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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关于汉字立体化表现的设计方法，打破汉字立体化始终囿于二维平面的现状，使汉字

造型艺术真正走向三维，拓宽字体表现的视野和维度。方法 首先对当前立体形式的汉字设计进行调查

研究，总结其设计方法及特点。其次基于设计中本能、行为、反思三个层次与符号语义学的对应关系，

对立体化汉字进行设计考量，构建两者的对应模型，梳理设计的元素及要点。最后提出从汉字的间架结

构出发，通过设计实践解析文字三维立体形态的构建过程及方法，为文字的立体化设计提供一种新思路

和新视角。结论 汉字立体化设计在当代多元的审美语境中具有可行性和创新性，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

汉字立体化的设计方法及要点，有助于丰富字体设计的视觉表现形式和文字情感表达，对汉字设计的创

新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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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ereoscopic Design 

WEI Jin-cheng 
(Putian University, Putian 351106,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method of three-dimensional express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o that 

the desig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expression of two-dimensional planes, and the art of Chinese 

character modeling truly moves to three-dimensional. The font design is more diverse. First, the current three-dimensional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was investigated, and its design methods and characteristics were summarized. Sec-

ondly, based on the three levels of design and semiotic principles, the three-dimens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are consid-

er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models of the two are constructed to sort out the elements and main points of the design. Fi-

nally, it is proposed that starting from the strok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analyzing the design process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characters of the text through design practice, it provides a new idea and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of characters. The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feasible and innovative in 

the contemporary diversified aesthetic context. The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methods and main points of Chinese char-

acters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are helpful for enriching the visual expressions of the type design and the emo-

tional expression of the characters,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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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亦是视觉传

达中至关重要的视觉元素。古往今来的艺术家和设计

师在字形的艺术化和字意的视觉化两个方面进行了

多角度的研究探索，也形成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随

着人们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和视觉呈现载体的变化，

字体设计的设计手法和表现形式也应当注重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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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融合，汉字设计不应当仅停留于二维空间的设

计表达，而应当结合新材料、新技术呈现为更加多样

化、多维化的表现形式。因此本文基于对立体化汉字

的设计实践，解析文字三维立体形态的构建过程及方

法，以丰富汉字设计表达形式和创新设计方法。 

1  汉字立体化的必然性 

1.1  二维媒介的局限性 

汉字是人类用于记录和交流的语言符号，数千年

来主要以二维平面为媒介，通过书写、雕刻等形式展

现出来，而当前汉字字体设计表现形式亦是如此。文

字符号的形意表达和装饰仅限于在当前媒介的一个

面中进行设计和考量，缺乏从立体空间中对文字进行

多维度的研究。二维平面极大地限制了汉字在空间中

的视觉表现形式的突破和发展。 

1.2  多样化的审美需求 

在现代生活中，文字不仅具有叙事、记忆的符号

功能，在视觉传达中同时承担着给人带来更好的视觉

体验和更强的视觉冲击的责任，字体设计促使文字逐

渐从语言符号转化为图形符号，从图形符号的构成要

素出发，追求多样化的形式表达。吴冠中曾言：“美

术作品的唯一手段就是形式，一切思想感情的表达只

能依靠形式来体现。形式，它主宰了艺术。”可见，视

觉形式在造型艺术中的重要性。对于字体的视觉设计

而言，意义传达的准确性和形式表达的多样性是汉字

设计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当前视觉文化的需求和趋势。 

1.3  科学技术的助推力 

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和三维软件的成熟使字体设

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文字的多样化带来更多的可

能。尤其近年来随着 3D 软件在平面设计领域的拓展

和推动，使平面设计在虚拟的三维空间中有了更为自

由的发挥，呈现出更加绚丽多彩的视觉形式。同样伴

随科学技术产生的新材料、光影技术、VR 技术等为

汉字设计提供了新的呈现媒介。视觉传达媒介的增加

意味着汉字设计表现形式的更多可能性，也为汉字从

二维到三维，甚至多维空间的发展提供了契机[1]。 

因此，要进行汉字立体化设计的探讨和实践，以

寻求汉字立体化呈现的新思路、新方法，旨在超越传

统字体设计平面思维的束缚，拓宽字体表现的视野和

维度，满足当代人们对于艺术审美更高的标准和心理

需求。同时汉字的立体化、独立化能够突破文字的语

言符号性功能，成为一种全方位、宽领域、跨界的艺

术，展现出更为丰富的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 

2  当前汉字立体化的艺术演绎形式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中国文化的“自知”“自省”

“自立”越来越受到设计界的重视。传统文化的回归

和民族精神的重构号召着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投入到

汉字设计的研究中 [2]。设计师从文字符号的能指出

发，在装饰艺术、结构布局、质感肌理等视觉表达层

面上探寻着新的呈现形式，以期给观者带来更强烈的

视觉冲击和更准确、更丰富的符号意义。而立体化汉

字新颖的视觉效果恰好符合当前多元化的需求，许多

设计师在这一领域上做了多种风格的艺术演绎。其主

要表现为以下两种类型。 

2.1  平面形态立体汉字 

平面形态立体字指在二维空间中通过明暗、重

叠、大小、纹理渐层、视错觉等视觉形式营造出具有

一定空间感、体积感的字体。如张卫民的《缠绵体》

（见图 1），文字如同空间中扭转的线条，笔画与笔

画之间仿佛有前后的覆盖关系。赫尔姆霍兹曾言，整

个式样的空间效果往往是由交叉点上发生的事情决

定的，通过交叉处的线条方向可以判断出覆盖者与被

覆盖者的关系[3]。设计者在笔画轮廓线的交点处添加

强调方向的线条，暗示笔画与笔画的重叠关系，刺激

人们感知到文字的空间感。再如徐孝文的字体设计作

品《舞动的光芒》（见图 2），文字如同夜晚火光随手

划过的痕迹，产生了明暗、粗细的变化，粗而亮的部

分让人觉得近，细而暗的部分让人觉得远，文字的空

间感通过平面形式的变化表现出来。这一类文字虽然

以平面手法来呈现，但空间关系明确，文字构思巧妙，

亦属于立体化汉字的范畴。 

2.2  空间形态立体汉字 

空间形态立体汉字指的是真实模拟三维形态或

通过真实物体组合构成的汉字。常见的空间形态立体

汉字通常是通过为平面形态的汉字增加厚度以获得

空间感。如辛望的字体设计作品《蒸汽神探》，“神探”

二字设计得简洁而富有形式感，金属和水晶的质感为

文字增加了表现力和感染力，见图 3。但是文字的装 
 

 
 

图 1 《缠绵体》 
Fig.1  “Lingan Font” 



384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7 月 

 

 
 

图 2 《舞动的光芒》 
Fig.2  “Flying Light” 

 

 
 

图 3 《蒸汽神探》局部 
Fig.3  Part of “Steam Detective” 

 
饰和设计感主要来自平面形态的造型，这种立体造型

思路只是单纯通过为平面形态的字体添加厚度得以

实现，文字的间架结构始终囿于二维平面之中，而非

更为开放、自由的立体造型。 

在空间形态立体汉字中，以真实物体作为材料进

行组合拼构是立体字呈现的另一种方式。真实物品天

然带有空间属性，这类字体能更自然地出现在人们面

前，展现物体带来的真实感，强调文字需要传递的信

息，也增加了字体设计的趣味性[4]。如朱日能的字体

作品《心经》，以树枝为材料进行文字的组合，文字

布局与章法十分随心，字型随意、轻松而独具个性，

见图 4。通过这种方法设计出来的创意手工字体比图

形文字更真实，比电脑文字更感性，作品形式上的

“拙”与材料使用的“巧”是平面字体不可比拟的[5]。

不过此类文字也是依赖于二维平面的传播媒介，且文

字的随意性大，可控性较弱。 

3  汉字立体化设计实践探索 

纵观当前字体设计领域，拉丁字母由于笔画较

少，文字连贯性好，因此立体化字母设计的成功案例 

 
 

图 4 《心经》局部 
Fig.4  Part of the Heart Sutra 

 
较多。而汉字由于结构复杂，立体化难度较大，虽然

国内许多设计师对汉字立体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和实践，但始终囿于二维平面之中。那么有没有可能

从汉字的间架结构出发建构三维的立体形态，使汉字

造型艺术真正走向三维？笔者首先基于设计层次理

论与符号语义学的对应关系就立体化汉字设计进行

分析，以得到其设计可行性和视觉要素的考量，再开

展设计实践活动进行实证与探索。  

3.1  基于设计层次与符号语义学的汉字立体化设计

考量 

唐纳德·A·诺曼提出了设计的 3 个层次，分别

为本能层次、行为层次及反思层次[6]。本能层次的设

计着重于设计的外观，它强调设计作品对人的感官刺

激。行为层次则与设计作品的功能、易用性和使用感

受相关。反思层次的设计注重对设计的体验，它与文

化、情感、意义相关。任何设计均与这 3 个设计层次

相互联系，但又往往有所偏重。而这 3 个设计层次一

定程度上与符号语义学中符号的表达面、符号的外

延、符号的内涵相对应。因此在汉字立体化设计实践

开展前，首先基于这 3 个层次进行设计考量，构建两

者的对应模型关系，见图 5。 

本能层次是基于立体化汉字视觉感观的考量，也

就是文字符号的表达面，表现为字形、材料、空间及

色彩等可感知的文字形态要素。因而立体化汉字的形

态设计上需注重汉字的笔画形态、文字的间架结构以

及汉字书法的笔墨情趣，遵循汉字书写的笔法、笔意。

在文字的空间设计上力求超越二维空间的束缚，从文

字结构出发，追求文字笔画在纵深空间上形体的突

破，真正实现文字的三维效果展示。而以立体形式展

现的文字必然与质感、色彩相联系，根据文字内涵和

书法意境配上与之内容相符合的材质和色彩。 

行为层次是基于立体化汉字的使用功能的考量，

对应于符号学的视角便是外延意义，字体的外延意义

即是“显在的”文字符号与其所指对象间的字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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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设计层次与符号学视角的字体设计的对应模型 
Fig.5  The corresponding model diagram of design level and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of Chinese characters 

 

 
 

图 6  汉字立体化设计过程 
Fig.6  Illustrat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process of Chinese characters 

 
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识别层次——这是什么文字；

二是使用层次——这个字什么意义。因此需要关注立

体化汉字设计的审美性、可读性以及易用性。汉字因

为笔画结构复杂，因而实现立体化难度较大。在文字

设计中设计者应当根据文字的形意关系做一定的取

舍和权衡。找到文字易读性、可读性和观赏性的平衡

点。使文字在满足作为语言符号语义传达的前提下，

以更为新颖性的视觉形式传递出其审美价值。 

反思层次是基于对立体化汉字情感反思的考量，

对应于符号学的视角便是内涵意义，它是字体符号除

去作为文字表达的内容之外的意义，是形成意义中那

些联想的、意味深长的与文化价值交织的隐性内容，

表现为使用和观看立体化汉字后产生情感的认同与

共鸣 [7]。此次设计实践以中国传统书法字体为切入

点，拟求文字在视觉上产生新颖的视觉效果和更为丰

富的内涵传达，从而引发观者的审美愉悦和阅读乐

趣，并能够传递出汉字独有的中式韵味及文化内涵，

达到文化传承和推广的目的。 

3.2  汉字立体化设计实践过程 

在立体汉字设计实践中以中国书法的行书作为

切入点，从三维空间中不同的向度构建立体化的汉字

形式，设计中注重对书法字体意趣和韵味的保留。设

计过程遵循“线—面—体”的设计思路。设计过程见

图 6。 

3.2.1  书写书体字形 

汉字书体纷呈、风格各异，常见的书法字体有篆

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而印刷字体有黑体、

宋体、仿宋、综艺体等，除此之外还有多种多样的变

体字、美术字等[8]。它们有着各自的审美特点和形式

构造，而在设计中行书与草书更容易实现汉字的立体

化。因为其笔画连绵回绕、气势畅通，笔画在空间中

的转承更为自然流畅。而其他书体的笔画相对独立，

在空间立体化的过程中容易使文字变得零散而影响

可读性。 

步骤一：笔者通过毛笔以行书书体来书写文字，

文字书写时注重笔画之间的顾盼之势和行笔之间的

引带。 

步骤二：文字书写好后，再将文件扫描成图片导

入软件 Photoshop 中进行简化调整。在保证文字笔画

运转流畅及文字神采意趣不变的前提下，可以简化文

字过多的飞白和细节。因为人的视知觉行为具有整体

性的特点，它不是对汉字识别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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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字的整体结构特征产生的总体印象[9]。因此细节

的增减并不影响受众解读文字符号的意义。 

3.2.2  归纳笔画动势 

书法的动势呈现的是一种时间结构，它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笔在画面中或急、或缓、或顿、或转的笔

法移动所产生的文字线条，即使最终呈现的是静止的

书法文字，但是观者在欣赏的过程中依然能从静中感

受到书法线条一气呵成的动势[10]。书法的动势是一种

不动之动，具有倾向性的张力。书法的动势使气韵贯

通，富于变化，给人意动神飞的感觉，而立体化字体

同样需要追求文字的笔画动势。 

步骤一：将简化后的书法文字图片导入到三维建

模软件 Rhino 之中。将图片透明度降低，便于与后期

绘制的线条区分开来。 

步骤二：使用线条工具依据文字的笔画顺序，将

书写中运转提顿的运笔痕迹绘制出来，在部分断笔处

有意地添加“牵丝”，从“意连”向“实连”转变，

使文字线条更为完整。这对立体化文字动势的产生和

笔画的通畅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使文字笔势

相连、上呼下应、意气周流。 

3.2.3  拓扑空间块面 

平面书法的空间结构是通过笔墨线条在二维空

间中的长短、粗细、浓淡、枯润的对比产生的视觉联

想。而立体汉字的空间结构是指笔画在三维空间中的

排布。拓扑三维立体的空间面这一步骤是实现文字立

体化的关键。 

步骤一：根据绘制出的笔画动势线，在 Rhino 中

使用 Ts-pline 的“追加面”工具，以绘制四边面的形

式拓扑出文字的基本形态。 

步骤二：通过移动拓扑面的“边线”将文字的笔

画往画面的垂直方向移动，尤其注重在动势线的转折

及相交处面的前后遮挡关系，使笔画线条连绵回环，

在三维空间中不断强化变化、逆转与倾斜的结构，从

而成为一种具有运动感的三维立体图像。正如阿恩海

姆所言，任何物体的视觉形象，只要它显示出类似于

环形轨迹、倾斜的方向等表面知觉特征，就会给人造

成一种正在运动的印象[11]。 

步骤三：调整文字面的衔接关系。在笔画行笔的

中部面与面衔接“平缓”，笔画的转折处面与面的衔

接“峭拔”，从而展现出了书法线条的张力和立体线

的笔势。 

3.2.4  构建立体形态 

“面”往垂直方向拉伸便形成了“体”，构建立体

形态的过程便是将汉字的所有笔画看作一个立体结

构，向不同方向、不同空间拓展形态的过程。在拓展

中必然与平面的文字造型有一定的形态差异。但是一

个式样要与另一个式样相似，重要的一点便是结构骨

架达到足够的相似，哪怕他们之间在别的方面的一些

差异，都不会造成很大的视觉障碍[12]。 

步骤一：通过 Ts-pline 的“偏移面”工具，将空

间中拓扑出的面“挤”成体块。 

步骤二：以 Ts-pline 的“圆滑”工具切换模型的

方圆形态，查看模型与汉字平面的外形差异。并通过

点、线、面的移动来调整形态。调整中必须保证结构

骨架不变，以确保文字形态的相似。 

3.2.5  添加笔法质感 

书法中通过笔墨线条在空间中提按、顿挫、使转

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这种书法线条、点画富有变化，

被称为笔法。而立体化汉字是通过三维形态来表现

的。文字的肌理、质感，行笔的粗细、缓急，空间的结

构、扭转以及文字造型构成了立体化汉字新的笔法。 

步骤一：将构建好的模型放入渲染器中渲染，为

文字添加墨水的质感。通过调整“灯光”来控制文字

的明暗光线变化，以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 

步骤二：将模型渲染成图片，导入到 Photoshop

之中进行细节的添加和装饰。如在笔画中间夹杂着丝

丝点点的白痕增加飞白效果带来的笔墨趣味。笔画起

笔、收笔处添加飞溅的墨水，强化文字的动势和视觉

张力。 

3.3  设计成果 

笔者在汉字立体化的实践探索中完成了两件设

计作品，其中作品《空间中的汉字》获得 2017 年视

觉传播类红点设计奖，见图 7。作品以怀素的《自叙

帖》为蓝本，力求延续草书连绵环绕，字形奇变的特

点。在作品结字章法上注重笔画之间的呼应、照顾、

穿插关系。正如朱和羹所言：“凡作一字上下有承接，

左右有呼应，打迭一片，方为尽善尽美”[13]。文字布

局章法是草书的核心要素，因此作品在章法这一视觉

叙事手段上完全遵循《自叙帖》原作，而在文字的笔

法形态上做了较大的省略。立体化的汉字完成了两个

意义层次的传达，首先作为文字符号的能指，传递出

文字背后的意义的所指。而作为图形符号的能指采用

金属作为文字的材质，飞舞的金属线条仿若静止于空

间中的文字雕塑，传递出书法“刚则铁画，媚若银钩”

的审美特点，使观者感受到传统书法与现代表现形式

碰撞出的新颖视觉体验。 

海报设计作品《凝墨书》（见图 8）入选 ADCK

亚洲设计展。该作品以行书的“武侠”二字为基础，

在空间立体形态下寻求书法的笔法动势和笔墨趣味，

以丰富的笔墨细节和立体空间形态构成新颖的视觉

效果。一方面作为文字符号的立体化汉字具备形意表

达的一致性功能，另一方面作为图形符号的立体化汉

字让观者产生丰富的联想。在空间中挥舞的动势和飞

溅的墨水使人联想到侠客练武的身姿和快意江湖的

豪情，同时画面中的文字和图形的呼应关系为海报增

添了故事性。 



第 42 卷  第 14 期 韦锦城：汉字立体化设计的实践探索 387 

 

 
 

图 7 《空间中的汉字》 
Fig.7  “Chinese Characters in Space” 

 

 
 

图 8 《凝墨书》 
Fig.8  “Solid ink font” 

4  结语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多元化的表现形式是汉字设

计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文字的形意表达和情感传递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14-15]。汉字立体化不仅是一种新颖

的视觉形式语言，更是文字向三维甚至多维拓展的新

思路，有助于文字更为丰富的情感表达。本项目的汉

字立体化实践过程和研究成果可以为后续汉字设计

者提供一定参考。虽然汉字立体化设计还处于初级阶

段，但科技发展也为汉字与各个领域、各种形式的结

合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能，从平面到立体，从静止到

互动，从单一到多元，汉字的立体化必将呈现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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