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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 中文字體種類與使用時機
1.漢字字體種類

漢字字體主要分為宋(明)體、仿宋體、黑體、宋黑、楷體、手寫體和美術體。

“宋(明)體”起源於北宋，定型於明代，故又稱“明體”。特徵為字形方正規整，筆劃豎粗橫細，棱角分明，結構嚴謹，整
齊均勻，起筆、收筆和筆劃轉折處吸取楷書特點而形成修飾性的筆型。宋體是應用最廣的漢字印刷字體。

依據字面的黑度可分為超明體、特明體、粗明體、中明體、細明體等。粗明多見於書刊標題和海報與廣告標題字，細
明體最適合排印長篇正文，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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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體

“仿宋體”又稱真宋體。其特點是宋體結構，楷書筆法，字行娟秀，筆劃細勁，橫直粗細勻稱，字體清秀挺拔，常用於
排印詩集短文、標題、引文等，雜誌中也有用這種字體排整篇文章的。多用於排印古籍正文及各類書刊中的引言、註
釋、圖版說明等，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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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宋體

“黑體”又稱方體、等線體。受西文無襯線體的影響，於20世紀初在日本誕生。字形略同於宋體，但其特點是字面呈正
方形，字形端莊，筆劃橫平豎直等粗，粗壯醒目，結構緊密。

黑體字有超黑體、特黑體、粗黑體、中黑體、細黑體等，它適用於作各種海報與廣告的標題或重點標題，粗黑體因色
調過重，不宜排印正文。細黑體通稱等線體，可排印短文和圖版說明，以及內文說明等，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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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儷黑金”兼有宋體的典雅美觀和黑體的穩重敦厚，常見於報刊的標題，廣告導語和展覽陳列，如圖示。

[img]http://farm4.static.flickr.com/3474/3937604516_2d4cea720d_o.gif[/img]

“楷體”又稱活體。其特點是字形端正，筆跡挺美秀麗，字體均整，用筆方法與手寫楷書基本一致，初學文化的讀者易
於辨認，所以廣泛用於印刷小學課本、少年讀物和通俗讀物等，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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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體

書法體

適用於富有傳統或文學氣息的設計或刊物

篆書
有西周后期的大篆和秦時的小篆二體。篆書，具有古代象形文字的古樸感，其圖形的抽象趣味在近代的篆刻上常被藝
術化了。在現代的應用美術中，尤其是國內設計界多把篆書應用于賀年卡、請帖、徽章圖案等設計。

隸書
源於秦代，取大篆與小篆的筆法，加以減省整理而成。隸書不僅變秦以前字體的曲線為直線，變劃為點,變圓為方，
且漸脫離形進於意符，隸書的特點是：一、每個字有一處（橫劃與右捺）帶有波勢的裝飾筆。二、橫劃以右斜落筆書
寫。在廣告設計裡，凡公司。行號或展示會的全名設計（合成文字）常用隸書，可表現傳統的權威感。

草書
有組織系統的節省字體。創自漢初，其演變過程是先有“章草而後有“今草”至后又有“狂草”。一般草書在造型上難為大
眾了解，又缺乏實用與易讀性，不適用于一般文字設計用。不過用於感謝等需要表達親切印象時，因草書具有個性，
即信賴、親切、高雅等特性用之得法也不失為好素材。

正書
又稱“楷書”，揉和隸書、草書而成的一種書體，至今已成為一般書籍信件最通行的標準字。現在印刷活字的“正草”就
是傳統的“正書體”，它的筆跡有力，字劃清楚，易讀性最高。

行書
是正書的變體。中國文字，自唐以後，即少變化；而行書就被認為最流行的字體，一直沿用到現在，在實用美術上仍
保有崇高的地位。行書易識好寫，實用范圍廣。目前社會上除了印刷及重要文字得用正書字外，日用文書一般都用行
書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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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寫體”是一種是現代風格的自由手寫體。現代風格的自由手寫體有廣告體、POP、海報體和新潮體。手寫字體只宜
排印字數較少的篇名題目。並且應該避免在同一場合下使用兩種不同的手寫體，因為這類字體各有其顯著的形式特點
，很難形成統一的風格；反之，手寫體與宋體、黑體等組合可相得益彰，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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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寫體

“美術體”為了美化版面，將文字的結構和字行加以形象化。這些字一般字面較大。
字形結構更趨於幾何化並具有鮮明的風格特徵，它可以增加印刷品的藝術性。
大多適用於廣告展示、書刊封面或標題，不宜排印正文，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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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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