ： “ 勤 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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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黑 美 术 字 基 本 笔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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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体 美 术 字 基 本 笔 画 

长 宋 美 术 字 基 本 笔 画 

仿 宋 美 术 字 基 本 笔 画 

老 宋 美 术 字 基 本 笔 画 

美 术 字 基 本 笔 画 



美 术 字 书 写 步 骤 

实 际 上 ， 美 术 字 的 书 写 并 不 是 一 件 十 分 难 的 事 。 关 键 是 要 熟 悉 美 

术 字 的 基 本 笔 画 ， 不 论 是 何 种 美 术 字 体 ， 它 的 书 写 均 有 一 定 的 规 律 ： 

变 化 中 求 统 一 ， 统 一 中 见 变 化 。 特 别 是 美 术 字 在 书 写 过 程 中 ， 注 意 字 

的 结 构 ， 以 及 美 术 字 点 的 变 化 和 字 转 折 处 的 变 化 ， 这 是 美 术 字 书 写 的 

关 键 。 

我 们 将 写 的 美 术 字 是 长 宋 美 术 字 ： “ 怎 样 写 美 术 字 ” 

第 一 步 ： 假 设 要 写 的 美 术 字 长 宽 比 例 为 2∶ 1。 接 着 用 铅 笔 轻 轻 地 

画 出 “ 怎 样 写 美 术 字 ” 字 数 的 格 子 和 字 的 “ 骨 骼 ” ， 然 后 转 入 下 一 步 。 

第 二 步 ： 在 “ 怎 样 写 美 术 字 ” 的 “ 骨 骼 ” 基 础 上 ， 用 铅 笔 将 我 们 学 到 

的 长 宋 美 术 字 的 基 本 笔 画 应 用 于 “ 怎 样 写 美 术 字 ”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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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步 ： 选 用 自 己 顺 手 的 毛 笔 ， 根 据 需 要 将 墨 色 （ 或 颜 料 ） 均 匀 地 

填 写 在 “ 怎 样 写 美 术 字 ” 空 心 字 内 。 

第 五 步 ： 最 后 检 查 是 否 达 到 书 写 的 要 求 ， 擦 去 画 纸 上 一 切 无 用 的 

痕 迹 。 “ 怎 样 写 美 术 字 ” 即 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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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步 ： 用 针 管 笔 勾 出 “ 怎 样 写 美 术 字 ” 各 字 的 轮 廓 ， 也 就 是 常 说 

的 空 心 字 。 然 后 用 橡 皮 擦 去 铅 笔 框 线 、 “ 骨 骼 ” 线 和 无 用 的 轮 廓 线 。 



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粗 犷 庄 严 的 特 征 ， 是 常 用 的 

字 体 之 一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长 方 形 ， 以 9∶ 2长 宽 之 比 书 写 较 为 适 宜 。 

横 画 略 粗 ， 竖 画 略 细 ， 起 笔 与 收 笔 处 不 作 装 饰 。 口 的 上 部 不 出 头 ， 呈 光 

滑 连 接 ， 横 折 下 为 圆 转 接 ， 下 部 竖 画 出 头 。 

适 合 范 围 ： 报 刊 杂 志 、 广 告 设 计 、 会 场 布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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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术 字 书 写 范 例 



字 体 类 别 ： 宋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庄 严 端 正 的 特 征 。 是 比 较 实 

用 的 字 体 之 一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长 方 形 ， 以 5∶ 3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画 略 

细 ， 竖 画 略 粗 。 竖 画 起 笔 与 收 笔 处 不 作 装 饰 ； 口 的 上 部 出 头 ； 横 画 的 左 

上 部 以 小 三 角 装 饰 。 

适 合 范 围 ： 各 种 宣 传 媒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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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严 肃 刚 强 的 特 征 ， 是 黑 体 美 

术 字 中 常 用 的 字 体 之 一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长 方 形 ， 以 4∶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画 的 粗 细 

约 是 竖 画 粗 细 的 四 倍 ， 通 常 与 字 体 格 子 大 小 比 例 相 接 近 。 口 的 上 部 不 出 

头 ， 呈 光 滑 连 接 ， 下 部 竖 画 出 头 。 撇 、 捺 画 随 竖 画 的 方 向 改 变 而 变 粗 。 

适 合 范 围 ： 广 告 招 贴 ， 报 刊 杂 志 及 其 它 宣 传 媒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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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轻 松 活 泼 的 特 征 ， 是 比 较 实 

用 的 美 术 字 字 体 之 一 。 亦 称 琥 珀 体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长 方 形 ， 以 3∶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粗 竖 

细 ， 起 笔 与 收 笔 处 呈 圆 形 ， 笔 画 巧 妙 叠 加 。 

适 合 范 围 ： 轻 松 活 泼 的 一 切 场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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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宋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刚 劲 秀 美 的 特 征 ， 是 比 较 实 

用 的 大 众 美 术 字 之 一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长 方 形 ， 以 2∶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细 竖 

粗 ， 竖 画 起 笔 、 转 折 与 横 画 收 笔 处 呈 三 角 形 装 饰 ， 口 部 下 方 均 出 头 。 

适 合 范 围 ： 报 刊 杂 志 及 一 切 宣 传 媒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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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庄 严 端 正 的 特 征 ， 是 黑 体 变 

形 中 常 用 的 装 饰 字 体 之 一 。 亦 称 综 艺 体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长 方 形 ， 以 2∶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画 略 

粗 ， 竖 画 略 细 ， 起 笔 与 收 笔 处 不 作 装 饰 ； 弯 勾 转 折 处 以 圆 弧 连 接 ； 口 的 

上 部 不 出 头 ， 呈 光 滑 连 接 ， 右 下 部 竖 画 略 圆 。 用 白 色 平 行 线 作 点 缀 。 

适 合 范 围 ： 报 刊 杂 志 、 广 告 设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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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自 然 水 滴 的 特 征 ， 是 美 术 字 

中 常 用 的 装 饰 字 体 之 一 。 亦 称 水 柱 体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正 方 形 ， 以 1∶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 竖 笔 

画 粗 细 相 等 ， 书 写 时 笔 画 时 隐 时 现 ， 起 笔 与 收 笔 呈 圆 形 。 

适 合 范 围 ： 广 告 设 计 ， 轻 松 活 泼 的 场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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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宋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端 庄 挺 拔 的 特 征 ， 是 比 较 实 

用 的 宋 体 变 形 字 体 之 一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长 方 形 ， 以 2∶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 竖 画 

粗 细 相 等 。 注 意 书 写 时 横 画 右 上 角 三 角 部 分 的 装 饰 处 理 。 

适 合 范 围 ： 报 刊 杂 志 、 会 场 布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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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大 方 稳 重 的 特 征 ， 是 比 较 实 

用 的 黑 体 变 形 字 体 之 一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长 方 形 ， 以 3∶ 2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 竖 画 

粗 细 相 差 略 少 ， 在 笔 画 的 内 口 折 角 呈 圆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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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的 笔 画 ， 具 有 秀 丽 大 方 的 特 征 。 

写 法 要 点 ： 根 据 实 际 的 需 要 ， 把 格 子 划 成 长 方 形 或 扁 形 ， 同 时 笔 

画 的 粗 细 也 可 随 字 体 的 长 与 扁 进 行 变 化 ， 长 形 字 横 粗 竖 细 ， 扁 形 字 横 

细 竖 粗 。 

适 合 范 围 ： 报 刊 杂 志 、 广 告 设 计 及 其 它 宣 传 媒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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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宋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生 动 逼 真 的 特 征 ， 是 宋 体 变 

形 字 体 与 图 案 相 组 合 的 装 饰 字 体 之 一 。 （ 下 图 为 黑 体 变 形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长 方 形 ， 以 2∶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 竖 画 

粗 细 相 等 ， 字 体 笔 画 中 的 点 部 可 以 用 图 案 替 代 。 （ 下 图 长 宽 比 例 相 等 ） 

适 合 范 围 ： 各 种 娱 乐 性 宣 传 场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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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粗 犷 强 劲 的 特 征 ， 是 黑 体 变 

形 常 用 字 体 之 一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长 方 形 ， 以 2∶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粗 竖 

细 ， 注 意 字 体 笔 画 中 的 特 征 变 化 。 

适 合 范 围 ： 大 面 积 的 墙 头 广 告 和 严 肃 的 会 场 布 置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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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庄 严 端 正 的 特 征 ， 是 黑 体 变 

形 常 用 字 体 之 一 。 亦 称 综 艺 体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长 方 形 ， 以 2∶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粗 竖 

细 ， 注 意 字 体 笔 画 中 90度 转 角 处 的 特 征 变 化 。 

适 合 范 围 ： 广 告 设 计 和 各 种 严 肃 的 宣 传 布 置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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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丰 满 端 庄 的 特 征 ， 是 黑 体 变 

形 常 用 字 体 之 一 。 亦 称 琉 珀 体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长 方 形 ， 以 2∶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竖 粗 细 

略 等 ， 字 体 笔 画 收 笔 和 转 角 处 呈 圆 形 ， 笔 画 与 笔 画 叠 加 。 

适 合 范 围 ： 报 刊 杂 志 、 广 告 设 计 和 各 种 娱 乐 性 的 宣 传 布 置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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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庄 严 大 方 的 特 征 ， 是 黑 体 变 

形 常 用 装 饰 字 体 之 一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长 方 形 ， 以 2∶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粗 竖 

细 ， 起 、 收 笔 适 当 放 宽 。 注 意 勾 、 撇 、 捺 画 中 弯 转 处 的 特 征 变 化 。 

适 合 范 围 ： 报 刊 杂 志 、 广 告 设 计 和 会 场 布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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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秀 丽 挺 拔 的 特 征 ， 是 黑 体 变 

形 常 用 字 体 之 一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长 方 形 ， 以 3∶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粗 竖 

细 ， 字 体 笔 画 收 笔 处 呈 圆 形 ， 笔 画 转 角 处 有 细 微 变 化 。 

适 合 范 围 ： 报 刊 杂 志 、 美 术 设 计 、 宣 传 布 置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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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宋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清 秀 端 庄 的 特 征 ， 是 宋 体 变 

形 常 用 字 体 之 一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长 方 形 ， 以 3∶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竖 粗 细 

略 等 ， 字 体 笔 画 起 笔 与 收 笔 处 露 笔 锋 。 

适 合 范 围 ： 报 刊 杂 志 、 美 术 设 计 、 宣 传 布 置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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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发 展 、 前 进 的 特 征 ， 如 果 把 右 

侧 装 饰 线 规 整 地 拉 长 些 ， 则 有 飞 速 向 前 的 动 感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长 方 形 ， 以 大 约 5∶ 2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竖 

粗 细 略 等 ， 字 体 笔 画 右 侧 画 出 不 规 则 的 平 行 细 线 。 

适 合 范 围 ： 报 刊 杂 志 、 美 术 设 计 、 墙 头 广 告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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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孤 傲 秀 冷 的 特 征 ， 是 黑 体 变 

形 常 用 装 饰 字 体 之 一 。 亦 称 水 柱 体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长 方 形 ， 以 3∶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粗 竖 

细 ， 将 书 法 中 隶 书 笔 画 的 特 点 ， 作 为 字 体 笔 画 装 饰 表 现 。 

适 合 范 围 ： 报 刊 杂 志 、 美 术 设 计 、 墙 头 广 告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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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欢 欣 鼓 舞 的 特 征 ， 是 黑 体 变 

形 常 用 装 饰 字 体 之 一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波 浪 形 ， 以 3∶ 2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粗 竖 

细 ， 字 体 笔 画 随 波 浪 的 走 势 表 现 。 

适 合 范 围 ： 报 刊 杂 志 、 美 术 设 计 、 墙 头 广 告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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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挺 拔 端 庄 的 特 征 ， 是 黑 体 变 

形 常 用 字 体 之 一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梯 形 ， 以 4∶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粗 竖 细 ， 

字 体 笔 画 的 处 理 ， 以 中 心 上 方 消 失 点 为 走 势 方 向 ， 投 影 与 正 面 笔 画 相 

接 处 用 白 色 线 条 分 隔 。 

适 合 范 围 ： 报 刊 杂 志 、 广 告 设 计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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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秀 美 端 庄 的 特 征 ， 是 黑 体 变 

形 常 用 字 体 之 一 。 亦 称 准 圆 体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圆 弧 形 ， 以 设 定 的 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横 竖 粗 

细 略 等 ， 字 体 笔 画 收 笔 处 呈 圆 形 ， 以 圆 弧 形 走 势 方 向 完 成 。 

适 合 范 围 ： 报 刊 杂 志 、 广 告 设 计 等 。 

31



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严 肃 端 庄 的 特 征 ， 是 黑 体 变 

形 常 用 字 体 之 一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上 下 双 圆 弧 形 ， 在 弧 形 内 的 范 围 书 写 。 横 

竖 粗 细 略 等 ， 字 体 笔 画 位 置 的 处 理 ， 以 圆 弧 形 走 势 方 向 完 成 。 

适 合 范 围 ： 报 刊 杂 志 、 广 告 设 计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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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 合 范 围 ： 报 刊 杂 志 、 广 告 设 计 等 。 

位 置 的 处 理 ， 以 圆 弧 形 走 势 方 向 完 成 。 

弧 形 内 的 范 围 内 书 写 。 横 竖 粗 细 略 等 ， 字 体 笔 画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所 需 方 向 圆 弧 形 ， 在 

庄 的 特 征 ， 是 黑 体 变 形 常 用 字 体 之 一 。 

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活 泼 端 



字 体 类 别 ： 黑 体 变 形 。 这 种 字 体 具 有 动 感 活 泼 的 特 征 ， 是 黑 体 变 

形 常 用 字 体 之 一 。 

写 法 要 点 ： 把 格 子 划 成 上 下 双 圆 弧 形 ， 在 弧 形 的 范 围 内 书 写 。 横 

竖 粗 细 略 等 ， 字 体 笔 画 位 置 的 处 理 ， 以 圆 弧 形 走 势 方 向 完 成 。 

适 合 范 围 ： 报 刊 杂 志 、 广 告 设 计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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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饰 美 术 字 写 法 

装 饰 美 术 字 的 写 法 与 通 常 我 们 所 说 的 黑 体 美 术 字 、 宋 体 美 术 字 

一 样 ， 除 了 基 础 美 术 字 书 写 基 本 步 骤 外 ， 关 键 在 于 如 何 表 现 ， 如 何 通 

过 艺 术 手 段 达 到 装 饰 的 效 果 。 这 是 装 饰 美 术 字 书 写 的 最 终 目 的 。 

下 面 的 美 术 字 供 书 写 参 考 ： 

黑 体 变 形 ， 新 奇 秀 丽 。 以 1∶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将 书 法 艺 术 与 美 术 

字 书 写 技 法 相 结 合 ， 配 以 不 同 的 颜 色 ， 适 合 气 氛 活 跃 的 会 场 布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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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体 变 形 ， 庄 重 大 方 。 以 4∶ 3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增 加 白 色 线 条 装 

饰 ， 严 肃 中 见 活 泼 。 适 合 气 氛 较 为 严 肃 的 会 场 布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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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体 变 形 ， 庄 重 大 方 。 以 3∶ 2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勾 画 转 角 处 呈 圆 

形 ； 起 、 收 笔 适 当 拓 宽 ， 以 增 加 稳 定 感 。 适 合 各 种 宣 传 布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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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体 变 形 ， 趣 味 大 方 。 以 4∶ 3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增 加 白 色 线 条 装 

饰 。 适 合 活 泼 场 合 的 布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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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体 变 形 ， 趣 味 大 方 。 以 5∶ 2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注 意 笔 画 的 装 饰 。 

适 合 庄 严 场 合 的 布 置 。 

黑 体 变 形 ， 强 劲 有 力 。 以 5∶ 2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注 意 笔 画 转 折 处 的 

装 饰 。 适 合 庄 严 场 合 的 布 置 。 



黑 体 变 形 ， 秀 丽 端 庄 。 以 3∶ 2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注 意 笔 画 起 笔 和 收 

笔 的 装 饰 。 适 合 报 刊 杂 志 、 广 告 设 计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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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体 变 形 ， 秀 丽 大 方 。 以 5∶ 2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突 出 笔 画 圆 角 的 装 

饰 。 适 合 各 类 宣 传 媒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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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广 告 设 计 及 展 示 布 置 。 

成 为 透 视 ， 以 略 长 的 比 例 书 写 。 适 

文 字 设 定 于 上 下 圆 形 内 ， 视 觉 上 

黑 体 变 形 ， 欢 欣 鼓 舞 。 将 书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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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体 变 形 ， 争 先 恐 后 。 以 2∶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文 字 与 投 影 用 白 色 

线 条 勾 勒 分 隔 。 适 合 广 告 设 计 和 会 场 布 置 。 

争 创 新 优 势 　 赢 得 新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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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造 人 和 景 美 的 文 明 社 区 

不 同 颜 色 区 别 开 来 ， 单 色 不 易 识 别 。 ） 

适 合 广 告 设 计 布 置 。 （ 注 ： 影 线 与 字 最 好 用 

之 比 书 写 ， 将 字 体 设 定 于 自 定 曲 线 之 中 ， 

黑 体 变 形 ， 流 畅 舒 心 。 以 设 定 的 长 宽 



加 强 完 善 社 会 保 障 体 系 

切 实 保 证 国 家 长 治 久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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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体 ， 庄 重 秀 丽 。 以 1∶ 3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投 影 用 白 色 线 条 勾 勒 分 

隔 ， 或 用 另 一 种 颜 色 ， 或 作 网 纹 处 理 。 适 合 报 刊 杂 志 、 刊 头 设 计 。 



之 比 书 写 ， 将 字 体 设 定 于 曲 线 范 围 之 

内 ， 沿 所 定 曲 线 走 向 将 笔 画 处 理 ， 影 线 

用 不 同 颜 色 区 别 。 适 合 广 告 设 计 及 展 示 

布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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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体 变 形 ， 破 浪 起 伏 。 以 2∶ 1长 宽 

依 法 治 税 　 共 建 美 好 家 园 



黑 体 变 形 。 在 字 体 的 结 构 上 ， 创 造 了 一 种 轻 松 的 

感 觉 。 而 笔 画 的 处 理 更 加 独 具 特 色 ： 以 圆 点 代 替 “ 丶 ” 

点 ， 收 笔 圆 滑 ， 三 横 中 必 有 一 横 不 平 行 。 这 样 ， 使 字 体 

的 造 型 更 加 生 动 活 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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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体 变 形 ， 在 笔 画 的 处 理 上 ， 通 过 粗 犷 的 笔 画 叠 

加 ， 营 造 了 一 种 字 体 温 馨 的 意 境 ， 而 笔 画 “ 丿 ” 和 “ 丶 ” 

的 处 理 ， 更 显 得 富 有 情 趣 。 

47



黑 体 变 形 ， 在 长 宽 比 例 上 ， 以 5∶ 2为 宜 。 注 意 在 

书 写 时 笔 画 的 粗 细 均 等 。 

严 格 地 讲 ， 这 种 字 体 的 笔 画 是 黑 体 与 宋 体 笔 画 

的 结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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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体 变 形 ， 在 字 体 的 结 构 上 ， 笔 画 采 用 了 空 心 叠 

加 ， 从 视 觉 上 更 显 稳 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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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体 变 形 ， 在 字 体 的 下 部 用 白 色 的 线 条 反 白 ， 从 

视 觉 上 造 成 动 感 。 



黑 体 变 形 ， 在 字 体 各 部 位 转 折 处 ， 用 圆 滑 的 弧 度 

改 变 笔 画 的 方 向 。 横 竖 粗 细 均 等 ， 笔 画 收 笔 处 呈 圆 

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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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体 变 形 ， 在 书 写 的 时 候 ， 注 意 字 体 的 长 宽 之 

比 。 由 于 字 体 大 小 的 变 化 ， 横 竖 笔 画 的 粗 细 也 应 有 所 

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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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体 变 形 ， 从 视 觉 上 令 人 感 到 轻 松 。 主 要 的 特 征 

是 ： 笔 画 的 处 理 恰 到 好 处 ， 将 笔 画 的 统 一 与 字 体 的 结 

构 ， 融 合 在 主 题 内 容 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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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体 变 形 ， 字 体 处 理 得 当 ， 将 给 人 们 视 觉 上 的 享 

受 。 在 标 准 黑 体 的 基 础 上 ， 通 过 字 体 的 长 宽 之 比 和 笔 

画 的 变 化 ， 就 能 将 原 来 的 标 准 黑 体 书 写 成 变 形 黑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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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长 宋 体 ， 字 体 长 宽 之 比 为 2∶ 1。 是 一 种 十 分 

实 用 的 字 体 。 书 写 的 关 键 ： 掌 握 好 每 一 个 汉 字 的 结 

构 ， 正 确 使 用 规 范 的 宋 体 笔 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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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体 变 形 ， 动 感 中 突 出 主 题 。 以 1∶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竖 画 、 撇 画 略 

为 倾 斜 。 适 合 活 动 场 合 。 

黑 体 变 形 ， 圆 滑 秀 丽 。 以 2∶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适 合 活 泼 场 合 。 



以 黑 体 变 形 ， 表 现 内 容 主 题 。 通 过 字 形 位 置 的 变 化 ， 让 视 觉 产 生 

轻 松 活 泼 的 感 觉 。 

书 写 要 点 ： 首 先 确 定 波 浪 形 书 写 位 置 ， 然 后 采 用 黑 体 ， 随 设 定 的 

字 形 位 置 书 写 。 

注 意 ： 前 后 重 叠 ， 影 子 在 后 ， 空 心 在 前 。 适 合 ： 节 日 欢 快 的 场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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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体 变 形 ， 大 方 亮 丽 ， 以 3∶ 2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在 字 面 上 

均 加 几 道 横 向 的 装 饰 白 线 ， 给 视 觉 产 生 一 种 动 感 冲 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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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饰 美 术 字 与 图 案 相 结 合 设 计 范 例 
读 书 长 学 问 

看 报 获 知 识 

宋 体 ， 秀 美 亮 丽 。 以 3∶ 2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投 影 与 字 体 间 用 白 色 线 

条 勾 勒 分 隔 ， 并 且 使 用 不 同 的 颜 色 。 适 合 报 刊 杂 志 的 题 头 设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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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体 变 形 ， 笔 画 横 竖 随 着 图 形 中 心 点 和 圆 周 的 位 置 略 有 变 化 。 

写 法 ： 首 先 确 立 圆 的 大 小 ， 然 后 根 据 字 数 作 圆 周 等 分 ， 同 时 划 出 

不 同 半 径 的 辅 助 线 ， 便 于 笔 画 “ 横 ” 的 书 写 。 

特 点 ： 将 方 块 的 汉 字 处 理 为 环 状 图 形 ， 配 上 有 趣 的 图 案 。 

适 合 ： 刊 头 设 计 与 内 容 主 题 图 形 化 的 场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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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倡 科 学 文 明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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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广 告 设 计 展 示 。 

画 起 笔 和 收 笔 呈 圆 滑 形 。 适 

3∶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注 意 笔 

黑 体 变 形 ， 圆 滑 秀 美 。 以 



61

黑 体 变 形 ， 大 方 稳 健 。 以 5∶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排 列 

走 向 可 根 据 所 需 设 定 。 适 合 广 告 宣 传 布 置 。 

稳 定 低 生 育 水 平 

加 强 人 口 与 计 划 生 育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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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体 变 形 ， 醒 目 大 方 。 笔 画 叠 加 ， 双 线 勾 勒 。 适 合 广 告 

设 计 、 布 置 。 



治 沙 止 漠 刻 不 容 缓 

绿 色 屏 障 势 在 必 建 

黑 体 变 形 ， 速 战 速 决 。 以 4∶ 1长 宽 之 比 书 写 ， 用 白 色 线 条 勾 勒 分 

隔 投 影 。 适 合 墙 体 广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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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祝 元 旦 　 新 年 快 乐 



65



66



67



68



69



70

装 饰 美 术 字 与 图 案 相 结 合 设 计 范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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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里 有 案 　 情 中 有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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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品 牌 树 起 来 　 把 经 济 搞 上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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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 准 世 界 前 沿 　 营 造 创 新 环 境 　 培 养 优 秀 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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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丁 字 母 使 用 概 况 

了 解 外 国 文 字 的 概 况 ， 对 外 国 美 术 字 的 设 计 十 分 重 要 。 外 国 文 字 

很 多 ， 常 见 的 有 拉 丁 字 母 、 希 腊 文 字 、 斯 拉 夫 文 字 、 阿 拉 伯 文 字 、 日 本 

文 字 等 。 而 使 用 拉 丁 字 母 的 国 家 近 70个 ， 我 国 的 汉 语 拼 音 字 母 也 采 

用 了 拉 丁 字 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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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代 罗 马 体 拉 丁 字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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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形 拉 丁 字 母 　  洛 克 威 尔 体 拉 丁 字 母 

图 形 拉 丁 字 母 



目 前 全 世 界 使 用 拉 丁 语 系 

的 国 家 比 较 多 ， 地 区 比 较 广 泛 ， 

所 以 学 习 外 国 美 术 字 设 计 也 应 

从 拉 丁 字 母 开 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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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形 装 饰 拉 丁 字 母 



（ 注 ： 本 书 所 讲 的 

“ 外 国 美 术 字 ” 和 

“ 外 国 字 体 ” ， 均 只 

限 于 拉 丁 字 母 范 

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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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脑 模 阵 拉 丁 字 母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设 计 技 法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暨 汉 语 拼 音 的 造 型 与 设 计 ， 如 同 汉 字 美 术 字 一 样 ， 都 

是 构 成 平 面 设 计 的 重 要 因 素 。 在 广 告 设 计 、 商 标 设 计 、 装 潢 设 计 、 包 装 设 

计 、 书 刊 封 面 设 计 、 织 品 图 案 设 计 以 及 其 他 设 计 领 域 中 ， 美 术 字 的 造 型 与 

设 计 对 人 们 的 视 觉 有 很 大 的 影 响 。 因 此 ， 一 个 合 格 的 设 计 人 员 ， 不 但 要 有 

良 好 的 文 字 功 底 和 绘 画 技 能 ， 而 且 对 于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在 平 面 设 计 中 的 

主 题 表 达 （ 字 体 选 择 、 字 体 结 构 、 行 间 排 列 ） 及 其 对 整 体 设 计 的 视 觉 表 现 ， 

应 具 有 相 当 水 平 。 这 样 才 能 达 到 艺 术 的 完 美 体 现 。 从 而 使 自 己 的 设 计 作 品 

具 有 强 烈 的 “ 吸 引 ” 效 果 。 

外 国 美 术 字 的 造 型 与 设 计 ， 这 里 指 拉 丁 字 母 的 设 计 范 畴 ， 而 拉 丁 字 母 

的 设 计 表 现 ， 又 分 为 罗 马 体 、 哥 德 体 、 意 大 利 体 和 装 饰 体 。 

罗 马 体 （ Roman） 。 最 初 出 现 于 古 代 罗 马 竞 技 场 中 的 纪 念 柱 上 。 由 于 罗 

马 体 各 字 母 之 间 的 宽 度 比 例 不 同 ， 其 字 体 的 视 觉 效 果 和 艺 术 手 法 胜 于 其 

他 字 体 ， 当 时 普 遍 受 到 设 计 家 们 的 欢 迎 。 在 此 字 体 基 础 上 ， 发 展 了 Gara-

mond 字 体 、 Bodoni 字 体 （ 见 第 87 页 上 图 ） 和 Rockwell-Beton 字 体 。 

Garamond 字 体 按 照 意 大 利 人 波 都 氏 的 数 据 比 例 ， 使 字 体 的 造 型 粗 细 分 

明 ， 纵 横 垂 直 。 Bodoni 字 体 横 细 竖 粗 ， 而 Rockwell-Beton字 体 则 横 粗 竖 

细 。 这 三 种 字 体 的 造 型 ， 成 为 罗 马 体 中 字 体 造 型 中 的 特 征 表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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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德 体 拉 丁 字 母 



哥 德 体 （ Gethic） 。 以 Gill字 体 为 哥 德 体 的 字 体 代 表 （ 见 第 91页 下 

图 ） ， 横 竖 粗 细 略 同 ， 笔 形 简 单 、 朴 实 大 方 。 公 元 9世 纪 ～ 14世 纪 哥 德 时 代 

在 欧 洲 流 行 的 古 典 体 ， 也 称 为 “ 德 文 花 体 ” ， 这 种 字 体 利 用 平 笔 书 写 技 法 ， 

笔 画 端 呈 尖 角 形 ， 给 人 以 一 种 古 典 庄 重 之 感 （ 见 第 93页 右 图 ） 。 

意 大 利 体 （ ltalic） 。 最 初 出 现 于 1501年 意 大 利 。 这 是 一 种 斜 形 字 体 ， 

其 字 体 造 型 把 大 写 字 母 的 直 立 体 笔 画 向 右 倾 斜 到 75度 ， 而 小 写 字 母 的 延 

线 ， 非 常 像 书 写 时 的 自 由 表 现 。 

装 饰 体 （ Oecorative） 。 这 种 字 体 的 最 大 特 点 是 以 字 体 的 变 化 和 装 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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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传 达 字 体 造 型 在 视 觉 上 的 表 现 ， 利 用 视 觉 的 透 视 和 字 体 结 构 的 变 化 ， 达 

到 装 饰 目 的 。 

外 国 字 体 的 造 型 与 设 计 ， 无 疑 离 不 开 这 几 个 方 面 ： 字 体 的 设 计 原 则 、 

字 体 的 造 型 变 化 、 字 体 的 设 计 手 法 、 字 体 的 合 理 应 用 。 

字 体 的 设 计 原 则 

一 个 成 功 的 设 计 作 品 ， 它 所 表 现 的 意 念 ， 应 该 有 强 烈 的 感 召 力 ， 能 吸 

引 大 众 视 觉 。 在 字 体 的 设 计 和 选 择 上 ， 必 须 符 合 大 众 的 心 理 ， 有 利 于 主 题 

的 表 现 ， 清 晰 、 优 美 而 富 有 艺 术 魅 力 。 

· 设 计 中 。 字 体 造 型 要 服 从 主 题 的 需 要 ， 富 有 新 意 的 字 体 造 型 ， 要 符 

合 创 意 ， 不 要 随 意 以 个 人 的 情 感 背 离 主 题 。 

· 在 色 彩 的 运 用 上 。 字 体 的 色 彩 必 须 与 作 品 整 体 协 调 ， 符 合 “ 作 品 ” 的 

色 彩 表 现 ， 要 适 应 不 同 国 家 、 不 同 民 族 对 于 色 彩 的 不 同 心 理 感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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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体 的 造 型 变 化 

根 据 不 同 的 创 意 ， 外 国 字 体 的 造 型 变 化 表 现 为 ： 外 形 变 化 、 字 体 变 化 、 

装 饰 变 化 、 对 比 变 化 、 阴 阳 变 化 、 肌 理 变 化 、 位 置 变 化 等 。 

· 外 形 变 化 。 在 外 国 字 体 造 型 上 ， 通 过 外 国 字 体 笔 画 的 外 形 变 化 ， 改 变 

视 觉 差 异 ， 增 加 字 体 的 独 创 性 ， 粗 细 、 长 宽 、 刚 柔 交 替 。 

· 字 体 变 化 。 以 整 个 外 国 字 体 为 单 位 改 变 造 型 ， 符 合 创 意 要 求 ， 凭 借 字 

体 造 型 细 柔 、 粗 犷 、 流 畅 、 庄 重 、 自 由 、 活 泼 ， 从 而 表 达 设 计 主 题 。 

· 装 饰 变 化 。 不 同 的 点 线 以 及 花 纹 是 字 体 造 型 装 饰 变 化 的 素 材 ， 运 用 

这 些 素 材 对 外 国 字 体 局 部 或 整 体 作 各 种 形 式 的 添 加 ， 使 字 体 变 得 趣 味 浓 

厚 ， 丰 富 多 彩 。 特 定 的 装 饰 能 加 深 主 题 的 表 现 。 

· 对 比 变 化 。 在 设 计 中 ， 外 国 字 体 的 造 型 ， 还 可 以 通 过 色 彩 对 比 的 变 化 

使 外 国 字 体 产 生 一 种 新 的 视 觉 效 果 。 而 字 体 造 型 在 色 彩 衬 托 下 更 具 有 立 体 

效 果 。 

· 阴 阳 变 化 。 如 果 外 国 字 体 

的 造 型 ， 采 用 阴 阳 变 化 的 手 法 ， 也 

是 能 得 到 很 强 的 装 饰 效 果 。 通 过 

黑 白 两 种 不 同 的 空 间 元 素 ， 阴 阳 

结 合 ， 使 之 产 生 变 化 的 复 数 ， 让 视 

觉 的 感 受 在 空 间 产 生 鲜 明 对 比 的 

立 体 效 果 。 

· 肌 理 变 化 。 运 用 肌 理 变 化 ， 

也 是 外 国 字 体 造 型 变 化 的 手 法 之 

一 。 它 能 使 字 型 产 生 不 同 的 质 感 ， 

构 成 不 同 的 视 觉 感 受 ， 去 满 足 作 

品 的 主 题 要 求 。 

· 位 置 变 化 。 当 外 国 字 体 的 

造 型 变 化 手 段 ， 满 足 不 了 设 计 意 

图 时 ， 可 从 外 国 字 体 造 型 的 位 置 

变 化 上 ， 寻 找 新 的 表 现 。 通 过 外 国 

字 体 的 变 形 ， 使 之 在 字 体 的 排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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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称 ： 外 国 字 体 的 设 计 ， 其 

追 求 统 一 、 平 衡 的 手 法 ， 是 表 现 

字 体 稳 定 ， 以 达 到 设 计 意 念 效 

果 的 最 佳 方 法 之 一 。 所 谓 对 称 ， 

也 就 是 在 字 体 的 设 计 上 ， 以 假 

设 的 对 称 轴 为 中 心 ， 通 过 字 体 

左 右 部 分 或 上 下 部 分 来 表 现 字 

体 的 设 计 对 称 。 或 以 字 的 中 心 

点 为 图 形 的 旋 转 基 准 点 ， 作 放 

射 状 排 列 ， 称 中 心 对 称 。 

位 置 上 ， 前 后 交 叉 、 大 小 结 合 、 弧 

圆 排 列 、 凹 凸 弯 曲 、 波 浪 倾 斜 ， 以 

获 得 外 国 字 体 造 型 的 变 化 。 

字 体 的 设 计 手 法 

常 用 的 外 国 字 体 设 计 手 法 ， 

通 常 包 括 ： 对 称 、 近 似 、 重 复 、 节 

奏 、 特 异 、 渐 变 、 立 体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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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英 文 体 

· 近 似 ： 以 不 同 或 相 似 的 外 国 字 体 ， 追 求 一 些 相 近 的 艺 术 要 素 而 使 拉 

丁 字 母 的 设 计 造 型 （ 称 为 部 分 形 象 的 大 同 小 异 ） 达 到 生 动 、 形 象 、 整 体 统 一 ， 

获 得 最 佳 视 觉 效 果 。 

· 重 复 ： 许 多 外 国 字 体 的 设 计 ， 在 特 定 条 件 下 ， 可 以 追 求 字 体 中 部 分 字 

母 的 重 复 再 现 。 通 过 重 复 的 手 段 ， 达 到 视 觉 上 的 节 奏 感 并 产 生 错 视 效 果 。 

· 节 奏 ： 这 里 的 节 奏 ， 可 以 说 是 外 国 字 体 设 计 的 设 计 韵 律 。 而 所 谓 设 计 

韵 律 ， 无 疑 是 在 设 计 上 ， 给 不 同 字 母 注 入 相 同 的 要 素 。 相 近 的 间 隔 排 列 ， 连 

续 的 重 复 表 示 ， 都 能 产 生 一 种 节 奏 。 

· 特 异 ： 外 国 字 体 的 设 计 ， 在 整 体 设 计 布 局 上 ， 可 以 是 相 同 格 调 所 组 成 

的 字 体 排 列 ， 也 可 以 通 过 部 分 字 母 的 特 异 手 法 ， 达 到 视 觉 的 重 视 。 这 个 特 

异 ， 就 是 在 字 体 的 排 列 上 ， 把 其 中 一 个 字 母 ， 按 设 计 意 图 放 大 ， 以 引 起 人 们 

的 注 意 。 

· 渐 变 ： 渐 变 也 是 外 国 字 体 设 计 的 一 种 造 型 手 法 。 通 过 一 种 有 规 律 的 

变 化 ， 使 字 体 的 设 计 在 造 型 上 循 序 变 化 ， 构 成 不 同 层 次 下 的 视 觉 感 受 ， 如 明 

暗 变 化 、 线 条 变 化 、 形 状 大 小 变 化 等 。 

· 立 体 ： 所 谓 立 体 的 设 计 手 法 ， 就 是 在 外 国 字 体 的 造 型 设 计 上 ， 通 过 字 

体 的 上 、 下 、 左 、 右 、 仰 、 俯 等 不 同 角 度 的 透 视 变 化 ， 达 到 字 体 设 计 造 型 上 的 

空 间 表 现 ， 获 得 平 面 设 计 上 的 立 体 效 果 。 

字 体 的 合 理 应 用 

设 计 意 图 的 表 现 ， 在 外 国 字 体 的 合 理 应 用 上 ， 通 常 需 考 虑 这 几 个 因 素 ： 

作 品 的 不 同 对 象 ， 主 题 的 不 同 属 性 ， 载 体 的 不 同 表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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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品 的 不 同 对 象 。 外 国 字 体 的 造 型 与 设 计 ， 同 样 要 针 对 不 同 性 别 和 

年 龄 层 次 的 需 要 合 理 设 计 。 字 体 刚 健 有 力 ， 是 男 性 的 世 界 ； 字 体 娇 柔 健 美 ， 

是 女 性 的 世 界 ； 字 体 生 动 活 泼 ， 是 儿 童 的 世 界 ； 字 体 平 稳 庄 重 ， 是 老 年 人 的 

世 界 。 同 时 ， 在 设 计 上 还 应 考 虑 字 体 的 大 小 、 形 状 及 变 化 程 度 等 。 

· 主 题 的 不 同 属 性 。 外 国 字 体 的 造 型 与 设 计 ， 还 要 根 据 所 示 主 题 的 不 

同 属 性 ， 表 现 主 题 的 内 涵 。 如 金 属 商 品 用 方 正 粗 壮 的 字 体 ， 表 现 金 属 商 品 的 

力 度 ； 化 妆 品 多 用 纤 细 优 美 的 字 体 ， 表 现 女 性 的 柔 美 ； 医 药 用 品 多 用 朴 实 平 

稳 的 字 体 ， 表 现 安 全 宁 静 的 气 氛 ； 陈 年 商 品 多 用 古 老 的 字 体 ， 表 现 时 间 的 流 

逝 和 商 品 的 古 朴 浓 郁 ； 儿 童 用 品 多 用 活 泼 稚 气 的 字 体 ， 表 现 儿 童 天 真 烂 漫 

的 童 趣 世 界 ； 高 科 技 用 品 多 用 新 颖 的 字 体 ， 表 现 时 代 的 节 奏 。 总 之 ， 不 同 的 

商 品 ， 应 选 用 不 同 属 性 的 字 体 。 

· 载 体 的 不 同 表 现 。 外 国 字 体 的 造 型 与 设 计 ， 在 不 同 载 体 上 的 表 现 ， 同 

样 是 字 体 设 计 中 要 考 虑 的 因 素 。 不 同 的 载 体 对 字 体 的 设 计 有 不 同 的 要 求 。 

招 贴 广 告 是 户 外 广 告 ， 字 体 应 醒 目 清 楚 ； 书 报 广 告 ， 则 是 叙 述 广 告 ， 字 体 应 

细 致 工 整 ； 霓 虹 灯 广 告 ， 字 体 应 细 而 圆 ， 大 多 呈 线 状 ， 以 产 生 五 彩 缤 纷 的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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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 现 代 商 品 和 文 化 艺 术 的 发 展 ， 对 外 国 字 体 的 造 型 与 设 计 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 ， 字 体 的 造 型 作 为 设 计 的 表 现 已 不 能 停 留 在 原 来 的 基 础 上 ， 必 须 

追 上 时 代 的 潮 流 ， 不 断 创 新 。 

中 国 的 书 法 艺 术 对 外 国 字 体 的 造 型 与 设 计 有 深 刻 的 影 响 。 Jean　 Gon-

dong　 Iee在 他 所 著 的 《 中 国 书 法 》 （ 1971年 版 ） 中 曾 有 这 样 的 论 述 ： 中 国 书 法 

之 美 ， 不 在 于 个 别 的 字 ， 而 在 于 无 限 的 变 化 ， 行 与 行 之 间 ， 字 与 字 之 间 具 有 

生 动 的 气 氛 和 流 动 的 韵 律 。 最 早 追 求 中 国 书 法 艺 术 融 合 于 外 国 字 体 造 型 与 

设 计 中 的 美 国 西 雅 图 的 Tin　 Ginin， 就 是 以 毛 笔 和 鹅 毛 笔 ， 对 外 国 字 体 的 造 

型 与 设 计 作 了 有 益 的 尝 试 ， 成 为 外 国 字 体 造 型 与 设 计 中 的 书 法 体 。 

另 外 ， 在 外 国 字 体 的 造 型 与 设 计 的 追 求 中 ， 西 方 一 些 大 企 业 ， 为 了 使 自 

己 的 产 品 和 印 刷 品 具 有 独 特 的 艺 术 风 格 ， 还 特 意 创 造 了 一 种 专 用 字 体 ，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应 用 ， 使 人 们 看 到 这 种 字 体 ， 就 知 道 是 哪 一 家 公 司 的 产 品 ， 可 以 

这 样 说 ， 这 就 是 外 国 字 体 的 造 型 与 设 计 的 最 终 追 求 ， 一 个 独 特 的 追 求 。 

由 此 可 见 ， 外 国 美 术 字 的 造 型 与 设 计 ， 与 中 国 汉 字 艺 术 表 现 之 一 的 美 

术 字 ， 都 是 世 界 字 体 艺 术 设 计 宝 库 中 的 典 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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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书 写 范 例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与 汉 字 美 术 字 有 着 共 同 的 相 似 点 ， 在 笔 画 的 处 理 

上 ， 同 样 追 求 一 个 统 一 和 谐 的 视 觉 效 果 ； 在 字 体 的 款 式 上 ， 也 同 样 追 求 变 

化 中 的 艺 术 表 现 。 

一 般 情 况 下 ， 我 们 书 写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 除 了 像 汉 字 美 术 字 那 样 ， 在 

首 先 确 立 字 体 大 小 的 前 提 下 ， 书 写 位 置 的 确 定 也 十 分 重 要 ， 更 少 不 了 打 

样 、 勾 线 、 填 色 、 擦 污 等 书 写 步 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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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书 写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的 过 程 中 ， 特 别 要 注 意 字 款 的 变 化 。 虽 然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的 笔 画 并 不 是 十 分 复 杂 ， 但 26个 字 母 的 表 现 ， 直 接 影 响 整 

体 视 觉 效 果 。 

所 以 ， 变 化 中 的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 具 有 独 特 的 造 型 表 现 和 富 有 情 感 

的 心 理 效 果 。 在 汉 字 美 术 字 的 表 现 上 ， 图 与 文 字 的 合 理 组 合 ， 对 表 达 主 题 

内 容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重 要 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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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外 国 美 术 字 应 用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的 基 本 款 式 ， 同 样 与 汉 字 美 术 字 的 基 本 款 式 有 着 相 

同 点 。 秀 丽 的 罗 马 体 与 汉 字 美 术 字 中 的 “ 老 宋 体 ” ， 庄 重 的 哥 德 体 与 汉 字 

美 术 字 中 的 “ 黑 体 ” ， 都 是 各 自 美 术 字 变 形 字 体 的 基 础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书 写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 字 母 排 列 要 整 齐 有 序 ， 字 距 、 

词 距 和 行 距 要 适 宜 ， 不 同 空 间 的 位 置 要 合 理 搭 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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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化 中 的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 在 图 形 的 衬 托 下 ， 更 显 情 趣 。 在 表 

现 手 法 上 ， 可 以 将 图 案 与 字 母 组 合 为 四 方 连 续 图 形 或 二 方 连 续 图 

形 的 设 计 造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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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从 图 形 的 表 现 技 法 上 来 进 行 组 合 ， 可 以 阴 阳 结 

合 ， 通 过 点 、 线 、 面 的 表 现 ， 冲 击 视 觉 ， 加 深 印 象 。 

字 与 图 组 合 阳 图 表 现 

字 与 图 组 合 阴 图 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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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单 一 字 母 作 为 花 边 ， 也 是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的 一 种 艺 术 表 现 ， 在 许 多 场 

合 都 可 以 借 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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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种 字 母 组 合 ， 图 与 字 母 合 二 为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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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型 生 动 的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书 写 范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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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型 生 动 的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书 写 范 例 



用 四 条 细 线 组 成 美 术 字 的 笔 画 ， 构 成 了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书 写 新 内 涵 。 这 种 字 体 的 特 点 ： 以 圆 会 线 ， 

笔 画 秀 美 。 

粗 实 的 线 条 ， 组 成 了 庄 重 的 美 术 字 造 型 。 书 写 

的 整 齐 划 一 ， 更 显 示 了 这 一 字 体 的 风 采 ， 是 常 用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范 例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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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笔 画 粗 细 结 合 ， 书 写 出 一 种 特 有 的 美 术 字 的 

艺 术 魅 力 ， 是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中 的 优 秀 典 范 。 这 种 字 

体 的 特 点 ： 笔 画 粗 细 对 比 强 烈 ， 刚 中 带 柔 。 

三 角 形 的 笔 画 ， 代 替 了 通 常 的 笔 画 ， 从 而 让 美 术 

字 的 造 型 设 计 产 生 了 新 的 视 觉 形 象 。 书 写 这 种 字 体 

时 要 注 意 ： 三 角 形 笔 画 是 结 构 的 特 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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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心 美 术 字 ， 在 笔 画 的 追 求 上 ， 刻 意 的 装 饰 效 

果 ， 让 视 觉 上 感 到 更 富 有 情 趣 。 

这 是 一 种 常 用 的 美 术 字 ， 除 具 有 秀 丽 的 笔 画 

外 ， 它 那 粗 细 搭 配 的 笔 法 ， 更 增 添 了 美 术 字 的 独 特 

魅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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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化 的 美 术 字 ， 也 是 一 种 艺 术 性 很 强 的 字 体 。 

字 体 的 笔 画 同 样 是 有 一 定 规 律 可 循 的 。 这 两 种 字 体 

就 是 块 面 和 空 心 书 写 技 巧 的 范 例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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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 丽 的 笔 画 ， 构 成 了 美 术 字 的 新 的 追 求 。 以 上 多 

种 古 老 的 字 体 ， 表 现 了 新 的 现 代 含 义 。 书 写 时 用 笔 的 

灵 活 变 异 和 巧 妙 转 折 ， 更 平 添 了 笔 画 的 乐 趣 。 

阴 阳 结 合 ， 在 美 术 字 的 书 写 表 现 上 ， 让 视 觉 的 冲 

击 ， 产 生 一 种 特 别 的 情 趣 。 这 种 字 体 的 特 点 ： 绝 对 的 

三 维 想 象 空 间 ， 更 富 有 新 鲜 感 的 字 体 表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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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的 书 写 ， 通 过 笔 画 的 稍 微 变 

化 ， 就 可 以 产 生 一 种 新 的 字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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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的 书 写 特 点 ： 在 变 化 中 追 求 笔 

画 的 统 一 和 整 体 的 视 觉 效 果 。 由 于 笔 画 的 变 化 ， 可 

以 书 写 出 不 同 风 格 的 字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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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国 图 案 美 术 字 的 设 计 ， 就 

是 将 图 案 与 字 体 合 二 为 一 。 在 展 

示 字 体 的 同 时 ， 将 图 案 与 文 字 巧 

妙 地 结 合 起 来 ， 造 成 视 觉 的 冲 击 ， 

给 人 一 种 美 的 享 受 。 

这 里 所 介 绍 的 是 一 些 优 秀 的 

图 案 与 字 体 设 计 的 典 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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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国 图 案 美 术 字 设 计 范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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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图 案 中 的 空 间 ， 将 字 母 

填 在 其 中 ， 更 显 得 情 趣 盎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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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片 

苹 果 

水 果 

132



阿 拉 伯 数 字 写 法 ， 同 中 国 美 术 字 和 拉 丁 字 母 美 术 字 写 法 的 原 则 基 本 

相 同 。 书 写 要 点 ： 笔 画 统 一 ， 大 小 一 致 ； 表 现 形 式 ： 阴 阳 结 合 ， 线 条 多 变 。 

书 写 阿 拉 伯 数 字 的 基 本 经 验 是 ： 勤 学 苦 练 ， 多 写 、 多 琢 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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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拉 伯 数 字 书 写 范 例 

阿 拉 伯 数 字 书 写 范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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