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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非遗文化的视角下，将传统美术中书法所包含的草书形态与公共空间中的公共产品设计进行融合，实

现非遗文化走进社区，贴近人们生活的创新性转化。草书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较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本

身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对草书进行研究，并将其运用到公共产品造型设计中，对于设计本身和草书的

传承都具有创新性的意义。因此，文章主要阐述了非遗文化中草书的发展脉络，并对国内外草书形态在

公共产品设计中应用的相关经典案例进行分析：将草书特有的形态特征进行视觉化的分析从而在社区公

共产品中进行设计应用，丰富了社区非遗文化的输入，激发了人们对非遗文化的探索且促进了非遗文化

的发展和传承，使得非遗文化逐渐深入我们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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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cursive form contained in calligraphy in 
traditional art is integrated with the design of public products in public space to realize the inno-
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the community and close to people’s 
lives. Cursive writing, as a more distinctive art form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its own unique ar-
tistic value. To study cursive writing and apply it to the design of public products is of innova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design itself and the inheritance of cursive writ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
ly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of cursive script i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analyzes the 
classic cases relat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cursive script form in the design of public products at 
home and abroad: visual analysis of the uniqu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ursive script can 
be carried out in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community public products, enriching the input of 
communit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 stimulates people’s explo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ak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gradually penetrate into ou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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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书法在 2008 年(第二批)被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书法家协会申报并取得成功，它被划分到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美术类别。 
汉字书法被称为“书法”，是中国流传千年的一门传统艺术，用于书写汉字。经过数千年的发展，

中国书法从甲骨文、金文逐渐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并最终形成了东汉、魏、晋时期的草书、楷书、

行书等多种书体。书法艺术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视觉符号。它作为一门艺术，其中

也蕴含着丰富的美学精神，将其形态作为设计灵感和创作元素，与现代设计相融合，对于书法艺术来说

是一种传承，而对于现代设计来说也是一种创新[1]。通过书法作品，中国人表达了特有的人格风范和性

情志趣，书法已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非遗文化一一书法(草书) 

2.1. 草书的起源 

中国的文字从古到今，从未间断过，如同一条绵延不断的河流，从古代一直流淌到今天。中国在古

时候属于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那时，就有着自己的文字和语言。一个国家的文字承载着一个国

家的历史和文明，中国的文字始于图画，祖先们用一个符号去代表一类事物，但文字最初是图画文字。

从商朝时期把文字刻画在动物龟甲和肩脾骨上的甲骨文；到商周时期被称之为“金文”；随后在春秋战

国时期文字转化成大篆，直至秦朝，秦始皇规定使用小篆为规范文字。随着书写形式的形成和逐渐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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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篆字进行简化处理，被称之为“隶书”，人们书写时为了更加快速，书写方式更加便捷，于是草书的

形式就渐渐开始萌芽出现。 
草书中的“草”字，就有草创、潦草的意义，草书字体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书写速度的提高，它高

度概括了文字在偏旁和部首中的特点，形成了一系列有规律的规则写法，不仅提高了书写速度与效率，

还使整个书法融入了书写作者的性情，为以后各个书法家塑造书法个性发挥了作用。 
文字的演变一直到草书的出现，从草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现中国文字的发展是一脉传承的，文字

的演变随着书写速度的提高逐渐简化，草书也是在文字演变的长河中充分发挥着它的价值和作用。 

2.2. 草书的发展和演变 

草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战国中期，从汉代末期以来渐渐形成体系且一直发展到民国时期，先后经历

了战国中期–秦朝–汉朝–三国魏晋时期–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民国等时期，在各个历史时

期都有其发生的意义与价值和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汉代末期，草书发展成为章草，且发展的已经逐渐成熟和普及，当时一些书法家也创作了一大批的

作品；三国魏晋时期，章草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东晋之后，随着楷书的形成，章草的发展呈现没落的

趋势，但是书坛大家王羲之的出现将章草演变的更加流畅，被称之为“今草”，今草的出现使草书进入

一个全新的境界一直影响到唐朝的汉字发展；唐朝的张旭在王羲之的基础上，使今草变得更为潦草，笔

画也更为简省，于是“狂草”就出现了；宋代的黄庭坚在继承张旭狂草风格的基础上，又不断深入形成

自己的书写体系，使得狂草在宋朝达到成熟到了元朝，章草又得到了重视，唤醒了章草的生机，随着历

史足迹的向前迈进一直到民国时期草书又再次兴起，民国出现了一批草书书法家，如于右任，更是潜心

研究草书，最后总结了标准草书写法，使得草书具备了理论支撑。 

2.3. 草书的分类及其区别 

草书的分类有三种：章草、今草和狂草，这三个类别始终贯穿于草书的发展脉络，它们之间的关系

也是层层递进的，后一个类别是前一个类别成熟与优化的体现，见图 1。 
 

 
Figure 1. Categories and development of cursive script  
图 1. 草书的类别和发展脉络① 

 
草书书写类别主要是从字体结构，连带关系，偏旁部首和书写速度上有一定的区别。章草在结构上

像隶书一般，比较的方整和扁平，体势处于横式；用笔很多都保留隶书圆润的笔法，保留了隶书当中一

个明显的笔画——波挑；在连带关系上，只是单字之间笔画的呼应，并没有字与字之间的连带，相对来

说还是非常的规整，风格比较古朴典雅。今草已经完全脱离了隶书的影响，成为完全独立的草书书体，

一些方笔和折笔减少，使转和翻折增加，非常流畅，今草突出的特点，首先是在结构上已经不受方块字

的局限，体势比较的多变，线条如行云流水一般，非常的灵动多变；在偏旁部首上，更为精简、概括，

简化的程度提高，完全形成符号化的语言；在笔画的连带关系上，已经是字与字相互呼应，上下连贯，

表现出书法作品的整体性要求。狂草是在今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夸张了今草的体势和形态，它最

大的特点就是线条的充分表现和运用，突出了书法的连带关系，几乎把这种连带的关系表现到了极至；

它在偏旁部首上更为的精简，且同一个偏旁部首也出现了多种写法；它的结构形体已经没有特别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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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书写都是呈上下连贯的趋势行走，字与字之间连绵不断，上下呼应，连为一体；但是狂草书写难度

很大，变化多端[2]。 

3. 草书形态在公共空间上的设计应用 

3.1. 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就是指那些供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它包括街道、广场、居住区

户外场地、公园、体育场地等[3]。根据居民的生活需求，在城市公共空间可以进行交通、商业交易、表

演、展览、体育竞赛、运动健身、消闲、观光游览、节日集会及人际交往等各类活动[4]。社区公共空间

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它为大部分城市居民提供了社会交往及公共活动的空间，它是人与人相互联

系的场所，促进居民之间情感沟通与交流和公共意识的萌发与培育。 

3.2. 国内设计应用 

3.2.1. 2021 年“设计上海”中国草书公共座椅 
草书形态在公共空间上的设计应用相对来说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挖掘，国内提取草书形态从而设计

出相对应的公共产品中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草书公共座椅。该产品的设计师名叫杨阳，她将中国风

的艺术形态和气韵通过书法——草书来进行呈现，是对二维书法的三维表达。 
该产品是以草书为文化内核，座椅为载体，体现出书法字体与艺术的结合从而推动艺术设计的传承

与创新。它属于公共设施的范畴，把它放置于任何公共空间中都能够吸引人们驻足观看，给人们提供了

崭新的视角和机会，让他们去触碰艺术、文化，并于所在的公共环境形成互动。 
草书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设计师们通过对非遗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探索，深入发掘草

书的书写魅力，并以中国传统书法发展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为基石，将草书狂放不羁的韵味，传统书法

的发展脉络与公共活动空间中各项设施的设计三者进行融合贯通，从而打造出既符合当代人审美需求又

满足公共空间的价值的耀眼璀璨的钻石。使得我们的公共空间设计逐渐走向成熟，提高城市的整体设计

水平，营造一个美丽和谐的文明城市，并服务于城市里面的每一位人。 

3.2.2. 国风椅 
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之一，是无言的诗句、无形的舞蹈、无图的绘画、无声的音乐。书法在

书写过程中通过“摆动”、“平动”、“提按”、“绞转”等多种书写笔法形成了书法书写上的立体空

间。 
书法的成果是二维的，但是书法的运动过程却是三维的。该作品是设计师在书法的形成逻辑上并加

以创造出无数的形态和样式，将书写的逻辑融入到公共艺术作品中，增加人们与公共设施的可互动性；

运用现代材料与传统草书书法艺术融合，将书写过程中表面所形成的纹理反映到设计实践中，从而体现

出草书书法的路径、线条与毛笔运动的截面形成一种立体书法符号语言，将静止不动的公共座椅与马路

上形形色色的人们交相呼应，在满足人们基本的休闲和娱乐需求时，还能够增加人与物体之间的关联性。

通过创意的视角将空间、艺术和草书书法三者结合，使得将人们和美丽的城市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独

具中国风的艺术形态与气韵的公共艺术作品。 

3.2.3. 四川蓬溪书法建筑 
中国著名建筑师王永刚在四川蓬溪设计并建造了一组书法建筑，做为艺术交流、展示的空间。这不

仅仅是他开始试着与书法艺术家合作，而且最关键的是建立起与当地的生活环境发展密切相关的公共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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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刚将曾来德创作“芝”、“溪”、“河”三个书法作品在篷溪县城郊的芝溪河边上进行设计实

践。他之所以选择曾来德创作的书法作品为其设计基础，是因为曾来德的背景与四川蓬溪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曾来德就是从篷溪走出来的且具有创新精神的书法大家，王永刚将曾老对于家乡的情感通过书

写自然转移到这个特殊意义的作品中。力求将三个字的选址、动态、空间与现场最大化融合，并吸收“芝”、

“溪”、“河”里的草书章法、用笔和气韵的流露。 
书法的书写过程与音乐和舞蹈相似，流动的时间、节奏、韵律、象形、表达情感和意境。三个建筑

由河边湿地的长廊——“芝”、山脚下的艺术展厅——“溪”、谷底的艺术会馆——“河”，构成一个

书法建筑的群落，用三个小建筑来支撑河边湿地公园的空间结构。这三个书法建筑地，分别对应其内在

的生态性。跳跃的溪和舒缓的河不时唤起老蓬溪的城市记忆。将书法文化融入到公共空间设计应用中，

既体现了设计师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象征着新时代背景下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发展的人文

内涵。 

3.3. 国外设计应用 

3.3.1. 韩国草书飞龙桌椅系列设计 
韩国艺术家 Chulan Kwak 的草书飞龙桌椅是一项充满创意和文化交流的公共空间艺术项目，它将中

国书法元素巧妙地融入到现代设计中，为城市带来了独特的艺术体验，该作品有助于传播文化、推动艺

术创新和丰富公共空间。他以中国书法作为创作原型，这反映了跨文化的艺术创意。他从中国书法中汲

取灵感，并将其重新演绎，创造出具有现代感的艺术品，这种跨文化交流有助于推动不同传统之间的艺

术互动。作品中的线条从棱角分明的形态变为蜿蜒柔和的线条，呈现出连续弯曲的运动趋势，这种视觉

效果可以引导观众的视线，营造出动态和流畅的感觉，通过这种视觉表现，艺术家可能试图传达书法中

的笔触和线条的动感和变化。这一系列作品以书法笔触的运动过程为灵感，将书法中的线条和动态元素

融入到家具设计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艺术家开始关注到草书章法中字间转折节点的

大小、高低错落关系所产生的整体视觉节奏与审美韵律，并通过三维的视觉语言进行表达。这种对草书

章法在三维空间中的重构，展现出草书飞动游走、一气呵成、首尾咬合的视觉审美张力，作品宛如潜藏

的蟠龙，给公众以独特的情感体验[5]。从二维书法草书在三维形态的转化方式上，将传统草书书法元素

与现代设计进行有机结合。 

3.3.2. 意大利那不勒斯阿夫拉戈拉高速列车站 
由世界著名设计师扎哈·哈迪德设计的意大利那不勒斯阿夫拉戈拉高速列车站就是将草书书法笔画

线条的变化与公共建筑设计中各种组成构件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结合，例如中国古代草书书法家之一

的黄庭坚在《诸上座草书卷》中“僧”字的立人偏旁笔画线条向上和向下的协调之势与该高速列车站中

建筑的两端和中间部分角度和体量上的变化，就构成了草书书法形态所在建筑空间上起承转合之意，与

草书书法线条的“一波三折”有异曲同工之妙。书法讲究的就是均衡和意境，这与公共建筑设计中各个

组成构件相互平衡和协调的关系不谋而合。 
书法与公共空间建筑都是通过局部构件的长短变化来协调整体空间形态，在丰富空间形态的同时，

达到整体结构的均衡稳定，这也是书法所要向我们传达的意境之美，将传统草书书法内核与城市公共空

间建筑巧妙结合在一起，赋予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从而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开遍世界各地。 

4. 创新设计实践 

4.1. 草书形态提取 

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如何将草书字体形态与社区公共座椅进行结合，在满足人们的休闲娱乐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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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传播了非遗文化，使得人们更加了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推动非遗文化在设计上的运用和研

究。因此，提取草书中的字体形态进行抽象并应用到公共座椅的设计中是这次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自古以来，在草书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大书法家，每位草书家对草书字体的理解和演

化都不尽相同，有自己的思考和考究所在。将草书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古代大书法家王羲之作品中的

“家”和“人”字体形态进行提取。 
选择“家”和“人”这两个文字进行形态提取的主要原因为：第一，因为最终设计产品的投放场地

是在社区，为了凸显社区里人们和谐共处这一主题；第二“家”和“人”拉近了社区居民彼此之间的距

离，人们回到社区有回到家的归属感，从而增强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共建社区文化的美好愿景。

基于以上两点，最终确定使用草书中“家”和“人”进行形态提取并将其运用到社区公共座椅的设计应

用中去。 

4.2. 字体形态与社区公共座椅的结合 

4.2.1. 造型设计 
造型设计上首先是将古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家”和“人”两个字先进行形态元素提取；其次，将

两个字体形态抽象化，进而融合在一起，通过字体形态抽象并重组构建方式呈现公共座椅的基本形态特

征；同时，在座椅的正视图上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人”的形态，在座椅的顶视图上可以看到“家”的

形态提取，突出来的部分为花坛是“家”的偏旁部首所演变设计而成的：将花坛和座椅进行了结合，满

足了公共座椅为人们提供休闲娱乐的基本需求，体现了绿色可持续设计理念，通过绿植来装点我们的城

市，为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公共座椅是根据著名草书书法家王羲之的“家”

和“人”进行抽象形态提取从而进行的造型设计。 
公共座椅通过字体形态抽象化提取、转换和重构，从而使得非遗文化应用在设计实践中，将非遗文

化的内涵赋予到社区公共座椅上，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传播了非遗文化，而且为非遗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和意义，见图 2。 
 

 
Figure 2. Front view, side view, top view and font combination model 
图 2. 正视图，侧视图，顶视图和字体组合草模② 

4.2.2. 色彩设计 
该社区公共座椅主要以墨汁色为主。因为黑色是中国书法的体现。草书形态提取运用到社区公共座

椅上，所表达的是中国非遗文化的内涵和精神。辅之颜色有白色和红色，将中国红，玉白色和墨汁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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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颜色运用到社区公共座椅中，表达了中国文化元素中几个较为突显内涵的色彩，色彩语言与非遗视

角下草书形态运用到社区公共座椅中的非遗文化进社区的主题相关。简单颜色渲染图，见图 3。 
 

 
Figure 3. Ink color, jade white, Chinese red three color design  
图 3. 墨汁色，玉白，中国红三种色彩设计③ 

4.2.3. 材质设计 
材质主要是由可弯曲的胶合板经过特殊技术组装而成，草书立体造型外部不仅具有视觉上的美感和

艺术性，还传递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将传统的草书艺术与现代主义设计的视觉语言相结合，形成了独特

的艺术风格，将草书艺术与红橡木等传统材质结合，展现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这种

文化融合不仅体现了多样性，也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红橡木和书法墨汁染色的结合产生

了独特的外观效果，增添了艺术品的质感；红橡木是一种坚硬、耐用的木材，经过适当处理和保养，可

以保持长期的美观；墨汁染色也可以增加木材的保护层，使得作品更加耐久。这种审美特质使得作品更

具中国传统艺术的特色，引领观众进入中国书法的独特魅力世界。自然的材质也将东方美学中的人与自

然的和谐关系相连接，从而达到节奏与韵律的统一。 

5. 社会文化价值 

5.1. 宣传非遗文化 

20 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化媒体的快速发展，为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一些挑战，人们越来越

依赖键盘和屏幕来进行书写和传播信息，而不再使用传统的书写工具，再加之互联网的应用与普及同样

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书写、阅读和交流方式，这些都减弱了书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 
开展非遗文化——书法工作刻不容缓，应及时干预且大力提倡和全面保护。首先，中国的传统非遗

文化本身就具有深厚的历史和价值且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将传统非遗文化与现代价值观

和生活方式相融合，从而保持其活力并继续发挥作用；其次，加大宣传力度，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

能够了解并喜欢中国非遗文化，使得非遗文化之花逐渐地在中国神州大地上绽放且生机勃勃，从而推动

非遗文化在设计上的发展和应用；最后，积极宣传和传播非遗文化精神，让非遗文化设计走向千家万户。 

5.2. 丰富社区非遗文化输入与传承 

现在都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的生活品质也在不断提高，城市规划也越发清晰，社区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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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逐渐完备，社区就是人们生活、学习和娱乐的公共场所，也是一个能够很好地输入非遗文化和传承

非遗文化的渠道之一。 
因此，把非遗文化中草书形态与社区公共座椅结合起来进行产品设计，不仅使非遗文化能够更好地

输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激发人们对非遗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探索，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非遗文化，而

且也能丰富社区的文化活动；从而使得非遗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创新，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6. 总结 

当我们急匆匆地为了生活而奔波时，不妨停下脚步驻足观望一下我们每天生活的社区。草书是中国

书法艺术中的一种传统书写方式，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将草书造型与人体贴合功能相结合，可以在公

共空间中创造一个有趣、具有文化内涵和实用性的环境。这种创新性设计可以丰富城市文化景观，促进

社会文化交流，使得文字作品在公共空间中不仅具有极强的造型视觉冲击，还具备实用性，为社区居民

带来更多的文化体验；实现非遗文化进社区的美好愿景，进一步培养人们的文化素养。 

注  释 

①图 1 来源：作者自绘 
②图 2 来源：作者自绘 
③图 3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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