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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媒材与文字的原理概述

1.1关于媒材

“媒材指的是传输图像的技术或收益和使图像变得可见的任

何所在”[1]。正如巫鸿所说，媒材是指媒介和材料的复合意义。

文字设计中的媒材是专指承载、制作、书写和叟制等一系列与

文字发生关系的物质材料及相应技术。 它们作为文字赖以存在的

物质基础，不仅对文字的传播与传承起着支撑作用，而且也是

时代进步发展的文明标志物。

1.2关于文字设计

视觉传达的设计就是将创意的思想进行符号化、视觉化处

理，汉字设计在视觉传达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直接表意。汉字设计在视觉传达中承担着直接给受众传

递信息的职责。而汉 字存在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通过记录语言来

传播文化。在视觉传达方面更直接表意就是汉字承担着标题性、

说明性的作用。每个汉字都同时拥有图像与语 言的双重功能，

汉字将观点、语意和图形相互结合，展现出一种丰富的视觉化

语言体系。

2  媒材在文字图形化设计中的演变特点

2.1 文字的演变特点：从“实用性表达”到“图形化文字”

文字图形化是指将文字潜在的“意”作为基础，把文字外

在的“形”进行图像化处理，通过外在的“形”来展现其潜

在的“意”。汉字的文字图形化处理，即将汉字的潜在含义通

过视觉的表现形式传递处理，形成独特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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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字设计中媒材的演变特点：从“随技术发展而发展”

到“随着文字内容变化而变化”

“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

之”出自《墨子·天志中》的这段文字，表述了中国古人记

载文献的形式与手段。早期的汉字载体由于社会文明程度及生产

力偏低，主要是由使用的目的以及材料的供应而决定的[2]。

而今，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工制品及人工合成材料等

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文字的载体，载体的变化发展从根本上催生着

书写工具及制字技术工艺等的发展。从古代时期字体所呈现的艺

术性，再到工业革命时期印刷时代字体所展现的统一性，以及

在如今信息时代字体所表现的互动性、体验性等，都呈现出文

字与技术之间的积极互动。

3  媒材在文字图形化设计中的应用探析

文字图形化设计中的媒材应用主要有两大表现手法，一是通

过具有模块化特质的媒材来重构文字，融合文字本身的形与意，

体现更多的设计可能性与灵活性。二是通过具有质感化特质的媒

材来营造意境，利用观者原有的视觉经验，增加视觉摩擦力，

生成新的视觉快感。

3.1具有模块化特质的媒材应用

具有模块化特质的媒材指的是那些造型固定、形状规则、

可重复利用的媒材。文字，特别是汉字，其本身的形与意有一

定的关联与区分，具有模块化特质的文字媒材通过拆解、替

换、重构等方式影响文字的构形及寓意。古尔维奇曾持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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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看法：在变化过程中，各个样相的“和谐和一致”，就足

以解释我们为什么会直觉到一个恒常的形状[3]。以格式塔心理学

中“好的连续”原则来说，具有模块化特质的媒材，在不同

笔画的替换与重构之间形成一个“好的连续”，和谐且一致的

与文字图形化设计融为一体。

以“来字哪里”为例，这是一组印章设计，结合了印章

模块化媒材固定、规则、重复利用的特点，设计中融入了永字

八法，将常用的文字笔画抽象为粗细两组，共十二个模块，通

过组合不同的笔画模块，即可盖出所有的文字，这样的互动不

仅能激发使用者的创意，且造字风格会随著不同的使用者而有不

同的个性，希望透过此行为能提升使用者对正体中文字的兴趣。

日本设计师小香将积木作为文字媒材对日本文字进行重构设

计海报，也体现了模块化媒材在设计上的灵活性。积木，作为

一个具有模块化特质，且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的媒材，固定且

规则的造型，大小不一的空间体积感，饱和度高且丰富的色彩

搭配，极大提升了设计的灵活性和可能性。作为日常生活中，

尤其是儿童生活中常见的媒材，应用于与儿童相关的设计场景，

模块化的固定造型在保证文字可读性的同时，更能够第一时间吸

引特定人群的关注度，熟悉常见的媒材也能拉近与观看者之间的

距离，提升对相关内容的好感度。

3.2具有异质性特质的媒材应用

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认为一个物体的

某一特殊方面还包含着某种关联（或关系），它会超出这个已

有的方面，即一个四分之三的侧面，会使人联想到这一形状的

延续部分（或未呈现的部分，即它的可见的边线以外的部分）。与

具有模块化特质的媒材不同，具有质感特质的媒材将文字的抽象

性与质感的具象性、图形的空间性进行了并置重构，在观者已建

立的视觉经验基础上，或通过营造的意境进行互补互动，或通过

观者感官的延展进行彼此颠覆。

将观者视觉经验中常见的具有质感特质的媒材与文字设计结

合，能够形成富有特色的新视觉经验。以靳埭强《汉字－山水风

云》海报设计为例，纸、纸镇、毛笔、石砚属书法练字时不可或

缺的工具，抽象的书法文字结合具象的笔墨纸砚，将中国人独有

的“汉字情感”融情入景。文字如画，造物有物，呈现了水墨书

法的精神，也呈现书法中淡雅别致，悠然自得的心境。

具有异质性质感特质的媒材，通过强调视觉的不纯粹性与差

异性来颠覆“看”与“被看”的关系。以“水造佛经”为例，在

早期佛教徒需将经典教义刻在石板上才可传承教派的精神，随著

时代的推移都以不同的虔诚仪式传承著。这项设计以文字设计为

切入点思考，将佛教中重要的器具－佛珠作为字体设计的基本造

型，再使象征清净的水滴入中空的佛珠内，一字一句地滴出整本

佛经，完整整个清净的过程行为。

其中，水这个媒材的使用不仅彻底颠覆了经书原有的媒材

使用，也根本颠覆了观众对这个视觉形象的感受。观者的注意力

不仅仅集中在文字所呈现的内容之上，而更集中在异质性的不同

媒材之上，媒材的异质性增加了视觉摩擦力，形成了引导观者想

象力的路标，为观者建立全新的视觉体验。

4  媒材在文字图形化设计中的设计实践

4.1具有模块化特质媒材的设计实践

生活中具有模块化特质的媒材随处可见，《996》这一系列

文字设计实践使用的媒材是荧光色的便利贴，便利贴自带的7种

荧光色彩能够灵活且随意的进行搭配，固定尺寸的直角矩形模块

棱角分明，具有一定透明度叠加后会有不同颜色饱和度效果的塑

料材质，与文字进行结构重组，构成新的视觉特征。

媒材本身的特质十分多元，而媒材背后所代表的“高效便

捷、用完即丢、可替代性强”等符号含义，结合 9 9 6 、打工

人、累了吗等当下社会流行且略显揶揄的词组重复叠加，以及

饱和到突兀刺眼的色彩搭配，都为观者生成一种荒诞不经，嬉

笑揶揄的新的阅读快感。

4.2具有异质性特质媒材的设计实践

图1中所展示的文字设计实践中采用的媒材为黑色卡纸，利

用长短不一的胶带粘贴在黑色卡纸上后快速剥离撕扯而形成的带有

毛刺质感的随机造型，在破坏方块文字规整特点的同时，也映照了

一种与文本内容相同语境的悲伤情感。文本选用的是黎巴嫩诗人卡

里·纪伯伦（Kahlil Gibran）的《我的心曾悲伤七次》，诗词中绝

望中坠落，空虚又迷茫的隐喻，与黑卡纸撕扯后粗糙的边缘质感，

大面积留白且文字左右颠倒表现方式，结合压抑沉重的纯黑色背

景，层层嵌套建构专属于这部分文字的图像体系与视觉体验。

5  结语

视觉文化研究者W. J. T. Mitchell曾认为任何一个生活在

现实世界的主体，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生产着自己的视觉经验，

这些经验最终会转化为某种主体性的“文化建构”[4]。而不同的

媒材、材料和方式，解构历史文化积淀在人的意识中的行为准则

和憧憬，挑战人们惯常的认知系统和思维模式，揶揄文字文化的

神秘、尴尬和荒诞。那些由电脑技术所呈现的视觉幻象，被媒材

本身的特性所取代，那些实物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延展了观者的

感官，更成了观者想象的纽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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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的心曾悲伤七次》系列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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