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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转译变化是海报主题文字老祖宗留下的免费字体

王云颖

辽宁广告职业学院，中国·辽宁　沈阳　110048

【摘　要】随着国货的兴起，自带文化属性的书法字越来越受到品牌方的青睐。懂点书法，也逐渐成了设计师的必

选项。但写一手好字不是易事，做品牌标志总是买字库版权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做书法字体设计一定要会写书法么?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书法早已不是书法家所垄断，不会写书法的人照样能够从书法中获取设计灵感。而且时下品牌中用到

的书法也早已不是传统老派的书法字，而是融合现代需求的改良书法设计。完成这类现代书法设计是不需要深厚书写功

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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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一番调研后，今天便利店为大家带来几个快手书

法字的思路。不仅能快速获得无版权字体，而且手残党友

好，不会写书法也能放心食用，希望能为你带来灵感。

1  如何将旧字体变成新灵感

书法是一种艺术，而字体设计是按照文字视觉规律进行

创新的技术。所以，新手主打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借力，只

要做到形似书法便是成功。

思路1：直接参考。难度:优势:有手就能做，且具备一

定美感。劣势:灵活性较低，有缺字的可能性。第一个思路

简单粗暴一一直接拿来主义，海量优秀书法家的碑帖和古

籍便是最好的素材库。而且由于时间过于久远，大多碑帖

早已过了版权期,可以直接使用。

思路2：有选择的照搬。难度:优势:思路1的进阶版，

更适合现代品牌。劣势:依旧灵活性较低，受限于碑帖碑

帖上的字年代久远难免磨损，想要效果更好就不能单纯临

墓，而得有取舍地简化或补全缺失部分，同时放大字体的

特点。

思路3：参考局部特征。难度:优势:灵活性高且现代，

应用范围广。劣势:需要更多巧思与设计师的主观能动。

除了照搬以外，我们还可以只借鉴书法的一部分特征，

让现代与传统结合来为设计带来差异化的亮点。比如，不

同的书法里常有不同的书写形式，行草书的连笔就常常被

应用在品牌字体中。这种方式相比临墓更灵活，而且黑体

也可以使用，但需要设计师具备良好的观察能力和审美。

篆书里的[山]字写法比特别，可以与普通无衬线体结合制

造亮点。

2  从理解书法到成为书法

通过刚才的三种思路可以看出，新手总是离不开碑帖。

如果想进一步做好书

法字，还是要对书法字体碑帖有更多的了解。中国书

法在古代就已经是一门成熟的艺术了，经历了由篆书到

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的主发展脉络。其中还有耀眼支

线，比如魏碑这类风格独特的书法。可以不深入了解书法

历史但需要分辨不同书法的特征和气质。篆书是仅次于甲

骨文的古朴程度。它的特征很好辨认，又瘦又高，笔画跟

黑体类似都没有明显的粗细变化，在现代最常出现的场合

是印章字体。

3  现代书法应用现场

了解了书法基础知识和思路之后，尝试着手制作就不成

问题了。但它能应用

在哪些类型的项目中呢 ? 通过收集行业案例，笔者大

致得出了三个适配书法字体的气质关键词: 传统文化和国

风。_在现代黑体、宋体中融合书法的1ogotype总体来说没

那么“讲究”。不需要严格符合书法行笔的规则，主打感

觉到位，在保留传统感的同时贴近现代审美，更容易受到

年轻人的青睐。

可以发现，偏传统、文化类的品牌品类倾向于使用“

原生感”比较重的书法字型，更符合品牌调性。而年轻品

牌如猫粮、茶饮等则更多使用在现代字型中融合书法的形

式，以书写感的笔画打破普通黑体宋体的沉闷，营造国风

人文气息及视觉亮点，中国书法毫无疑问是老祖宗留给我

们的艺术瑰宝，它并不陈旧过时，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宝库。在现代化设计语言的融合下，同样能为设计师提

供许多灵感和帮助。

4  兼容并蓄，借鉴古人、借鉴前辈的优秀设计。

我们将带大家领略民国时期品牌字体设计的独特之美。

这些字体不仅具有典型性，还展现了独特的设计风格，早

期字体设计相对简单，常直接采用隶书、正楷等书法字

体。后来，为了追求更独特的特点和清晰的印刷效果，人

们开始使用黑体进行变化。这些字体笔画浑厚粗重，庄严

醒目。

在设计民国风字体时，我们可以将笔画拆解并考虑以下

几点:

（1）横粗的变化:一般采用横细竖粗的设计，使字体更

加浑厚。

（2）撒捺的变化:避免过于圆润，以突出字体的硬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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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

（3）点的处理:可以变换为三角或星型等形状，增加字

体的设计感。

（4）立体边框外理:注意字体的光影、距离和倾斜度，

以增强字体的立体感和视觉冲击力。

字身框的大小会影响到文字的大小和间距，从而影响到

整个版面的布局和阅读体验。在印刷排版中，字身框的大

小和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参数之一需要根据不同的字体、字

号和排版需求进行适当的调整。字面框是指假想的一种正

方形框架，用于表示文字本身的实际分布空间。在排版印

刷中，字面框是用来确定文字之间相对位置的重要参考。

字面框的尺寸通常是根据字身框的大小来设定的，通常为

字身框的90%-92%。字面框的设定可以帮助排版人员更好地

掌握文字在版面中的分布情况，以及文字之间的间距和空

间关系。通过调整字面框的大小，可以控制文字之间的空

间分布，以达到更好的阅读效果和视觉效果，需要注意的

是，字面框是一种假想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于印刷品

中，但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排版概念，可以帮助排版人员

更好地掌握文字的分布和布局。字面是指字体所占字面框

的比例大小，即字与字面框的距离关系。字面的分布区域

会影响一个字体的视觉面积大小，从而影响到整个版面的

布局和阅读体验。

字面过大，会导致文字之间的间距过大，版面会显得

松散，如果字面过小，会导致文字之间的间距过小，版面

会显得拥挤。因此，合理的字面大小和分布可以使得版面

更加美观、清晰、易读，需要注意的是，字面大小和分布

是一种相对的概念，需要结合具体的字体、字号和排版需

求进行具体的调整。骨骨架是指字体的结构、笔画走向以

及整体布局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字体设计的基础，通常

在进行字体设计时，我们会在骨架的基础上，再去添加造

型的细节，字体的骨架决定了文字的稳定性和可读性，同

时也影响着文字的视觉效果和感觉。在字体设计中，骨架

通常是由字体的基本笔画、偏旁部首以及结构比例等元素

组成的。这些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配合构成了字体的基

本骨架，通过对骨架的设计和调整，我们可以改变文字的

形状、大小、粗细、空间关系等，从而创造出各种名样的

字体风格。同时，骨架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字的

结构和构成规律，提高字体设计的水平和质量。中宫是指

字体的中心区域，通常是指字面框以九宫格划分后的中心

格。在字体设计中，中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涉及

到字体笔画在中宫的松紧分布等，可以用来分析字体结构

与造型，中宫的大小和形状会影响到字体的整体结构和视

觉效果。如果中宫过大，会导致字体笔画过于稀疏文字会

显得松散，如果中宫过小，会导致字体笔画过于拥挤，文

字会显得紧密。因此，合理的中宫大小和形状可以使得字

体更加美观、易读、有节奏感。在字体设计中，中宫的大

小和形状是由字体本身的风格和特点来决定的。例如，一

些传统的宋体字体通常具有较小的中宫，而一些圆体或手

写体字体则可能具有较大的中宫。此外，中宫的大小和形

状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字号和排版需求进行适当的调整，以

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重心是指字体视觉中心点的高低，

它是由整个字体的外轮廓和几何中心所影响的。字体重心

的高低会影响到文字排版时阅读的平衡感，如果字体重心

太高，会使文字看起来过于轻盈，不够稳定;如果字体重心

太低，会使文字看起来过于沉闷，不够生动。因此，合理

的字体重心可以使得文字更加美观、易读、有节奏感。

在字体设计中，重心的调整可以通过改变字体笔画的

分布、粗细、形状等方式来实现。例如，一些纤细的字体

可能需要提高重心来增加整体的稳定性;而一些粗重的字体

则可能需要降低重心来增加整体的动感。此外，字体重心

的调整也需要根据不同的排版需求来进行适当的调整。例

如，在标题中，为了增加文字的醒目度和视觉冲击力，可

能需要提高字体重心，而在正文排版中，为了增加文字的

易读性和舒适度，则可能需要降低字体重心。

中心是指字面框两条对角线的交点，通常被称为绝对

中心点。但在实际视觉效果中，大多数人的视觉中心点并

不完全在绝对中心点上，而是在靠上的位置。这是因为在

阅读过程中，人们更容易将视线聚焦在字体的上半部分，

尤其是第一笔的位置。因此，在进行字体设计时，为了符

合人们的视觉感受，需要对字体做一些调整。例如，可以

将字体的重心向上调整一些，或者将字体的第一笔放在一

个更加突出显眼的位置。这些调整可以使得字体更加符合

人们的视觉习惯，提高文字的可读性和易读性。体饰是指

字体笔画边角的装饰，例如宋体笔画的开始、结束、转角

等部位增加的三角或者方头折角的衬线装饰。这些装饰可

以增加字体的美观度和视觉效果，使文字更加醒目、易读

在字体设计中，体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设计元素。通过改

变体饰的形状、大小、粗细等，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字

体风格。同时，体饰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字体的结

构和构成规律，提高字体设计的水平和质量。需要注意的

是，体饰的设计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律和原则，不能随意添

加或改变。一般来说，体饰的设计应该与字体的整体风格

相协调，不能过于复杂或繁琐，以免影响文字的可读性和

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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