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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促进汉语拼音字符体式在出版物上应
用的规范化 

林穗芳 

摘 要: 汉语拼音采用世界通用的26个拉丁字母。《汉语拼音方案》的拼音字母以什么

字体为标准体，长期以来在编辑出版界、教育界和学术界都存在不同意见。本文确认《方

案》依照国际惯例以拉丁字母罗马体为印刷体的标准体，语文教材、辞书或其他出版物收

录《方案》时不宜由编辑出版单位自行改用其他字体来代替。文中对汉语拼音字体在近半

个世纪出版物上应用的变化情况作了历史回顾，指出目前字符体式应用的混乱现象，说明

不同字体各有适用的范围，最后就促进汉语拼音字符体式应用规范化问题提出了几点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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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中期全世界拉丁字母的印刷字体有5000－6000种，1998年达2.5万种，目前德

国字体搜索公司（FontSeek）的字库存储的字体超过5.5万种，这些字体都是说得出名称

的，否则无法查找和调阅。我国有关的论著讲到汉语拼音所用字体时多是泛称罗马体、哥

特体（或歌德体）、楷体、等线体，或称a、g式和a、g式加以区别，很少指出某种辞书或

语文教材所用汉语拼音字体的具体名称。《再论〈汉语拼音方案〉是最佳方案》（简称

《再论》）一文具体指出了《方案》公布时所用字体的名称，就为讨论提供了方便。文中

写道：“还有人提出：汉语拼音字母用a不用a，用g不用g ，是不是为了突出汉语拼音的

特点，使人一望而知它是汉语拼音？可是，有时候a会被误认为o，g会与q混，要不要坚持

保留这种区别？—— 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汉语拼音a和a，g和g其实是一回事，印刷体完

全可以使用a和 g。只是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时，为了突出写印一致，简便好写，方

案的字母表和声母、韵母表用上了歌德体（Century Gothic）是 和 罢了。在印刷品中

完全可以使用通用的字体a和g。初学可用 和 ” [5] 。  

  《再论》所说的“歌德体”，从英文名称“Century Gothic”看来实指“世纪哥特

体”。汉语“歌德”指德国近代诗人Goethe，是固定的译名，英文和德文的印刷用语

Gothic和Gotik在词源上同古代入侵与颠覆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的哥特人（英Goths/德

Gote）有联系，跟诗人歌德的字体或文体无关，以译“哥特体”为宜。考虑到在编较工作

中识别汉语拼音字体的需要，这里把“世纪哥特体”与我国汉语拼音常用的哥特体不同的

特点作些具体比较。据了解，“世纪哥特体”是美国索尔·赫斯（Sol Hess）在1936和

1947年之间以蒙纳公司的“20世纪体”为基础按照20－30年代流行的几何图形体的要求设

计的，属于无衬线等线体之一种。同《现汉》等词典的汉语拼音所用的哥特体乍看起来很

相似，都用单层的a、g ，但基本笔画的细部有不少差异，不是同一种字体。依照1967年

制定的《英国字体分类标准》（British Standards for Type 

Classification2961:1967）和19 99年制定的国际标准ISO/IEC 95411附录A《字体设计分

类》对无衬线体的分类， “赫尔维提卡体”（《现汉》用）和“通用体”（《辞海》

用）归入“新奇异体类”，而“世纪哥特体”则属于“几何图形体类”。《现汉》所用的

汉语拼音字体和“世纪哥特体”（以下简称“世体”）有如下一些小差别：1）《现汉》

所用的汉语拼音字体是视觉上的等线体，笔画的宽度看起来一样，实际上在某些线段有细



微的粗细差别，不像“世体”等几何图形体那样刻板单调。例如《现汉》第 5版小写的

h、n、u的拱形曲线接入竖画处变得尖细，翻口梯标的大写字母M、N两侧的竖画比中间的

斜画稍粗些。“世体”等几何图形体是数学上的等线体，所有笔画的宽度都一样。2) 

《现汉》的abdgopq等字母的字碗是椭圆形的，字身较窄，而“世体”的abdgopq等字母的

字碗是正圆形或接近正圆形的，像用圆规画出的一样，字身较宽，因而所占篇幅也较多。

3）几何图形等线体的设计深受1920年代风行一时的德国包豪斯（Bauhaus）建筑设计学校

艺术和工业相结合、不尚花饰但求实用的思潮影响，认为笔画越简单越好，越少越好，

“少即多”（less is mo re）。《现汉》的G 由曲、横、竖3画组成，“世体”的G由

曲、横2画组成，甚至可以一笔写成。《现汉》的K的3画，要分3笔写成，“世体”的K也

是3画，但最后两笔可以连写，依人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课本汉语拼音书法指导，K用2笔

写成。《现汉》的大写U 1画，小写u 2画；“世体”的U、u大小写同形，都是1画。《现

汉》的t竖画末尾向右弯，“世体”十字架形的t更简单易写。4）《现汉》的C、 S等圆曲

笔画首尾线段的截面是横向的，谷口较小；“世体”的C、S首尾线段截面是倾斜的，谷口

较大。5）《现汉》的A、V、W的斜画交角为平顶角，“世体”的 A、V、W的斜画交角为尖

顶角。6）《现汉》的M 由竖线和斜线各2条组成，“世体 ”的M由4条斜线组成，像W的倒

写。  

  《再论》所说的“ 和 ”只是在外形上像世纪哥特体的a和g，实际上不属于哥特体

或无衬线体，它们是线条分粗细的罗马体，与其他罗马体字母配套使用。《方案》最初公

布时这两个字母使用双层的a、g，不是 、 这种单层的罗马体字母。多年之后，政府的

规范化文件GF 3006－2001《汉语拼音方案的通用键盘表示规范》为键盘设计的汉语拼音

字母才使用 、 这种体式的字母。文件提供的用法示例有“guji （国家）”，

“uji”属罗马体。《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年版）的汉字注音，如gu

（国）、ji （家）、h i(海)、g ng(港) 等， 、 也是与其他罗马体字母配套使用

的，可见 、 非哥特体字母。不过，这种单层的 、 式罗马体在国际上是基本不用

的，原因是这种仿效几何图形体设计的字形不符合印刷罗马体的历史传统，而且极易同哥

特体单层的a、g混淆。以中小学语文教师为对象的《现代汉语知识》(中等师范学校语文

教科书试用本) 人教版在介绍汉语拼音字母的体式时写道：“汉语拼音采用的是拉丁字

母……汉语拼音字母共有四种体式：大楷、小楷、大草、小草。楷体是印刷用的字体，草

体是手写的字体。语文课本上用的汉语拼音字母叫哥特体（也有的译为歌德体）。它是楷

体，但又接近草体，线条均匀，没有粗细之分，没有装饰线，便于书写。哥特体同常见的

罗马体有两个字母字形差别较大，一个是a、a，一个是 、g” [6]。这部教材说得很清

楚，汉语拼音字母哥特体是语文教学用的字体，语文课本不用常见的罗马体而用哥特体的

原因是后者“便于书写”。把教学用的字体作为标准字体而加以普遍推广，从而产生了一

系列问题。在印刷字体中，拉丁字母的哥特体相当于汉字的楷体，笔画匀称，便于书写；

罗马体相当于汉字的宋体—— 笔画有一定的粗细对比度，带衬线，ISO/IEC 95411附录A

《字体设计分类》把汉字明朝体（宋体）列入有衬线体类。例如：宋体的“森”字，横细

竖粗，3横的收笔处有明显的大顿角，3竖顶端右侧有不容易察觉的小顿角，顿角就是衬线

之一种，这些大小的顿角是楷体的“森”字所没有的。汉字数字宋体的“一”与一字线的

“－”的区别主要看衬线。“汉语拼音字母共有四种体式：大楷、小楷、大草、小草”，

在“汉语拼音字母”前面宜加“教学用的”，因为汉语拼音字母的体式不限于这四种，例

如更常用的罗马体就不属于楷体。《现汉》第5版及以前各版【楷体】条的释义为“ 楷

书。 指拼音字母的印刷体”，义项 不大准确，楷体不过是拼音字母印刷体之一种。  

  罗马体和哥特体各有适用的范围。罗马体适用于排印书报刊正文、公文和长篇文章，

也可以用于大小标题。有经验的读者看拼音文字书报，往往先采用扫读的方式快速浏览，

在慢读时也是以整个词为单位而不是以字母为单位来阅读的。罗马体字母的垂直衬线把一

个词中间的字母分隔开来，水平衬线又把构成一个词的几个字母更紧密地连成一起，衬线

不仅有助于看清词形，而且还能指引读者的眼球顺着基准线运动进行快速阅读。哥特体主

要适用于小学语文教学、儿童读物、短文、工具书的词目、报刊标题、路名标牌、公示

语、展览资料，特别是广告宣传。一般要使用大于12点的字号，14－72点为标题和广告字

号。如果用哥特体较小的字号排长篇文章，要不时停下来辨认形似字母，阅读速度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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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容易疲劳。上文曾提到，罗马体的a、g在哥特体中主要有下面几种书写形式：a、g（奇

异体 /新奇异体的标准体）；a、g（新奇异体的非标准体，用a代替a）；a、g（几何图形

体，字碗为正圆形）；人文主义体，类似罗马体的a、g。在语文教学以外的领域，这几种

字体在西文中使用率最高的是a、g式。例如，英国《书商》周刊大小标题多年来一直用

a、g式，商务印书馆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和《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的词目均

采用a、g式，正文则用罗马体。连外研社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汉英

双语版翻译和编较人员的姓名汉语拼音都不照《现汉》正文汉字注音用a、g式，而用a、g

式。目前在我国广泛使用的罗技（ logitech）键盘和IBM笔记本电脑键盘用的是赫尔维提

卡体，键盘的26个大写字母同《现汉》第5版的汉语拼音大写字母完全一样，但小写字母

用赫尔维提卡标准体的a、g式，不用非标准体的a、g式。西文词典的词目和互联网多用双

层的a（罗马体）或a（哥特体），很少用单层的a。原因是a/a不会与其他字母混淆，而与

a近似的字母很多。从整体来说，哥特体的易辨性（legibility）即字母清晰可分辨的程

度不如罗马体。试比较“高架桥的”汉语拼音的两种字体：  (ID: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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