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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设计》

内容概要

本书的内容涵盖了字体设计理论，字体设计发展，字体设计创作及字体设计应用等诸多基础理论，并
在理论知识和设计实践上进行了相应的结合，在编写的过程中《字体设计》尽量做到信息全面、内容
丰富、资料准确。希望通过本书，会有更多的人热爱字体设计，并致力于字体设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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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原川   1992年毕业于无锡轻工业学院工业设计系并留校任教，现为江南大学设计学院视觉传达系主
任。长期致力于教学、研究与设计工作，曾从事汉字意象及中国图形观念性设计，组织并参与了大量
国内、国际活动，多次参加国内海报邀请创作，汉字海报作品曾参加德国、日本、美国、瑞士的海报
展览，并被海报博物馆收藏。设计作品曾多次获得国际、国内奖项。2003年创办了视觉动力设计研究
中心，旨在倡导国际问的设计交流活动，同年与设计同仁组织了“X动力”设计节，并使x动力设计活
动成为和政府合作的长期正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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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陶器符号 在不同地点、不同时代、不同式样的出土陶器上，刻有不同的符号，看
上去好似文字，又好似几何图形。这些符号到底标示着什么？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都费了不少时间
去研究和探索它，但都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是古汉字的雏形；又有人觉得这不是文字，
可能代表器物所有者和制造者的专门记号i也有人认为，几何符号是原始社会的文字。不管怎么说，这
种符号所代表的只是同文字起源和发展有关的原始资料，而不是一种完整的文字体系。20世纪30年代
初，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章丘县城子崖新世器时代出土的陶器上曾发现有几个刻画符号。50年代，刻绘
符号在黄河流域的大地湾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长江
流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北方的红山文化以及东南沿海诸
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上不断被发现。这些陶器上的符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形体
比较简单的几何符号；第二类是像具体事物之形的符号。 在第一类中属于仰韶文化的陶器居多，半坡
遗址出土的陶器最具有代表性，仰韶文化的刻绘符号大多数以直线为主，比较简单，刻画部位也基本
上局限在陶器中沿，反映早期符号的幼稚。已发现的半坡类型符号，大部分都刻在不同陶器的同一部
位上，规律性很强，有些符号不但重复出现在器物上，而且还出现在不同的遗址里。这似乎表明这种
符号已经比较固定地用来表示某种意义了。鉴于这些距今六七千年的半坡符号比汉字形成的甲骨文时
期要早三千多年，如果说半坡符号是汉字的雏形，那么经过三千多年的发展，甲骨文的成字程度理应
大大提高。所以这些半坡符号除了少量的记数符号被汉字吸收外，还算不上文字。 在第二类象形符号
中，以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陶器最为明显，在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的象形符号与同
期诸城前寨遗址发现的象形符号相同。对于这种象形符号，专家们有两种解释：一是古文字；二是属
于用图画记事的某种表示。有很强的象形性，呈现了文字的雏形。江西清江县吴城发现的陶器符号有
四五个字至十来个字是在一起的。河北藁城县台西的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的文字和符号都是单个
刻在陶器上的，其中有“止”、“刀”、“目”等字。由此可见商代后期的符号已经能够记录语言，
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相当成熟。但与甲骨文相比还是显得在写法上保守，图画的意味太浓了一些。 通过
考古的长期发现和研究，刻绘符号的延续性很长，在它的发展中，一部分进步的符号由于人们在生产
、生活、交流中经常使用的原因，逐渐演变为记录语言的文字，为汉字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决定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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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美术院校新设计系列教材:字体设计》融入了作者多年的教学实践、设计实践心得，收录了江南
大学设计学院历届许多学生的课程习作，也提出了字体设计教学的一些新的训练方法，相信会对广大
艺术院校的教师、学生及专业设计师有一定帮助，不足之处也希望得到诸多同仁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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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关于汉字的运用，有空就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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