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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汉字作为自我表达的终极形式，艺术疗愈当仁不让，但在居家隔离疫情政策下，人们的沟通仅

限于移动端交流，冷冰冰的电子屏幕里不断刷新的文字信息枯燥乏味，缺少关怀性的互动。因此将传

统静态的字体视觉转换为动态可变的形式，既能同时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还可以提供正向的情绪疏

导作用。而一切互动的可能性都从用户的感官触动开始。本文所探讨研究的动态可变字体重在可变字

体动态形式的互动，通过可变字体适应界面上的动态可变性，提高了传播内容的表现力，使传递的信

息充满活力，趣味性更强。通过这样充满关怀的人机互动行为，信息可得到双向的传播，从而达到治

愈人心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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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ur country, Chinese characters are the ultimate form of self-expression, and aesthetic ed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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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is a must. However, under the home quarantine policy, people’s communication is limited to 
mobile communication. The text messages that are constantly refreshed on the cold electronic 
screen are boring and lack caring interactions. Therefore, transforming the traditional static font 
vision into a dynamic and variable form can not only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but also provide positive emotional guidance. The possibility of all interactions starts from the 
user’s sensory touch. After the user learns the content of the text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face, 
the beauty of the font design form can be used to heal the emotions. The dynamic variable font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dynamic forms of variable fonts. By adapting 
the variable fonts to the dynamic variability of the interface,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communi-
cation content is improved, and the information transmitted is full of vitality and more interesting. 
And with the response speed of the barrier-free function, it brings meticulously customized user 
experience to users. Through such caring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behavior, information can 
be transmitted in two directions, so as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healing people’s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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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代背景下的汉字疗愈 

1.1. 疫情下的情感需求 

疫情的爆发和其伴随而来的行动限制等防控政策，人们的精神世界与社会文化都在接受各种各样的

正向或负向挑战。为了调节人们心理健康以及反过来其对社会所带来的负面情绪，艺术疗愈显得愈来愈

重要。艺术疗愈这一概念由美国精神医师南姆博格所提出，以音乐、绘画、舞蹈等媒介作为载体[1]，将

艺术和心理学完美结合的心理治疗介入方法。通过挖掘创作冲动从而达到心灵疗愈的效果。以一种非语

言沟通形式来抚慰人们的负面情绪。艺术疗愈也在 1969 年被“美国治疗协会”通过多项研究证明其有效

性[2]。在由阿兰、德波顿撰写的《艺术的疗效》艺术中提及到“艺术是一种治疗工具，能够帮我们过上

更加美满的生活”。作者认为艺术不应该是高高在上、供人膜拜的研究对象，而是应该被当作一种工具，

用来治疗人们心理的弱点，帮助我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因此不仅艺术家可以通过艺术创作达到自我疗

愈，这种方式同样也适用于普通大众。通过这些艺术创作释放不安的情绪，传达心理需求。 

1.2. 汉字疗愈的可能性 

汉字疗愈的可能性来源于其具有的两个特性：一、语言性，二、艺术性。首先语言性体现在其字意、

词性，以及单字组合做词组表达其他含义这几个方面，这是因为汉字作为汉语交流信息的载体，是一个

书写符号，这就和拉丁字母的分析语音的功能一样。因此汉字作为语言的外化，它是规范、标准、统一、

静态的。而汉字的艺术性则可以追溯到象形文字的出现，由图形逐渐演变，看字形就能辨别出来，具有

博大精深的视觉美感。可以通过汉字的象形、会意、指事等表现出来，在甲骨文、小篆、隶书、行书这

些字体书写中都有迹可循[3]，在甲骨文中，一个单个汉字的写法也有些微妙的变化和形态。例如图 1 中

“龟”字，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写法，其字形有的犹如一只正在爬行的乌龟，有的好似一只被翻过身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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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上的乌龟，不同视角所观察的乌龟在外形上会有所不同，因此汉字的艺术性是独特、创新、不拘谨、

动态的，也是区别于其他语言的重要特性。 
 

 
Figure 1. Oracle bone script “turtle” 
图 1. 甲骨文“龟”写法① 

 

如今当下“新中式设计”的盛行掀起传统文化再创新的浪潮，体现了我国“文化自信”的深入人心。

汉字在拥有独特文化体系的中国有着崇高的地位，其所承载的文化力量是磅礴的，民众长期受汉字文化

熏陶，在通过汉字传达信息交流时，逐渐对汉字本身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发现它横撇竖捺中流露的美

蕴，是自我表达的终极形式。 

2. 数字化汉字的困境 

2.1. 技术时代媒介转化的情感流失 

新媒体时代，人们获知信息的媒介重心早已转移到电子产品。可遗憾的是在移动媒介出现后的许多

年里，我们却无法将所有美观有趣的汉字设计应用到线上来。超负荷的繁杂信息造成人们视觉疲劳，精

神麻木。尤其是在疫情常态导致人们的沟通更多选择线上，汉字语言作为沟通的桥梁与人们的生活密不

可分，然而如今手机的绝大数操作界面所显示的文字都是黑体宋体，客观、冷静，毫无生气，除了信息

传达功能以外，没有其他形式上的个性表达和情绪的感染，并且由于无法面对面交谈，可能会出现字面

上的歧义或者感情表达不到位的情况。 

2.2. 传统作图工具的限制 

在设计过程当中，字体设计师创作的最大的阻碍就是工具的使用，在作图软件操作中，经常会出现

最舒服的字体样式刚好卡在两个字重中间的情况，我们要么用描边或用钢笔工具一笔笔的画出来，要么

根据现有的字重委曲求全，这就破坏了字体本身的美感，极其影响设计师的工作效率和用户的视觉体验。 

2.3. 性能考虑下的流量节省 

在实际网上浏览界面信息内容情况中，为了能够在网络上使用链接或嵌入字体，我们就必须通过让

每个粗细、变体或宽度包含一个单独的字体文件来做到这一点。这也意味着加载的字体越多，对下载时

间、数据使用和最终页面渲染延迟的影响就越大，访问者的浏览器必须花费时间下载您正在使用的字体。

更糟糕的是，如果加载超时，访问者可能永远无法看到设计的内容。 
我们无法兼顾字体美观度和用户的最佳体验，尤其是在这个超负荷的信息洪流时代。为此很多传播

者不得不牺牲文字的可玩性，这也就意味着在无论你是什么年龄段的使用者，所看到的字体都是一样的，

总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儿童、老年、视弱群体的需求会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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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静态的字体早已不再满足新媒体环境下的这些要求，动态转化是字体设计的必然趋势[4]。人们

更渴望能有多维度多感官的有趣互动为他们提供正向的情绪疏导。而恰恰可变字体的互动主要作用在传

播者–传播内容–受众三者之间，“动态”的改善以上种种问题。用户通过“调节轴”的无极滑动适合

自己的字体形式，满足自身需求从而实现在情绪上的疗愈。 

3. 什么是“字愈人心” 

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汉字可以作为自我表达的终极形式，对于国人的审美疗愈当仁不让。从甲骨文

到当代计算机处理的字体，汉字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在造字原则上也由表形变

为表意，甚至可以达到形声合离的美好境界。现代生活中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尤其在中青年群体或多或少都

会有一些隐匿性的抑郁，不同视觉形式语言的字体所传达出来的视觉心理感受有所不同，例如图 2，雅达

利街机字体中，其街机风格的像素字体所带来的复古怀旧情感[5]。这是由于红白机、小霸王游戏机在国内

风靡，正是 70、80 年代出生的人们的童年成长时期，也是他们心理记忆形成的重要时期。在电子游戏中体

验到的视觉经验深深印刻在其记忆里。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是带有马赛克的略显粗糙的像素元素让他们童

年充满了乐趣。因此带有颗粒感像素点的字体能够满足 70、80 后童年游戏体验的怀旧情感需求，给人带来

复古怀旧的情感。由此可知不同艺术风格的字体带来的情感体验就好比不同的疗愈“药材”，需要发现字

体本质，了解其视觉特点，然后对症下药，从而达到“字愈人心”的美好结果。例如本文所探讨研究的可

变字体的美育表现重在可变字体动态形式的形意互动，通过可变字体适应屏幕的动态可变性，提高了字体

的表现力，使传递的信息充满活力。并随着无障碍功能的响应速度给用户带来无微不至的定制化的用户体

验，通过这样充满关怀的人机互动行为，信息可得到双向的传播，从而达到字愈人心的最终目的。 
 

 
Figure 2. Atari game fonts 
图 2. 雅达利游戏字体② 

4. 可变字体：动态提升用户体验 

4.1. 什么是可变字体？ 

“可变字体”是源于 Adobe、Apple、Google、Microsoft 等和独立字厂和字体设计工作室联合在 2016
年发布的 OpenType v1.8 字体格式规范。用字体压缩包去形容会更加容易理解[6]：一款单一格式的字体

可以完全扩展表现为多个字体形态，全部的字宽字重变化、几何倾斜等汉字视觉矫正的这些调整细节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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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囊括在一个字体文件中，超过了常规字体家族的变化空间，从图 3 可知，其文件内存却远远小于

以往任意一款单一字体包的大小。总结下来就是小内存、高效能。 
 

 
Figure 3. Variable font and normal font file package memory size 
图 3. 可变字体与普通字体文件包内存大小③ 

4.2. 动态调节，对“症”下药 

可变字体的插值优势可以让字体粗细无级调节，用户能够根据需求自行调整，将字体调整到用户最

佳合适的形态。这些灵活性和多用途性为所有互联网用户提供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是传统标准字库所不

具备的特殊属性[7]。 
然而以上功能操作的实现都离不开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轴”，没了它可变字体也只能是概念

上的美好。在图 4、图 5 中，通过左右滑动“可用轴”就可以控制文本精确的字重、字宽、字高、中宫

等，实现字形平滑连续的细微调整，从而能够轻易获取满足不同版式设计需求的定制字形。 
 

 
Figure 4. Word reconditioning before 
图 4. 字重调节前④ 

 

 
Figure 5. Word reconditioning after 
图 5. 字重调节后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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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常规字体相比，可变字体需要几个额外的数据表。第一个是“字体变体”，它设置了字体字形改

变形状的抽象设计空间。由许多“变化轴”组成，每个轴都有一个最小值、一个默认值和一个最大值设

置。每一种可变字体至少有一个变化轴；第二个需要的表是“字形变化”，它精确地定义了字形的控制

点如何随着轴设置的变化而移动。通过在每个轴上设置位置，字体会调整每个字形，从而创建一个新的

字体虚拟实例。图 6 显示了具有两个轴的字体：粗细和宽度。每个轴有 6 种变体，我们在一个文件中创

建了 42 种不同的字体。但是，理论上每个轴的变化数量可以达到 1000 个，通过构建一个 1000 × 1000 的

矩阵，可以实现一百万个变化。如果我们引入第三个轴，我们会达到十亿种可能的变化。 
 

 
Figure 6. Variable font matrix 
图 6. 可变字体矩阵⑥ 

4.3. 互动创造良好用户体验 

汉字对国人的心理与生理之间的深远影响是从上下五千多年沉淀下来的，可变汉字在“疗愈”的

过程中“互动”这一行为是必不可少的[8]。“互动”一词原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计算机产生后，

互动的双方又扩展至人机的操作活动中，无论互动双方是谁最终还是以人为主体，以互动性为导向。

只不过是从原来的单一感官互动发展为综合性的互动思维，通过多维度、动态化、交互性的双向思维

方式来引导。这样的互动行为就好比中医在诊疗当中首先会对病患进行把脉，了解其身体状态再为其

诊断治疗。 
多感官互动的参与符合现代人类获取信息的喜好方式。其动态不仅只是从字体形态上变换，更重要

的是加入了时间，与声音、图像、影像、视频等视觉形式 
载体，一种多感官参与的互动体验[9]，区别传统静态字体的“传播”，动态可变字体强调的是“互

动”可以随时调节，充分展示动态可变字体的“疗愈”功能。 
纸质媒体上的字体在阅读的时候容易产生视觉疲劳。而在新媒介中被用户调整后的字体通过设定好

的运动轨迹变换着形式，加深了观者的印象，在视觉、空间、心理等多方面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感官冲击，

观者会主动想去体验、思考、接收汉字的内容与精神的传达。 
如果说动态形式的加入让汉字丰富起来，那么汉字构形思维能让文字有意义起来。设计者不仅仅是

要从结构、笔饰的形状特征来设计可变字体的动态转换，还需要将汉字书写的运笔顺序、互动特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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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特性等多种设计特点融入到设计当中去，加入时间维度，增加文字表意的叙事性。让受众通过触摸

等一系列操作参与信息阅读的互动。 

5. 可变汉字从何疗愈 

5.1. 情绪互动 

可变字体如果只是停留在让文字动起来的技术层面，他注定也只不过是流行趋势罢了，中国汉字设

计遵循历史发展脉络，顺应时代审美观念的变化，在中国美学史上散发着熠熠生辉的光芒。其背后所蕴

藏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才是真正疗愈逐渐匮乏的精神世界的长久良药。 
不仅仅止于视觉语言，更蕴含着饱满的情感张力，文字与图像交织，汉字力量与时代技术的进步相

融，籍由设计师的细腻表达，由动态可变字体所传递的共通情绪和精神释放。观者得以获得感知上的共

鸣。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改善和提升各年龄层人们的情绪之健康。重视中国汉字的疗愈功能，更切实贴合

我国当代人身心需求，也利于发展拥有稳定人格、艺术思想、美的人。 

5.2. 专注有趣，增强文本可读性 

汉字是我们说话的声音，有其字面含义，笔画结构也是有情感的。闭上眼睛，当对你说出“浪漫”

时，我们几乎不可避免的在脑海里自觉性联想其汉字形象，当每个笔画慢慢在脑中书写的时候，与这个

浪漫有关的画面也浮现出来。所谓“书画同源”，我们知道的事物与我们看到的描述该事物的印刷或投

影的汉字联系起来的过程是动态过程，想象一下，单击Bold 按钮会在 Regular和Bold 之间进行动画转换，

巧妙地告知用户它们之间的许多可能性。 
动画选项虽然只是可变字体的一个附加值。但正是由于动画可变字体，我们将看到更具表现力的交

互设计和更漂亮的动态排版。动画虽然有时会被滥用，但肯定可以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10]。 

5.3. 提高综合媒介的切换速度 

可变字体的革命性在于它们允许设计师将不同的样式存储在一个文件中。这样对于访问者来说，无

需为每个重量、宽度和风格细节的变化下载多个文件。由许多字体粗细构建的清晰信息层次结构的网站，

无需等待兆字节的网络字体即可加载网站。例如，一个应用程序可以允许平滑调整字体密度，让用户能

够在各种照明条件下设置最佳交互体验——用户经常访问的任何网站都可以受益。 

5.4. 响应式设计下阅读排版体验 

如果说我们对可变汉字的联想过程是一场舞蹈的话，那么文字排版就是舞蹈设计，创建或强调文字

与屏幕之间的联系，其基础是使事物具有可读性。细微差别在“可定义轴”之间建立联系。字体可以根

据所使用的物理变量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与传感器相结合，可变汉字具有巨大的潜力：当字体对其环境做出反应时，例如屏幕尺寸、环境光、

阅读距离或音频输入，这不仅开辟了设置排版阶段的新方法，还允许更精确的调整以增强文本的可读性。

阅读排版，我将其大致定义为更易于阅读的和引起注意的排版，这更多的是关于情感联系，让你停止你

当下所处的状态，以接受它所带来的阅读体验。而不是淡淡只考虑汉字在无数设备上清晰易读，当我们

只关注可读性时，我们最终会得到很多相同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注意力转向硬币的另一面。当我们专注

于情感时，我们就会变得富有表现力。如图 7 所示，如果屏幕是纵向版本，我们可以使用字体的宽度轴

来使用压缩变体，如果屏幕是横向版本，我们可以使用常规变体。我们正在接近导致响应式排版的字体

的流畅运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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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he arrangement of fonts in different media 
图 7. 字体在不同媒介中的排版⑦ 

6. 总结 

艺术是时代的镜子，在数字文化产业的驱动下，汉字的艺术疗愈在审美高度、意识形态与商业价值

的融合中焕发新生，带给人们全新的更好的体验，汉字疗愈还有多种可探索，动态可变字体是当下勇敢

的尝试，虽然新的技术也往往意味着兼容性比较低，适配的软件以及使用环境尚未全面覆盖，当下甚至

到未来可变字体还要面对许多未知的挑战，比如需要不断地去适配随着科技而不断涌出的新型移动媒介，

以及人口大国中用户群体的个性化。目前可变字体的功能在不断被开发，有越来越多的人秉持着“以人

为本”设计理念，在不同方向上探索，未来可变字体适配更多的媒介环境，汉字的可玩性也不再只是专

业字体设计师的独享，大众的参与度会越来越高，最终达到“字愈人心”的双方互利。 

注  释 

①图 1 来源：https://www.baike.com/wikiid/8819904243858450260?view_id=4zq4in2wqfo000  
②图 2 来源：https://www.ifanr.com/app/1422154  
③图 3 来源：https://www.yaonian.net/news/2721.html  
④图 4 来源：https://glyphsapp.com/zh/learn/creating-a-variable-font  
⑤图 5 来源：https://glyphsapp.com/zh/learn/creating-a-variable-font  
⑥图 6 来源：https://www.thetype.com/2016/09/10968/  
⑦图 7 来源：https://www.monotype.com/cn/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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