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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伊朗招贴设计中书法字体的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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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伊朗传统书法是将竹片切斜后沾墨书写，这样书写出的笔画可通过多样性和几何对称性结构的
字母变化以实现字体图形化。当代伊朗招贴设计师利用伊朗传统书法的这一特点，在招贴设计中向世界展

示了一种全新的、与其他民族书法风格迥异的字体设计，体现出了以下艺术特征：一是结构紧凑，形态流

畅；二是异形契合，个性突出；三是三维塑造，强化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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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Features of Calligraphy Font in Contemporary Iranian Poste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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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amboo cut and ink dipped writing is Iran's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which results in diversity and
geometric symmetry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letters. The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is used by contemporary Iranian poster
designers and shows a new calligraphy style in font design different from other nations in poster design, which reflects the
following artistic features: Firstly, compact and smooth shape of letters; Secondly, shaped fit and outstanding personality
of letters; Thirdly, three-dimensional shape of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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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朗书法字体及其当代招贴概述

伊朗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着优秀的视觉艺

术传统，富有潜能、极具神秘色彩的书法（手写）字

体也源远流长。由于伊斯兰教的复兴者——先知穆

罕默德极其推崇文字对信仰的促进作用，使得后人

整理手抄的《古兰经》作为了信仰的唯一来源；加

之，伊斯兰教严禁偶像崇拜和以物配主，禁止人物

和动物形象在宗教装饰上出现，因而导致抽象性装

饰纹样在阿拉伯地区得以广泛运用，其中以书法（手

写）字体为代表的视觉形式成为伊斯兰文明经久不

衰的装饰母体。在伊斯兰的视觉艺术中，经文、警

句和历史记录的书法字体经常被用于装饰建筑、书

籍和各类工艺美术品中，这种装饰显得复杂而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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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极富功能性和艺术表现力[1]。

随着伊斯兰教征服伊朗，伊斯兰传统书法字体

的运用逐渐成为了波斯艺术的主要特征。而当这种

传统书法字体与现代字体设计结合在一起，就构成

了当代伊朗招贴设计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点。包括

Alireza Mostafazadeh，Bijan Sayfouri，Mehdi Saeedi等
在内的一大批代表新时期伊朗招贴设计高水准的设

计师和团体的作品，大量选择使用书法字体与人物

形象，突破了传统的基线排列规则，版式趋于自由，

字图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非常紧密。这显然都运用

了现代设计的手法，但大面积堆叠的书法字体以及

被刻意抽象化的人物图像所形成的视觉装饰风格无

不体现出其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特点，并由此获得世

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与肯定。所以，现在的招贴创

作没有专门的模式，但有许多因素关系到一张招贴

的成功与否，它们包括创意、识别性、图形使用的

效果以及版式的编排方式等[2]。

伊朗招贴中的字体设计是字体的图形化表现，

具有独特的图形风格[ 3 ]。波斯字母与阿拉伯字母相

似，它们在伊朗文化内在的进化发展中和该国内部

其他文化现象相适应，突出了它的先进性，即便和

其他同类型的国家（地区）文明相比较，它也是卓

越的。虽然伊朗在数千年的发展中经历了漫长的历

史演变与社会变革，但从未放弃使用波斯语，而书

法则是其惯用的一种书写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伊朗书法为硬笔书法（这不同于

中国的软笔书法）。伊朗传统书法就是将竹片切斜后

沾墨书写，这样的运笔而书写出来的笔画让新一代

伊朗招贴设计师可以通过多样性和几何对称性结构

的字母变化来实现字体图形化，并向世界展示一种

全新的、与其他民族书法风格迥异的字体设计。这

种全新的形态将伊朗传统书法字体黄金年代的创意

和特征与新奇的现代设计方式糅合为一体。这一方

面延续了伊朗审美艺术、哲学及视觉传达的风格特

点，另一方面又从不同层面表现了伊朗书法字体的

个性特征，使其有着自身独特的艺术特点。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及错综复杂的宗教

政治格局变化，波斯文字已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有

效的招贴设计语言与表现手法，伊朗书法亦已不再

是静止的符号和安分守己的文本，而成为新一代伊

朗招贴设计师特有的视觉符号。因此，笔者拟在此对

当代伊朗招贴设计中书法字体的艺术特征进行分析。

2 结构紧凑 形态流畅
结构紧凑、形态流畅是当代伊朗招贴设计中书

法字体的典型特征。作为一种来自于闪米特人的表

音文字，阿拉伯文字与其他民族文字的书写方式最

大的不同在于：它的一套字母，根据所处位置的不

同可有 4 种形式的变化，当字母单独存在或位于词
首、词中、词末时，形态是不同的，所以变化繁复，

且大小不一。字母通过基线连写的形式构成线状的

单词，当单词构成句子时，这种形态流畅的书写式

样常常会被设计师创造性地套叠连贯起来以构成紧

凑的图案，仿佛书写的过程伴随着设计的思维。所

以，其书法字体不仅具有抽象的装饰美感，而且天

生就有极强的造像功用，如图 1（图片来源于 http://
www.sj33.cn/Article/hbzp/200708/12030.html）和图2（伊
朗设计师协会官网）所示。

 

 

图1是2002年Alireza Mostafazadeh为捷克举办的
主题为“团结”（SOLIDARITY）的展览而设计的，这
幅招贴典型地体现了伊朗现代招贴书法结构紧凑而

形态流畅的特点。设计者用硬竹签刮出的伊朗书法

字体与英文字体“SOLIDARITY”巧妙地穿插融合，使
得不同种类的字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使整个招

贴设计版面达到了视觉形式流畅的审美效果，有效

地传达出“中东需要稳定，人民必须团结”的设计

意图与构想。

图2是Alireza Mostafazadeh于2002年创作的电影
招贴《基督最后的诱惑》。画面主体元素采用以字配

图的组合形式，书法字体的间架结构都被高度抽象

和简练成流畅的几何线形，特别是互逆“S”导向三
角形的引入，传达出如下信息：影片已对耶稣、犹

太人等人物的性格和行为作了大胆修改，赋予了耶

稣更多的人性特征，从而使他像普通人一样有着矛

盾、迷茫的心理，并有着被错误所诱惑的经历。这

张作品在文字信息内容的基础上，利用流畅的视觉

图形象征方式传达观念，具有极强的自由性与趣味

图 2 《基督最后的诱惑》

Fig. 2 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图 1 《团结》

Fig. 1 Solid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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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充分引起受众的关注，从而达到提高视觉传

达功用的目的。

当代伊朗招贴设计中书法字体结构紧凑、形态流

畅特征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传统伊斯兰书法字体本

身具有的特点，而年轻的伊朗招贴设计师们注重传统

文化的继承，在其设计的作品中充分发挥了波斯文字

的潜能与美感；另一方面，伊朗文化中的诗歌与音乐

对设计师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他们的字体思

维都深深地打上了诗歌与音乐的烙印，因此，在招贴

画主题表达上往往表现出诗化演绎的特点。

3 异形契合 个性突出
文字异型契合的表现形式已逐渐成为当代伊朗

招贴设计特有的视觉符号，经设计师创造出来的新

视觉符号能有效地向受众传达设计者的某种意图和

信息，清晰明了地达到表现设计主题和构想意念的

整体诉求效果。浏览近年来的各类出版物、展览、

赛事及专业网站，就不难发现：当代伊朗招贴设计

的书法字体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

物象造型相结合，新颖、独特且带有插画韵味，因

而设计师以此作为招贴设计的主体图形，如图 3（图
片来源于http://www.k1982.com/design/134417.htm）和
图 4（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网站）所示。

图3为Bijan Sayfouri于2005年创作的《知识分子
的陈述》[4]，设计者一方面根据作品主题的要求，将

书法文字点状打散并与沉思者的造型异型契合，使

其外部形态与求知的内容格调相吻合，从而使其设

计出的波斯文字具有一定的个性色彩并唤起受众的

审美愉悦感；另一方面，设计师娴熟地驾驭了该招

贴版面中的不同对立因素，并予以和谐组合，在保

持 2个不同型契合的同时，巧妙地选择字体大小、方
向、明暗度等因素进行对比，既获得了画面的整体

协调感，又造成了个性突出的视觉效果。图 4是Bijan
Sayfouri于 2006年设计的招贴《米歇尔科博》[5]，画面

延续了异形契合的表现手法，将介绍米歇尔科博生

平的波斯文形象地转化成具体的人物形状，使其能

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作品主题的同时，增强视直觉

的趣味性。

 文字异形契合在伊朗招贴设计的普遍应用，一
方面源于前辈设计师们对绘画再行铺排的驾驭能力，

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见利用插画的倾向性，

是他们创立了当代伊朗招贴设计的雏形，并在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之前为它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伊朗新生代设计师们在持续 8年的两伊战
争时期多为青少年或儿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的紧张状态以及持续的忧心忡忡，催生了大胆创

新、寻求独立、保持先进、具有远见并积极尝试的

一代人。现在，这一代人都已步入中年，他们在设

计中往往通过文字异形契合的表现形式抒发内心的

情感，以致其作品具有个性突出的特点。

4 三维塑造 强化视觉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文化信息在不断地向纵

深、广泛、多元的方向发展，加上现代审美观念的

转变，伊朗招贴设计中的书法字体设计再也不满足

于一维、单一的表现形式。设计师通过书法字体的

相互重贴组合，把招贴设计带入一个三维立体的空

间境界，使其在形式上产生新的突破，从而使招贴

的视觉效果得以强化，如图 5 所示。

获得伊朗第五届国际字体招贴竞赛二等奖作品

（如图 5a所示，图片来源 http://www.bobd.cn/design/
graphic/works/pmhb/200908/34465.html）和Honourable
Mention荣誉提名奖作品（如图 5b所示，图片源于视

     a）字体形式                                   b）构造
图  5 字体招贴竞赛获奖作品

Fig. 5 The award-winning work of art
in poster font competition

图 4 《米歇尔科博》

Fig. 4 Michelle Cobo
图 3 《知识分子的陈述》

Fig. 3 The Statement of
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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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同盟网站），其画面主题图形打破了以往字母在平

面上组合的约束，通过前所未有的三维立体造型及

色块的明暗对比传达强烈的视觉信息。这 2张招贴作
品中的书法字体显得既富于变化、形象生动，又协

调一致、完整统一；既具有理性的逻辑，又具有感

性的视觉效果，无疑满足了受众的审美需求并得到

受众的认可与接受。

伊朗招贴设计师们将书法文字进行三维立体化

处理，主要是受到后现代主义设计风格的影响。后

现代主义设计主张以平面立体化的装饰手法强化视

觉冲击，追求感性，力求达到感官的刺激与心灵的

愉悦，反对单调刻板的平面一维表现形式。虽然当

今伊朗招贴设计的发展仍然是现代主义占据主导地

位，但后现代主义强调传统要素，注重个性，关注

人的感情与价值取向，注重地方色彩与民族风格，弘

扬多元再现的文化，并强调以人为本，从而突破了

现代主义的单调乏味与规整严肃。因此，新一代伊

朗招贴设计师大有必要从后现代设计中吸取营养，

丰富设计语汇。而这一点在该地区的招贴设计领域

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并有了较快的发展。

5 结语

在当代伊朗招贴设计中，设计师多以极具本土

特色的书法文字作为基本的设计元素，对文字进行

形式上的处理，利用文字塑造招贴的主体形象，使

其字体结构紧凑、形态流畅，且具有图像的性质与

功能，同时让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不会产生信息模糊

的现象，最终可保证信息传递者安全、快捷地达到

信息传递的目的。另外，设计师根据要表达的内容

和图形的要求，通过异形契合、三维塑造的表现手

法将字体的大小、渐变、颜色的深浅等编排成有意

义的图形式样，使之立体形象化，强化了招贴的视

觉传达效应。

长久以来，伊朗思想家们选择文学，特别是诗

歌，作为他们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最佳方式，并

发展成极为丰富的文学体系。前辈设计艺术家极其

缜密、熟练地记载了这些文学作品，他们在这个过

程中逐渐使书法字体变得精致高雅，并且在极力追

求完美的过程中赋予作品一种创意和灵魂。从某种

意义上说，一方面这个过程仍然存在于当代伊朗招

贴设计师的作品中，正如朱光潜先生说，“意象可以

旁通，诗人和艺术家寻求灵感往往不在自己本行范

围之内，而走到别的艺术领域里去”；[6]另一方面，当

代伊朗招贴设计师更加大胆地吸收了后现代主义设

计风格中的有益成分，以诗意的方式使传统书法字

体散发出了永恒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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