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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具有更多样的表意性" 报刊正文在编辑排版过程中!不容忽视汉字和字体作为#符号$的两重基本功效和任务%&&

信息认知和情感体悟!它们分别表现为字体的'适读性$和'形象性$( 字体因不同形态各具造型功能!直接关系文字)

文本的表情达意!影响传播效果" 编辑人员应该把握认知心理规律!树立'将汉字作为符号进行实际应用$的理念!提

高字体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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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文字到图像的认知

从符号学角度看"汉字和字体都是符号$索绪尔把

符号的形式称为%能指&"其代表的意义称为%所指&$传

播的过程即是一个互动双方通过 %能指& 符号来交流

%所指&意义的过程$ 人们对传播过程中%意义&的领会

与%符号&有直接关系"不同的符号会传达不同的意义"

差异既可能是巨大的"也可能是微小的$

语言文字是社会群体对其赋予了一致意义的符

号$汉字符号与事物意义有对应关系"传播者编码汉字

符号向受传者传达意义" 这是由于我们约定俗成地将

文字符号固定在了我们认知的%物化的或意识的&意义

上"实现信息传递的功能$在汉字符号传达意义的过程

中" 字体也扮演着附加在汉字符号上的另一种符号的

角色"影响文本本身的传播效果$这种效果在象形文字

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读图时代来临的今天"汉字已经不再单纯的是%记

录语言的符号&了$同一文本"以不同的字体作为存在形

式暨表现形式"能发挥不同的表达意义$ 字体是语言伴

生符'副语言("属于非语言符号"%副语言不仅仅对语言

起着辅助作用"它们本身也具有自己的意义&

&$'

$ 索绪尔

认为)%语言符号不仅把事物与名称结合起来了"而且把

概念和音响形象也结合起来了$ &

&%'同理"作为非语言符

号的汉字"在字体这个伴生符的促进作用下"能够超越

文字本身的%将事物形象与名称结合起来&的表意作用"

创造出不同的情感体悟传达给受众$因为加入字体的变

化"原本记录语言的汉字符号实际上演变为图像"而图

像则比单纯的文字符具有更丰富*多样的表意性$ 从根

本上讲"这是由于造型艺术对人的心理影响$ 由于传播

者明确了这种功效"在传播实际中反复运用"受众的理

解力*潜意识*认知风格都会适应这种感觉"从而分别对

各类字体形成较为一致的认知态度和情感体验$

笔者认为"字体作用背景下的文字是读者信息认知

和情感体悟的统一体$信息认知即读者通过文字符号领

会意义"讲究字体效果影响下的文字%适读性&+情感体

悟则是读者从字体存在暨表现形态中潜移默化感悟到

的心理效果"讲究字体效果影响下的文字%形象性&$ 字

体背景下文字的适读性表现为%利于流畅*快速地阅读"

而不要不时中断阅读去辨认字形或产生回行差错+可以

长时间连续轻松地阅读" 眼睛不会感到吃力和疲劳+在

适应阅读*表现笔画清楚的前提下"单位面积的版面里

字容量大$ &

&(' 文字的形象性依赖于不同类型字体的字

形*笔画特征"它由字体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形成各

种字体自成一派的造型功能"对读者施以心理影响$

二$影响传播效果的字体造型功能

传播效果是受众接受了传播媒介的信息后" 在思

想感情*立场态度*行为举止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它

是传播活动的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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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本版式!字体造型功能!文本内容等密切相关"文

本内容的表意基础是文字#文字的表情基础是字体"字

体因不同形态各具造型功能#直接关系文字!文本内容

的表情达意#影响传播效果"

我国报刊常用正文印刷字体主要包括$宋体#黑体#

楷体#仿宋以及由其延伸!以其特征为基本构架的变体#

如报宋!细黑!中楷等#其中又交叉包括由不同开发者设

计的同体不同风格的字体#如华文细黑!微软雅黑等"

%一&宋体类

宋体是当前报刊使用最多的汉字印刷体# 版本学

家这样定义宋体$'横平竖直# 横细竖粗# 起落笔有棱

角#字形方正#笔画坚挺"(

#$%宋体呈正方形#笔画末端有

'字脚('衬线(装饰#点!撇!捺!钩等笔画有尖端"

宋体有标题宋体和内文宋体两类"标题宋体#如老

宋!粗宋#横竖粗细相对较大" 内文宋体常见报宋和书

宋两类#分别用于报纸和书籍文字排版"早期因考虑报

纸和书籍的纸张质量差异和印刷技术# 报宋较书宋笔

画修饰夸张"

宋体结构均匀#清秀不失庄重#雅致又不张扬#显

得整齐!规矩!正式!典雅!大方#体现出中性特征)印刷

效果清晰明快#视觉识别度和适应度高#适合人眼较长

时间认读#阅读效果好"

%二&楷体类

楷体的笔画最接近手书字体#由隶书演变而来#继

承了毛笔书写风格# 书法美最明显# 可作为手书体楷

模#故名" 楷体横笔起笔尖#收笔圆)竖笔起笔略顿#收

笔微尖)撇笔起笔肥#收笔瘦)捺笔起笔瘦#收笔肥#左

右略作弧形)折内方外圆#钩半曲半直"

楷体笔画灵活自如#看上去笔笔不同#总体又协调

一致#错落有致#形神生动#富有情致" 由于笔画曲美#

楷体秀美适意#舒缓自如#呈现出随意!自然!生动!圆

润!亲切等特征#如行云流水#具有较强的动势美感#给

人轻松!柔和的阅读感受" 楷体字形中宫收紧#因而楷

体看起来比相同字号的宋体小#清晰度较宋体略差#在

宋楷相间组版的正文中有'小字(的俗称"

%三&黑体类

黑体在形状上把笔画加粗#各笔画粗细基本一致#

笔头笔尾均变方形#整齐划一#独具一格"

黑体具有突出性!号召性$字形方正饱满#笔画粗

重坚实#令人醒目#特别能引起注意)具有庄严性!稳重

性$给人严肃庄重的感受#透露出浑厚凝重的气度" 现

代性是黑体的突出特征$黑体与综艺体有渊源#因而渗

透着流行气息#尤其是黑体的变体和近体#如细黑!雅

黑! 细等线等" 当前走时尚路线的报刊逐步呈现正文

'去宋体化(的趋势#纷纷大面积采用黑体及其变体排

版#如*城市画报+*瑞丽+*花溪+等"

%四&仿宋类

仿宋在组版实践中具有独立地位# 不能单纯地将

其看做是宋体的变体# 应认识到仿宋组版应用的普遍

意义#单列为一类字体进行研究"

仿宋字身略长#中宫紧#笔画纤细均匀#横画略向

右上方倾斜#撇捺伸展#起笔与落笔有顿角#点!撇!捺!

挑!勾颀长秀丽#刚劲有力#古朴精细#韵意深长" 笔画

加锋较大#锋芒顿挫#刀刻味十足#具有文艺性和仿古

性的视觉效果"

三!当前流行正文字体的造型功能和传播效果

在出版业蓬勃发展#传统大报纷纷改版#新兴报刊

异军突起的背景下#第三代印刷字体应运而生"北大方

正在王选教授的中文自动排版技术的基础上# 根据人

的视觉生理!心理特点#设计出一系列更具适读性#形

式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书报正文字体#其中最典型的

是兰亭! 博雅系列字体" 近年来#*华商日报+*北京日

报+*重庆晚报+等陆续将'标题的字体从传统黑体改为

,兰亭黑-)新闻正文的字体从沿用多年的报宋体#改为

,博雅宋-" (

#"%当前风格时尚的期刊#如*凤凰周刊+*课

堂内外+*中国国家地理+ 等均不同程度地使用兰亭黑

和博雅宋进行正文排版"

兰亭黑和博雅宋在设计上打破了中宫收紧的方

式#改为大字面#舒展字架#增大内白#使笔画细腻流

畅#字形扁方#结构宽博"由于中宫开放#文字的辨认度

和阅读的流畅程度得到提高"与相同字号的书宋相比#

博雅宋在视觉上显得更大一些# 因而小五号博雅宋文

字可以达到五号书宋文字的辨认度#进而在整体保持!

提高适读性的同时可以扩充单位版面的文字容量"

这两种字体的突出共同点是字形扁方和现代感

强"单个字的宽度略大于高度#给人横向扩展的视觉效

果" 从生理角度看#人眼视觉范围的'宽(大于'高(#正

如当前电影电视流行'宽频(一样#因为人眼视觉范围

本来就是一个'宽频(#宽高之比大于 &!& 的形状更能

被人眼捕捉和适应"加之从左往右横向阅读的习惯#扁

方的字形促进了阅读视线的横向流动" '颇具现代气

息( 正是当前时尚类报刊对两类字体尤为青睐的重要

原因" 兰亭黑笔形简洁细腻#字形朴素清秀#线条刚柔

相济!富有弹性#改变了传统黑体的拙重感" 博雅宋简

约优雅#笔画粗细均匀#组成文字块后#重心平稳#具有

横向视线连续!纵向行距空旷的传播效果"

字体设计师朱志伟认为#人们阅读报纸%杂志&的

方式多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浏览" 设计报纸%杂志&的正

文字体首先要考虑方便读者阅读# 为读者提供快速浏

览的功能"因此#报刊正文字体设计的适读三要素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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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扁方#结构宽博#笔画粗细合理&'(

$

四!传播效果决定字体应用

宋体因清晰%高效的阅读效果适用于正文主体内容

的排版&宋体在编辑系统中是中文默认字体'就是因为它

清晰%规范'能够辨别生僻字'且支持多种字号的辨认&现

在的一般出版物和专业出版物都以其为主干字体&

楷体适用于通俗读物和儿童读物等的排版' 如小

学低幼段教科书'学生课外读本'或在普通读物中与宋

体相间组版'表示非重点正文内容'如批注%背景材料

等&中小学教材常以此区分课文正文和阅读材料&阅读

材料用同号楷体字排版'给人(小字部分)的感觉'看起

来轻松'避免越俎代庖%与课文正文相冲$ 楷体有让读

者感到亲切的功效'因而用于情感类%抒情类等内容的

排版心理暗示效果较好'可拉近传受双方的心理距离*

楷体最接近书写体'语言#对话#诗歌#散文等文学性#

生活化较强的内容适用楷体& 楷体比起宋体略显艺术

倾向'不及其规范化#正式化#商务化&

黑体因突出性和号召性适用于标题#重点文字*因

稳定性适用于公示#公告或关键内容*因其现代性'时

尚类报刊#广告宣传海报#商业 )*单等都惯用黑体及

其变体排版正文文字&普通黑体笔画粗壮'不适合较小

字号的辨认'不利于表达笔画过多的字'适用于标题或

大字号文字突出显示* 内文应该使用清晰度较高的黑

体变体'如细黑等&

仿宋适用于悦目的正文#注释#说明#古书封面#传

统包装设计#报刊小品文#诗集内文等'清秀的(诗词#

散文等轻松内容)可(与仿宋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

&+(

'

给人仿古#文艺的视觉感受& 仿宋字形清晰规范'适合

大段文字的输入'正如我国党政机关公文规定(正文用

,号仿宋字)

&-(

&

五!文字作为"符号#应用的意义

符号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媒介' 是表达思想情感的

载体& 字体表现背景下的文字' 构成两种符号的统一

体'更能发挥文字传递信息和表达情感的作用&用不同

的字体表现相同的文字'除了在(适度性)上有差异以

外'对读者进行心理暗示#影响文字表情达意的效果亦

有不同& 不同的字体会将相同的文字转变为意义有所

差异的(符号)'它们都具有特定的意义'起着加强符号

或传递文字以外情感的作用& 正如文字的笔迹也可以

反映出作者的性格#心情等背景信息一样'字体赋予文

字以灵性' 通过造型特征影响着读者对文字符号的接

收#解码和对信息意义的理解&$.(

&

树立(将字体作为符号进行实际应用)的理念'对

提高报刊正文文字的适读性' 促进读者对文本的信息

认知*对发挥中国汉字的象形作用'促进读者结合文本

内容进行情感体悟具有重要作用&

编辑排版过程中'不容忽视字体作为(符号)的两

重基本功效和任务& 根据不同字体的造型功和传播特

征' 明确他们各自的传播效果' 合理运用字体表现文

字'保证和提高文本(适读性)是基本前提'恰到好处地

通过字体形态渗透情感体验能让文字符号和内容风格

相得益彰&这是尊重信息传播和认知心理规律的体现'

是编辑人员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应该注意' 并且能够把

握的传播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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