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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互联网时代语境下，新媒体以其传播高效、方式多样、交互便捷等特点赢得了更多用户
空间。研究在新媒体视域下字体设计相较于传统媒介的变化和优势，以及新媒体视域下新的字体设计创
作手法。方法 针对新媒体对当代字体设计的多方面影响，包括表现手法、实现途径及需求变化的对比
分析，研究其在新媒体视域下的变革与未来的发展。结论 新兴的技术手段对字体设计的影响越来越深，
也影响着字体设计创新的方向与设计手法。新媒体视域下的字体设计不再是单向的基于传统媒介的设
计，而是多维的、动态的，将时间、空间及抽象的视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借助新兴的技术手段和平台，
注重字体设计的体验和互动，可以使其变得更加贴近受众的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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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Design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edia 

LIU Hua-di, WANG Zong-hui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63,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et age, new media has won more user space with its characteristics of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diverse modes and convenient interac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nges and advantages of font design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me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edia, as well as the new creative methods of font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edia. In view of the influence of new media on contemporary font design, including the ex-

pression method, realization way and demand change, the chang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were studied. The 

new technology has more and more influence on the font design, and also affects the design method of font design inno-

vation direction. Font design under the new media field of vision is no longer one-way design based on traditional media, 

but multidimensional and dynamic. It is the integration of time, space and abstract visual emotional elements. With the 

help of new technology and platform,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experience and interaction of font design to make it closer to 

the real feelings of the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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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能维度上看，字体的形态不断演绎和完善已
然是不争的事实。以汉字为例，从陶文、甲骨文、金
文、小篆、隶书、楷书这样的发展次序中可以看出汉
字字体的演变规律，可以说物质技术的发展对字体设
计而言举足轻重。 

1  新媒体视域下字体设计的定义 

字体设计是设计师基于一定的目的，来对字体形

态、构成关系及风格特征等方面进行设计，其形式注

重结构、重心、笔画、字面、字怀等方面的推敲与考

量，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所在。英国艺术批评家伯格

说：“在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中，都不曾有过如此集

中的形象，如此强烈的视觉信息[1]。”这段话应是新

媒体时代下字体设计的 好注脚，时至今日，几乎所

有行业都受到用户体量的影响，设计行业尤为甚之。

新媒体视域下的字体设计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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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与更加严格的要求。 

1.1  新媒体的定义与特点 

“新媒体”是与传统媒体相区分的新名词，广义
上来说“新媒体”泛指承载作品的材质、媒介所使用
的是非传统材料，即纸张、画布、石膏、板材等以外
的材料。狭义上则指依附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
体而发展起来的，其通过整合电脑、手机等多个终端，
借助一对一、多对一、多对多等形式，向用户系统展
示更加具有娱乐性的服务形态的媒体模式[2]。文中的
新媒体是指在传统印刷媒介之外，依托于互联网信息
终端，如手机、电脑等的新兴媒体。 

随着互联网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和模式的

快速发展，互联网媒体已成为一种主流的媒体资源，

并且具备传统媒体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和特点。特别是

移动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结合，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方式。智能手机作为现代通信工具，其用途早已经

不仅限于打电话和发短信，已经深入到大众生活的方

方面面[3]。同时，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移动化浪

潮正在逐步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终还将改变商

业、工业及整个经济[4]。如今，多数人的闲暇时间往

往在微信、微博、Facebook 等国内外社交网站中度过，

人们从这些平台中获取各类新闻与信息，可见字体设

计在新媒体视域下发展潜力巨大。相较于传统媒体而

言，提供巨量信息资源的新媒体具备着传播的高效

性、效果的多样化等特点。 

1.2  新媒体对字体设计提出新要求 

字体设计旨在掌握字体的字形、结构、重心、字

重等原理，根据特定的主题要求设计出创意性字体。

其中又区分为美术字、标题字、标准字设计，这些字

体设计产品往往是企业和产品信息得以更为高效传

播的重要条件[5]。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们往往追求自

我与独特，字体设计的应用也逐渐出现于商品详情

页、公司网站、微信公众号与社交平台中，细分化的

字体设计在客观上提升了品牌形象，为其带来有效的

利益。此外，又因使用场景、行业背景、设计同质化

等因素的影响，受众们对字体设计开始提出了新的

要求。 

第一，字体设计在审美形态上的外在变化与要

求。特效化和动态化成为字体设计发展的新方向。伴

随着新技术所带来的交互性、实时性和多样性的特

点，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信息处理的便捷化与直观化的

要求，同时也成为了新媒体视域下字体设计的重要考

量标准[6]。同时，在互联网信息拥挤不堪的大环境下，

字体设计出现了将视觉识别度与视觉冲击力放大到

极限的趋势。这一现象的出现无疑是一种遗憾，较为

素雅的字体设计，如民国时期张光宇风格类型的字体

设计作品，已经较少在大型场合得到应用。 

第二，字体设计在传播媒介上的使用变化与要

求。如今，许多人都已经习惯于通过电子屏幕阅读信

息，传统的纸质媒体已经无法跟上如此快节奏的更新

与迭代。对字体设计的使用要求来说，用户端多平台

之间的适配是重中之重。字体设计在用户终端的显示

通常需要多方面兼顾，电脑、手机、平板三者之间的

平衡需要兼顾考虑，必须能够满足其在各平台上基本

的传达信息的功能，其次才是设计呈现后的审美要

求，如淘宝网，见图 1。新媒体视域下的字体设计呈

现 终效果时，往往会为其添加材质、肌理、动效等

特殊效果，从而使设计能够更好地传递出所需要的信

息与情感。 

第三，字体设计在创作途径上的媒介变化与要

求。20 世纪初的字体设计师们在创作时只有纸质媒

介，但优秀的字体设计作品仍层出不穷。相比过去，

今天的字体设计师们正越来越多地借助计算机辅助

设计，甚至有一些字体设计产品开始与人工智能相结

合，以此创作出更多、更出色的字体设计作品。因此，

纸媒途径与电媒途径的区别只是在实现手段上，对创

意而言并无本质差别，出色的字体设计作品并不会因

为创作过程繁琐而失去光彩。新媒体视域下的字体设

计师们在创作时往往选择将二者相结合，设计初期应 
 

 
 

图 1  淘宝网电脑和手机版 
Fig.1 Computer and mobile version Tao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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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纸媒途径，在确定其创意及想法后则开始应用电媒

途径将其呈现出来。 

大众对任何视觉文化的理解都不是在社会和历

史的真空中发生的，从事视觉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并不超越他们所处的历史和社会[7]。因此，新时代的

字体设计在迎来新的变化与要求时，也伴随着部分消

极的影响。字体设计在新媒体视域下其审美形态、传

播媒介及创作途径都产生了诸多相似的变化，大众对

字体设计的审美要求开始出现同质化严重的情况。在

腾讯与谷歌的新旧标志对比图中，腾讯与谷歌公司所

采用的都是极为相似的设计处理方式，即将较小的装

饰细节省略，用以简化字体的图形感，但保留关键性

特征来保持原品牌的记忆点，见图 2。 
 

 
 

图 2  腾讯与谷歌新旧 logo 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old and new logos of  

Tencent and Google 
 
由此可见，动态化、特效化的字体设计产品与快

捷化、流程化的字体创作方式已经逐渐成为了字体设

计的趋势所在。当然，虽然反其道行之的优秀设计作

品也有，但是谷歌、阿里、百度、腾讯等头部商业公

司所使用的设计方案，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时代人

群的审美习惯与审美要求，而这些公司所使用的字体

设计，大都是与新媒体环境相适应的简洁化、动态化、

特效化的设计。 

2  新媒体视域下的字体设计手法 

文字是承载信息和文化的基本载体之一，因此字

体设计在诸多设计门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与地

位。文字相较于图形，其优势体现在可以精确地传达

信息内容，但经过字体设计后的文字并未止步于此，

其不仅传达了基本的字面信息，还额外加入了更多隐

含的信息与情感，出色的字体设计正因如此而变得耐

人寻味、百看不厌。 

新媒体视域下的字体设计师们已经开始通过新

的表现方式与呈现效果，将视觉、听觉等多重感官体

验与字体相结合起来。首先，作为当今的时代产物，

字体设计的创作手法在体现创新性与个性化的同时，

也逐渐开始被总结进而体现出规范化、统一化与理论

化的特点。这一现象从当下所出版的大量的字体设计

书刊、杂志中即可见一斑。其次，相比传统的字体设

计而言，无论是普通的设计受众或是设计师，都可以

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字体设计的过程中来，这使字体

设计有了更加多样化的设计语言、设计手法。 后，

一些字体设计创作团体也开始与当下的热门概念人

工智能相结合。在设计的工作过程中，字体设计师们

负责提供想法和创意，人工智能则更多地承担基础性

的繁琐的工作任务，为设计师节省精力从而创作出更

多优秀的字体设计作品。 

2.1  视觉的动态化 

动态图形是电影的产物之一， 早的动态字体设

计源于电影的片头、片尾[8]。此时的动态化往往表现

为简单的缩放、旋转、位移等形式。例如，电影《十

字街头》见图 3，设计师不仅对“十字街头”字体本

身进行了图形化设计，同时加入了动态的位移效果，

虽然现在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放在当年无疑是大胆的

设计。如今，在新媒体视域下的字体设计，其呈现方

式与以往 大的不同之处，即在于使用了更多的动态

表现效果来呈现字体。这一改变于设计自身来说也是

意义重大的，它本身就是设计语言跨学科、跨领域合

作的表现，是信息技术与图形艺术相结合后的创新

体现。 
 

 
 

图 3  电影《十字街头》 
Fig.3 The movie “Crossroads” 

 

由此可见，美好现象的背后总是符合某种自然的

或人为的内在逻辑，动态化表现在字体设计中也是如

此。首先，动态的图像相较于静态的图像来说更能吸

引人们的视线，并能在相同的空间单位中传递更多的

信息，因此对受众来说动态的设计更简单、直观且便

于理解。其次，静态图片和动态图片 本质的区别是

时间的维度不同 [9]。字体设计在经过动态化的表现

后，加入了运动感与时间线，而基于运动感所带来的

轨迹、方向，与基于时间线所带来的动静、缓急，其

之间的融合给受众带来了更多的视觉体验，这些非平

面的设计元素则赋予了字体设计以性格与情绪。 

2.2  质感的特效化 

“细致入微”应是字体设计的要求所在，出色的

字体设计作品总是十分注意细节，而为字体附上材质

则是字体设计师们常用的手段。新媒体视域下的文字

已不再是简单的信息，此时的文字在传递本身字面意

义的同时，也担任着承载其他附属信息媒介的角色。

夸张与变形的字体设计方法早已在 20 世纪初的美术

字中发展成熟，经过夸张与变形的美术字在设计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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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充当配角、烘托主题的作用。而如今，字体设计

师们将文字本身当成主角，为字体本身的图形、线条

附上材质，使其更加贴合字体设计师们想要传达的

概念。 

当下，许多字体设计在文字本身的设计上，通过

计算机软件将许多不同的材质、肌理、质感、色调等

融入进去，使经过设计的字体变得更加“真实”。如可

口可乐公司宣传视频中的字体设计，其将“Cocacola”

文字中本身的图形元素附以“可乐”材质，见图 4。

相较于单纯地将字体在二维平面上设计成夸张图形，

通过这样特效化处理后的字体更具视觉冲击性，也提

高了字体识别度，也提升了受众对该字体的记忆与

印象。 
 

 
 

图 4  可口可乐 
Fig.4 “Cocacola” 

 

2.3  设计的智能化 

字库的字体设计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汉字

巨大的数量与繁多的结构，加之一个基本的汉字字符

集（GB 2312-80 标准）， 少也要 6 763 个才能够满

足常用字数的需求[10]。因此设计一套完整的字库是极

为繁琐的工作，往往需要投入极多的人力和物力。 

而人工智能通过训练数据选择，能够快速地总结

字形、结构的特征与规律，然后对字符图像进行二值

化，以及对图像区域进行填充操作来完成后续的设计

工作。因此，通过人工智能的辅助，字体设计的时间

周期将极大缩短。例如，阿里巴巴与汉仪公司合作创

作出的字体——阿里汉仪智能黑体，是由人工智能辅

以深度学习机制加工出来的字体设计产品，见图 5。

阿里汉仪智能黑体是由汉仪字库的字体设计师黄珍

元进行造型 设计，并且 通过阿里巴 巴旗下的 PAI 

TensorFlow 深度学习机制，让系统通过分析，运算出

全新字体设计字形、结构模式，进而让整套字体透过

基础字体造型衍生出完整的字体内容。此外，人工智

能对汉字的作用远不止于此，藉由人工智能技术导

入，甚至可以让电脑在学习过程中再现出古人的真迹 
 

 
 

图 5  阿里汉仪智能黑体 
Fig.5 Ali’s Hanyi intelligent boldface font 

字体，或许未来也能将其用于文物修复工作及其他不

同的创新运用中。 

由此可见，在未来的字体设计与人工智能的结合

运用中，能够在 大程度上简化设计师的重复性工作

的人工智能也许会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3  新媒体视域下字体设计的变革与优势 

3.1  字体定位时的载体变化 

随着字体设计的设计目标与传播载体更加精准，

新媒体视域下的字体设计日渐发展成熟，新媒体越来

越影响着字体设计的风格与趋势。 

传统媒体平台如报刊、杂志中的字体设计，在设

计理念上与新媒体有所不同，如报刊、杂志中的字体

设计其 终呈现方式立足于印刷工艺，在考虑视觉流

程时有着更加严格的原则与标准，其更多地考虑受众

的普适程度。然而，在新媒体平台中字体设计的自由

度更高，更偏向于个性化定制，用户能够体验到设计

师们更多的创意与灵感。例如，通过对 1949 年的电

影《丽人行》海报与 2014 年的电影《黄金时代》海

报进行对比，见图 6—7，可以归纳出以下 2 点。第

一，2 幅电影海报中文字部分的构图与排版极为相似，

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图 6 的字体在设计表现上较图

7 相比更为装饰化与平面化，更适用于纸质媒介。而

图 7 的字体呈现效果的完成度更高，无论是传统纸媒

还是新媒体都能够完美适配并表现出来。第二，从字

形设计上看，图 6 的“丽人行”无疑是非常出色的，

其中有许多值得琢磨的细节如“丽”的眉毛代表美女，

“人”的 3 撇代表 3 个人，这样的字体设计趣味性强

且内涵丰富。图 7 的字形设计则贴合电影故事内容，

传统的书法字体与烫金特效组合使字体年代感十足，

此外，若将背景中的汉字笔画特效看成字体设计的一 
 

 
 

图 6  电影《丽人行》海报 
Fig.6 Poster of the movie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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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电影《黄金时代》海报 
Fig.7 Poster of the movie “Golden Age” 

 
部分时，这幅作品在视觉表现上是极具冲击力的。两

者之间对比后可以发现，图 6 的字体设计在完成字体

的图形设计部分后就停止了，而图 7 在完成图形部分

的设计后持续设计直到完成质感效果的表现才结束

设计过程。 

由此可见，当字体设计的目标载体发生变化后，

新媒体媒介上的字体设计的优势在于其设计表现效

果完成度更高。例如，渐变、透明、发光等效果在传

统的物质媒介上显得更局限，交互、动态化、特效化

等字体效果在传统媒介中无法表现，而在电子荧幕上

无此限制。 

3.2  字体创作时的工具迭代 

传统媒体时代的字体设计创作，需要通过木刻、

铅雕、笔划的方式来完成，因其创作工具较为原始，

字体设计往往耗时、费力，修改方案时需要频繁地进行

重复劳动。然而，在今天新媒体视域下的字体设计中大

可不必如此，人们所接触到的字体设计门槛降低了。 

对专业的设计工作者而言，他们可以使用效率高

且功能复杂的专业设计软件，如 PS、AI、C4D、AE

等。通过对字体进行图形设计、特效模拟、三维建模

及动画合成的多软件合作模式，使字体的完成效果更

为出色。对非专业的字体设计需求者而言，字体创作

工具的迭代使他们也得到了巨大便利。许多操作简

单、效果快捷的字体设计软件，使社会大众能够得到

对字体设计的审美体验的同时，也扩大了受众对字体

设计的审美需求。如 ifonts 字体助手，即使是从未接

触过字体设计的非专业者，也可以依据软件中的特色

功能完成对艺术字体的简单编辑创作，见图 8。 

因此，从字体设计创作的角度来看，新媒体视域

下字体设计因其创作工具的迭代更新，相比传统媒体

而言，其创作的数量与难度显然具备着更大的优势。 

 
 

图 8  ifonts 字体助手 
Fig.8 Ifonts font assistant 

 

3.3  字体呈现时的感官体验 

人类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接触来

感受未知世界，通过对感官、对世界的体验使人体与 

环境产生更多的联系。五感之间并非相互独立的，而

是互通的，人类的记忆使五感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如

五感之中的视觉是 直接的感官体验，视觉上的感受

常常会影响到其他感官，看到美食常有人会下意识进

行吞咽的动作，看见针管有人会感到疼痛而下意识回

避。因此，在设计中带入更多的感官体验必然会对设

计受众形成相对深刻的印象，进而提升设计效果。 

审美是超越功利性的情绪体验，感知是生理器官

的信息接收[11]。新媒体视域下的字体设计已经不单是

视觉上的感受，字体设计师们将听觉、触觉等感官因

素加入到了设计的考虑范畴中。通过对字体本身肌

理、质感的把握，使受众有了触觉感受，而在字体的

终呈现时加入音效，为字体设计增加了听觉感受。

例如，大宋如歌影业的片头动态字体设计就添加了触

觉与听觉感官的刺激点，见图 9。在字体的设计呈现

时从视觉的角度切入，使用书法运笔的特效来唤起人

们运笔写字时的触觉体验。并且为字体添加了古琴弹

奏的背景音效，用以加入听觉感受，使作品更符合大

宋如歌这样带有传统韵味的名称。 

从字体呈现时的角度来看，相比传统旧媒体而

言，新媒体视域下的字体设计具备着更多感官体验的

优势。新媒体艺术凭借媒介技术的支撑，为观众提供

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感官刺激，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

式上都极大地拓展了审美体验的维度。由于审美体验

维度的极大拓宽，使设计受众在体验设计时留下了更

加深刻的印象。 

3.4  字体应用时的即时交互 

交互性是设计在受众之间参与感 强的特性，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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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大宋如歌影业片头动画 
Fig.9 Opening animation of “Dasong Ru Ge” pictures 

 
越的交互体验能够明显地增强用户黏性。字体设计在

交互设计中不仅承担了信息传达的功能，同时也具有

了信息引导、互动信息反馈、导航受众继续操作等作

用[13]。在新媒体环境下，能够实现即时交互功能的字

体设计相比传统媒体而言显然具备更大的优势。字体

设计通过部分具备即时交互功能的平台，能够实现用

户与用户之间或用户与平台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互动。

例如，在腾讯 QQ 聊天框中的字体选择功能，见图 10，

用户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与字号，并得到及时、有

效的反馈，这样的即时交互性使字体设计能够在短时

间内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 
 

 
 

图 10  腾讯 QQ 聊天框里的字体选择 
Fig.10 Font selection in Tencent QQ chat box 

 
由此可见，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视域下具备

即时交互性的字体设计具备更大的优势。传统媒体下

的字体设计是单向的，在用户的应用层面上是设计受

众被动地接受设计与信息。而新媒体视域下的字体设

计能够使受众更多地参与到设计过程中来，用户通过

向字体设置加工笔画、结构、字形，以及填充色彩、

肌理、质感等命令，使设计的主客体之间产生交流与

影响。 

此外，交互手段的便捷也会反向地促进字体设计

的发展。二维码设计改变了传统填鸭式信息造成的

传播障碍，借助平面设计信息的交互功能，将虚拟设

计作品作为一种服务性信息设计内容呈现在大众面

前[14]。未来新媒体视域下的字体设计也会诞生更多样

化的形式，使设计师们能够更加充分、完整地传达信

息、思想与情感。 

4  结语 

文字的使用在新媒体视域下已然比传统媒体承

载了更多的信息量，字体设计伴随着新的信息技术手

段的影响而日益深刻，其标准、手法、特征与立足点

都产生了诸多变化。在科技浪潮的带领下，一大批新

的传播形式迅猛发展，如个人公众号、直播、虚拟现

实等，字体设计与艺术化表现会越来越深入，字体设

计的界限也会越来越模糊[15]。 

新媒体视域下的字体设计应打破行业壁垒主动

寻求跨界与发展，将当代先进的技术融入其中以推动

其更好地发展。就设计途径而言，新媒体视域下的字

体设计与传统的字体设计相比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技

术支持，计算机辅助设计与人工智能的加入，使字体

设计变得更加便捷。就设计表现而言，新媒体视域下

的字体设计绝不是简单地为字体添加酷炫的特效，它

是多维的，是在传统二维平面字体设计的基础上将时

间、空间，以及抽象情感元素概念带入其中，以产生

更“真实”的设计表现效果。就设计内涵而言，质感

的特效化使作品由“抽象”迈入“真实”。视觉的动

态化使设计作品与受众有了更多的交流，让受众能够

理解到更多的内在的表达。交互的便捷化则让受众在

欣赏或使用字体设计作品时能够真正地乐在其中，它

打破了主客体之间的壁垒，使其能够角色互换。当代

的字体设计更应该把握住时代特色与审美变化，把新

媒体时代特征融入设计中来，从而创作出更多匠心独

具的字体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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