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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的在现代图形设计中运用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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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图形设计作为视觉空间设计中的一种符号现象，起着沟通人与文化、信息的作

用，这一点与文字的作用相通。汉字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具有很大涵盖性的符号文字，因

此，我们应该去研究与认识它，从而发掘更多的造型方法，更深入地利用汉字来进行平面

图形设计。 

【关键字】汉字 平面图形设计 本土文化 表形性思维 汉字构成学原理  

引 言 

在日本设计师白木彰先生的作品中，展示出一个活生生的汉字的世界。不是简单的文字符

号的堆积，每个字仿佛从符号世界中还原了出来，带着它们来自远古时代的神秘气息。这

样的文字形态，引起我对汉字的新的认识。 

汉字是唯一富有生命力的表意文字，是用点画记录人类理念的平面设计。利用文字来进行

平面设计，我们所要利用的不光是它的“形”，更重要的是它的“意”。目前日本人似乎

比我们更懂得怎样利用汉字，他们用汉字的造型原理去设计图形，在他们的设计作品中，

汉字不仅仅是符号，是装饰，而且具有了图形设计的表形性思维，使汉字真正活了起来。

利用汉字，日本人传达出他们的本土文化，而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汉字传达我们的文化？

这一点令人深思。 

平面图形设计与汉字的本质联系 

1．汉字本身即是一种平面图形设计 www.dolcn.com 

从平面设计来讲，汉字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成功的设计。它以最为简单的设计元

素，运用最丰富而复杂的设计手段，设计出了一件又一件恒定而单纯的“产品”，并使这

些产品的内涵丰富，构架完美，用途广泛，影响深远。同时，这些“单元产品”又具有无

穷的联络方式，具有开放而递增的同构能力。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在《庄子外篇》

中就已指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即：在语言和事物之间存在着表征物与被

表征物的关系，语言是事物的表征物，事物是语言的被表征物，语言的任务是事物信息的



被传达，语言的角色是传达信息的媒体。文字正是利用语言来代表或者指示某一事物的东

西。 

2．平面图形设计与汉字构成学原理 

A．平面图形设计是一个特殊的思维过程 

人类的意识过程，其实是一个将世界符号化的过程，而思维无非是对符号的一种挑选、组

合、转换、再生的操作过程。因此可以说，人是用符号来思维的，符号是思维的主体。平

面图形设计，是以信息传达为目的的，在二维的空间中对物象的位置、比例、相互关系的

筹划，无疑，这也是一个思维过程。但同时，它又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思维过程。这是

一个开始于设计者，延续到受众心理活动的思维过程，而这种延续正是依赖于作为思维主

体的图形。 

B．汉字是经过设计的图形 

汉字的目的是承载信息，而汉字本身即是中国人在二维空间中对点画挑选、组合、转换、

再生，使之代表一定信息的产物。从符号学原理分析，汉字是一种符号，是一种特殊的平

面图形设计。由于汉字演变至今已变得十分抽象，洗练，所以将汉字承载着的原始信息还

原出来的过程本身，即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过程，一种特殊的平面图形设计。这种还原的结

果不是文字，是一种加入人的思维的奇妙产物，一种特别的平面图形。 

更多地发掘汉字的特征 更准确地运用汉字承载的信息 

设计师借平面图形设计向受众传达自身的思维过程与结论，以达到其指导或是劝说的目

的；换言之，受众也正是通过设计者的作品，与自身经验加以印证，最终了解设计者所希

望表达的思想感情。美国设计师普罗斯说过：“人们总以为设计有三维：美学、技术和经

济，然而更重要的是第四维：人性。”人性的概念在今天已经广义化，如何使我们的本土

文化得以体现？还原汉字的原始信息应该说是一条捷径。在追寻汉字本源的过程中去体会

中国文化，其本身就是在提高设计师文化修养。这样，我们在作品中体现本土文化就不是

一件难事了。 

1．使汉字不断地深化 设计在线.中国 

A.运用汉字来发掘本土文化，是一个抽象难懂的说法，那么，让我们看看日本人是如何做

的吧。 

七世纪时，日本引进中国的表意文字，称为汉字。日本人快速地消化了中国的汉字文化，

之后又把汉字迅速地加以改造，日本称为大和民族的本土文化其实都来自中国，而中国当

代的设计为什么还不及日本呢？我们可能过多地强调了形式的方面，而忽略了设计作品本

身应透露出来的内容和意境。日本人以纤丽纤小、简约淡泊作为其审美的意趣，形成了

“物哀”、“空寂”、“风雅”、“幽玄”等审美理念。汉字被日本的设计注入无限的遐

想，成为他们在作品以外的思维空间“留白”的有力武器。“喻物于意则乐，留意于物则

病。”汉字作为抽象图形的魅力在乎似与不似之间。 

《读卖新闻》中曾登载过一位日本小学三年级女生写的诗： 

“港”这个字 

真像美人鱼 

“共”是头 

“巳”是尾 

三水是浪花 

你看像吗？ 



这就是汉字的魅力，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魅力，没有哪种文字可能引发人这种美妙而大胆的

联想的。正是汉字在人思维空间里的留白，使汉字具有了无限的生命力。 

现代图形设计是对文化的认同，而不是简单的对符号或图形的认同。探索本土文化的内

涵，找出传统文化与自己个性的碰撞点，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这才是运用汉字进行图形

设计的精髓所在。日本许多著名设计师，几乎都是汉字学的专家，他们在作品中巧妙地将

汉字作为抽象画看待，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日本书籍设计大师杉浦康平先生就是一个

执著的汉字迷。他在《活字礼赞》一文中提出汉字造型的直角思想，其起源为中国“天圆

地方”的宇宙学；日本另外一位汉字迷设计师白木彰先生，更是巧妙地将汉字作为图形运

用到了平面设计中。 

日本设计运用传统的理念，现代的元素和构成手法，并赋予民族情感的内容，走在了设计

的前沿。这值得我们青年设计师们学习和借鉴。 

B．我们的先民如何利用汉字设计生活 

我们的前人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逐渐上升到一种审美阶段--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思

维、精神，并能激发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于是形成了“书法”这类二阶意义上的艺术门

类。书法艺术是抽象符号艺术，它靠单纯的线条架构演绎出千变万化、千姿百态的视觉艺

术形象。 

在文人士大夫创造了优秀的书体与书法作品的同时，民间艺人也以他们的聪明才智设计出

无数巧妙而极富视觉意趣的字体图形。如用来招揽顾客的幌子、节庆与民俗活动中的吉

语，吉祥纹样中的连笔字等。这类反映日常生活形态的杰作具有浓郁的装饰性和强烈的民

族特色。 

2．用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理解汉字 

因为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即人类并非宇宙创造的中心，而是自然中次要的

部分，能否符合大自然的韵律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如此强调自然的

形态与模式，汉字的创造无疑也遵循这一法则，即模拟自然，将物的形简化地融合于方正

的字体符号之中。 

A．“神”来之笔 

古人对于“神”的信仰，主要表现在占卜和祭祀上。最早的汉字其实是占卜的记录，上古

文字的笔划结构，用今天的眼光看去，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是古人对自然、对生命的一种

诠释。这种记录占卜结果的文字，来源于远古的文字画（近似文字的图画）。汉字是表意

文字，象形性是汉字的主要特征之一，汉字是反映自然造型的。汉字在反映自然造型的同

时，还具有深奥的构成原理，而这种原理就来源于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设计在线.中国 

B．汉字中有大智慧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中国

人信仰上天潜在的超越之力，这种超越之力即自然规律。观察汉字的构成，更多的是揭示

自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在汉字发展的早期阶段（西周以前），象形程度较高，体现出对

书写的简化和易识别的趋势。而汉字在发展为记号文字体系的过程中，则体现出了古人独

到的智慧。 

在汉字的创造过程中，古人很注重“形”与“意”的结合，简单摹仿不是文字。 

在初中时，语文老师对于“牧”字、“采”字的解释，引起后来我对汉字中蕴含的先人智

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前有“牛”而后面有一个人持木棍趋赶，这样便组成了“牧”字。

在汉字的造型原则里，我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这样有趣的例子，只要我们耐心品味，其中

奥妙无穷。 



end 

结 论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环境下，我们如何运用文字进行平面图形设计? 

汉字不是世界普及的文字，但是汉字字符本身代表一种或多种意义，这一点，拉丁字母却

无法完成。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我们将汉字直接用于标志显然行不通，这样只能使

我们的作品显得腐朽而庸俗。但是在了解汉字的意义和构成法后，我们把汉字精辟总结物

象特征的方法运用到平面图形设计中，却未尝不可。例如，中国邮政的标志，来自于

“中”字的古形“中”。其意义指一面有长穗的旌旗随风飘动。邮政的标志将它赋予了新

的涵义，一方面保持“中”字的古意，象征中国邮政旗帜性的作用，在公众中一直保持着

良好的形象；另一方面，将“中”字变形，像一双手托起一封信件交给收件人的形象，寓

意着中国邮政以服务为本，快捷、安全、礼貌。 

发掘汉字中蕴含的深层文化积淀，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有着广泛的前途。除了标志设计，

无论是装饰、书籍、招贴、广告还是环境艺术设计，都应当充分发掘汉字中包含的中国哲

学，从事设计工作的我们应当重视这方面的学习和修养，让抽象的汉字艺术在现代设计中

产生更大的魅力。设计在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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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Figure Design as a sign of phenomenon of the sense of vision inform 

design make people communicate with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This point is 

same as text word. Chinese characters is representative Chinese culture and it 

have large cover the sex .So we should research and cognition itthus excavate 

more method of modelling.Then make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plane figure 

design more deeply.

【Key Word】Chinese Characters , Plane figure design ,mother culture ,Compo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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