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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散步　走入字裡乾坤

2017-03-19  記者 何家沂 文

「字型散步」不若一般字體工具書強調設計的原則，而是將焦點放在字型帶給大眾的感受，它運

用各種與生活相關的例子來探討字型，從台灣老字號手寫招牌到現代高樓大廈上琳瑯滿目的印刷

招牌，作者帶領讀者在台北的街道走著，如同嚮導般一一介紹每個字型背後的文化與流變。

「字型散步」一書的封面，饒富創意。（圖片來源／城邦讀書花園）

 

看懂字重要　字型設計更重要看懂字重要　字型設計更重要

「用什麼字體真的重要嗎？」這是很多人對於字體設計的疑慮。平面設計師莎菈．海德曼

（Sarah Hyndman）曾經數過自己早晨一個小時內會遇見多少字型，從盥洗的牙膏牙刷到早餐

包裝上的標示再到窗外的路標招牌，共能夠遇到67種字型，這說明了不同的字型會用在不同的環

境中，藉由字型變化產生不一樣的感覺。

「如何用最快、最經濟的方法讓喜慶變成喪事？答案是，換字體。」作者舉了「祭」一字在標楷

體與勘亭流兩種字體變化下會帶給人們截然不同的觀感。這不禁令人聯想到2017年奧斯卡頒獎典

禮，由於拿錯信封導致頒獎錯誤的烏龍事件。事發之後網路上出現了很多檢討的文章，其中一篇

由字型設計師班傑明．班尼斯特（Benjamin Bannister）談到的字型與排版的問題值得玩味。

不好的設計與編制不但容易讓人第一時間理解錯誤，在重大場合還可能發生貽笑國際的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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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魏若芸魏若芸

本期喀報為260期，
以「線上學習E-
learning」為頭題，
利用資訊圖表來呈現

線上學習產業的概況。另外本期兩

篇動畫在切合主題之餘互動效果十

足，完整地把資訊藉由遊戲呈現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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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night in 北京
我留下許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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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night in 北京，
我留下___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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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字體散發出截然不同的感受。（圖片來源／T-SHIRTS TRINITY，何家沂重製）

奧斯卡頒獎名單所用的字體大小與排版容易使人混淆。（圖片來源／INSIDE）

 

盜版及授權問題導致產業沒落盜版及授權問題導致產業沒落

生活周遭有那麼多種字體，但到底有多少字體是經過正版授權呢？作者談到如今台灣的字型產業

大不如從前。中文字型設計是個非常耗時耗人力的產業，根據教育部的字典常用字最少也有

13060字，比起英文字母26個加上大小寫與符號頂多幾百個字，何況筆畫也是英文字母的數倍。

在這個前提下中文字型的設計師勢必要付出更多時間與精力，人力成本成為字型產業的最大支

出，因此大眾想要擁有一套完整的字型需要付費是相當合理的。但令人唏噓的是，台灣盜版猖

獗，過量非法的字型下載讓中文字設計入不敷出，逼走了許多老字號設計公司，曾經貴為漢字設

計重鎮的台灣就此沒落。

國外利用「字型出租」的方式平衡設計端和客戶端，然而不知是台灣商人習性作祟，在字型授權

方面相當複雜，為的是想向購買正版字體的人多收費，使得想購買正版字型的人不但無法完全使

用字型，還要再被剝一層皮，造成字型設計產業的惡性循環。台灣的盜版問題一直存在，舉凡音

樂、節目製作、戲劇等，甚至有「盜版王國」的惡稱，若是此問題不能解決，台灣的字型產業將

繼續委靡不振。

 

淺顯易懂　令人回味淺顯易懂　令人回味

漢字歷史淵遠流長，散播地區廣泛，然而每個地區習慣的字型有所差異，人們卻鮮少去思考其中

的道理。由中國書法演變而來的明體是最適合大眾閱讀的字型；黑體緣起於歐文字體，日本將其

設計成漢字後廣為盛行，陸續發展出不同的筆劃尖端和粗細；不讓中國、日本專美於前，身為使

用繁體字的香港對於中文字型設計也頗有建樹。

作者將明體、黑體、楷體等常見字型放入一章節，彼此看似獨立實則相互連結，形成脈絡。字型

散步談論歷史時如同一位充滿文化知識的刻字師傅，用淺顯的方式帶領讀者細細研究各種字型的

一筆一畫，每個微小轉折都是一次新的革命，幽默的口吻令人沉浸而不至於跳脫生澀的歷史知

識，做到了很多字型書無法達到的目的—讓大眾認識字型史。

這本書對於解說字型得心應手，利用大量的圖片和簡潔的字句讓人一目了然，充分達到目的。由

於是字型書，因此頁面排版也特意經過雕琢，不管是標題、內文字體的選擇，還是書中的邊界空

白，都操縱得宜，創造優良的閱讀體驗。美中不足的地方在於，有些專有名詞在書的前半段出

現，卻在後半段才針對名詞做解釋，這會造成讀者一開始不明白作者所指，產生閱讀困難，這是

兩位作者共筆時稍加忽略的問題。不過文筆的流暢和淺顯能稍稍彌補這個缺憾，依然是本適合大

眾閱讀的中文字型入門書。

對於書中描述文字的來由，從楔形文字一直到如今的印刷體，由於資訊載體的不同造就了不一樣

的字型設計，這段文字依然十分令人玩味。人們見證著科技發展的迅速，隨著螢幕的解析度越來

越高，文字也從點陣漸漸演變。字型設計已經不再侷限於廣告、美術等用途，手機、電腦、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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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夜後　第十三日的曙光十二夜後　第十三日的曙光

以流浪狗記錄片「十二夜」及「第十三日　眾
生平等」探討流浪動物收容的議題。

勞工守護者　看不見的辛勞勞工守護者　看不見的辛勞

以圖表呈現勞檢員與勞工的人數比，探討勞檢
員的處境，以及台灣是否合乎ILO發布之基
準。

成為大眾天天觀看的閱讀工具，設計師所要考慮的不只是美感，要如何抓住眼球讓人更持久的停

留在螢幕上，成為了現今字型設計重要的目標。

 

科技發展將帶動字型設計科技發展將帶動字型設計

台灣過去擁有華康、文鼎等老字號字型設計公司，然而近年來路上的標示招牌等漸漸被「進口

字」所取代，不管是日本、中國還是香港，都持續為字體設計努力，尤其日本對於漢字設計的貢

獻不小。而2015年沉寂已久的台灣字型圈終於出現了新氣象，字型設計團隊在募資網站以短短一

個月的時間就成功募到設計新字體的資金，並於2016年上市。這說明了台灣依然對於字型有所需

求，只是字型設計公司短時間內無法找到好辦法來平衡人力支出與盜版猖獗的問題，這項募資計

畫一啟動，為台灣字型設計圈注入新希望。書的文末也提到，字型設計是工業設計，文字順應了

當代的產業而生，文革時期的醒目標語、近年來颳起的文青復古風，隨著時代的演變文字也會跟

著變化，在新興媒體的發展下文字還是會持續演變，在未來，中文字型產業依然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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