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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方正“倩体字”的非艺术性

刘春田

内容提要：对于方正“倩体字”法律纠纷，争议的核心不是字体问题，而是单个方正字是否是
美术作品问题。采用劳动与创造相区分的方法，分析方正字生成的关键环节和制作过程，结果表明，
方正字库和与字库互为规定的单个字型，其生成过程从始至终，都是劳动，没有创造行为。方正字制
作过程与书法艺术的特殊性对比研究说明，方正字不具有书法艺术的本质属性，与书法艺术有本质区
别，不是作品，无法获得著作权法保护。

关 键 词：字形    艺术作品    著作权法    创造    劳动 

围绕方正“倩体字”发生的法律纠纷，涉

及著作权，乃至整个知识产权的基本理论问题，

涉及知识财产与其他传统财产的分水岭，涉及人

们赖以分析、研究、辨识、判断、区别人类不同

行为的思维方法，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法律后

果，具有普遍意义。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反

映了科学的思维方法、思维工具的重要价值，彰

显基础理论与方法在知识产权研究与实践中的决

定性的、主宰的地位。知识产权学界对纠纷的性

质和结论，相去甚远。有从“方正字”的独创性

水平高低来看的，有主张所谓“权利用尽”者，

有认为字库售出后即为“默示许可”他人使用

者，也有主张利益平衡者，还有以鼓励字库产业

发展为由，主张支持方正请求者……本文认为，

作者简介：刘春田，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按：最近，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诉广州宝洁有限公司案引发的计算机汉字字库及字体法律问

题受到我国知识产权理论界广泛关注。案件所涉及的计算机字库、字体和单字是否应当受到保护、

应受何种法律保护、受保护的条件和法理基础等问题，关系到对著作权法中作品、作品独创性等基

本概念的理解以及对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区分原则的把握。为辨析这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本

刊特开辟“专题评述”栏目，刊登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学术顾问委员会专家刘春田、陶鑫良、张

平、许超以及有关学者撰写的文章，以启迪广大读者思路，并营造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

评方正公司诉宝洁倩体字侵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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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与宝洁公司诉讼的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诉争带来的是知识产权理论的重大课题，不

仅是对司法，也是对理论界的一个挑战。我们遇

到的，是继“炮打司令部”案、“商标反向假

冒”案、“武松打虎”案、“敦煌壁画临摹”

案、“知识产权的概念”和“侵犯知识产权归责

原则”等等一系列讨论后，知识产权理论的又一

次深入的思想交流和理论争鸣。因此，无论持何

种观点，都应当作认真的、理性与逻辑的分析、

说明。对不同意见，都应当认真倾听，悉心寻找

合理的成分。理性与哲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

境界。司法实践是检验法学理论科学与否的唯一

途径，通过本案的研究，必有助于推进知识产权

研究从感性走向理性，推进知识产权理论从经验

走向科学。

一、 方正字单个字形是否是美术作品

是争议的核心 

汉字字库、字体、字型的纠纷发生在法律

领域，而艺术判断又是解决法律纠纷的前提。对

此，答案应当从艺术的规定性，而不是从法律规

定中去寻求。众所周知，美是直接愉悦的源泉，

艺术本身是直观的、感性的。对美与丑的感受，

无法排除主观与感性，无法找到统一的客观标

准，可谓“萝卜白菜”，见仁见智。但是涉及艺

术与非艺术的界限，独创性的有无，创造与劳动

的分野，以及艺术的分类等等这些关于艺术的知

识、理论和尺度，则是科学、理性的产物，是客

观的。是有规律可循，有标准可依，有界限可

划，有是非可分的。法律认定，需建立在客观的

艺术判断的基础上。首先要分清，我们研究的不

是字体问题，而是单个方正字是否美术作品的问

题。书法理论认为，书法涉及字体、书体和书风

三个概念。在汉字中，传统字体是指甲骨文、金

文、篆、隶、楷、行、草等体式。这种汉字的体

式主要承担文字的实用功能，还没有进入艺术范

畴；书体开始走向观赏性，是书法进入艺术的标

志，强调书写风格，而不是文字实用，如“秦书

八体”中的大篆、小篆、隶书，“新莽六体”中

的“奇字”、“篆书”。书风则是在书体的基础

上，完全个人化表现的风格。风格，是指一系列

先后相继的序列艺术作品的一种特殊的、发展着

的品质，这些作品既可以生发出种种的可能性，

又呈现出内在的一致性。①书风，不仅不同书法

家不同，同一书法家的不同作品，也可以显示不

同的风格。如，颜真卿不同于怀素，而颜真卿的

《多宝塔碑》不同于《争座位帖》；怀素的《自

叙帖》又不同于《苦笋帖》。可见，字体是实用

技术工具，书体或书风是抽象的风格，三者都不

是作品本身，因而不是著作权法谈论的对象。方

正的“倩体字”和与该字形类似的汉字产品，究

竟是否艺术作品，应否为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

才是我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为表述和讨论方便，

下文将争议的“倩体字”的字形，以及该产业中

与之类似的众多产品，统统以“方正字”作为指

代。由于“字形”并非独立生成与存在，而是属

于遵循特定“字体”标准规范组成的字库中的个

体，所以，我们不能脱离“字体”、“字库”，

孤立的讨论“字形”。具体而言，按照方正的

主张，以6763个字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美术作品的

诉求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该“字形”的生成过

程，以及各个环节方正公司所付出的贡献，结合

汉字“字库”、“字形”最终的呈现样式，确认

生成“方正字"的一系列行为是否属于创作，最

终确定该单个汉字“字形”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

义上的作品。从而认定该“字形”是否应当受到

著作权法的保护。

回答法律问题，既需要事实判断，也要价

值判断。诉讼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一种经济活

动，因而必须尊重经济规律，要力求公平、高

效，符合节约原则。事实判断阶段能回答的问

题，就不必留待价值判断去解决。本文认为，

该案只要解决了事实判断，弄清方正字的生成过

程，制作者究竟贡献了什么，其中有无创造，该

字形是否属于作品的问题，问题就可解决，其余

不论。

二、 创造与劳动的区分是解决纠纷的

钥匙

一直以来，我们将创造归于劳动的一种方

式或一个类型，称之为创造性劳动。我的研究表

明：创造不应当属于劳动，而是堪与劳动相提并

论的另类人类活动。长期以来，我们把创造与复

杂劳动混为一谈，名之曰：创造性劳动。这既不

① 参见：【法】福永西著：《形式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52页。



.9 .

专 题 评 述知识产权·2011年第5期

合逻辑，也不是事实（关于这个问题，将另文系

统论证）。根据知识、技术含量的相对高低，劳

动呈现为多种层次，大致可以分为简单劳动和复

杂劳动。但无论简单复杂，劳动的本质是一样

的，并不因其复杂而蛹化为创造。而创造，事实

上是与劳动本质不同的行为。以劳动作为正当性

的依据，人类产生了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权，并逐

步完善了相应的财产法律制度。根据创造获得了

正当性，人类产生了崭新的财产权形态——知识

产权，并由知识产权制度加以规制与保障。尽管

最初知识产权产生于贸易习惯和规则，但归根结

底它的最终原因和本质规定源于创造。简而言

之，创造成果与劳动成果成了获得知识产权和

传统财产权的分水岭。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提炼

出划分创造与劳动的具体标准，1994年针对电视

节目表案曾提出：（一）凡是依照既定的规则、

规范、程序、程式、标准等等生成的成果，无

论何人、何时、何地、何种心绪下完成，结果都

相同，不管消耗了多大的心血和精力，都不是创

造。比如，人口统计，GDP的统计，按照相同的

统计手段，任何人做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其行

为属于劳动。（二） 凡是只贡献技艺，再现一

个既有成果的行为，无论技艺多么高超繁复，成

果与原作多么惟妙惟肖，酷似逼真，也不属于创

造。不久前发生的仿真品“听琴图”法律纠纷，

原画系宋徽宗所作，临摹者无论有多高的技艺，

其成果也是复制品，其行为也属于劳动。根据这

样的成果，行为人获得的是劳动报酬，不是知识

产权。

三、对方正字生成过程的分析

综合海淀法院判决书的认定，以及方正公司

提供的书面材料，分析方正字的关键环节和制作

过程：

第一步：专业设计师设计的风格统一的

字稿。

第二步：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些“样字”

的笔画、部件、单字。确定了字体的结构、粗细

后，对字体的基本笔形、部件进行规范。

这两步说明：首先，方正字具有统一的风

格，属于类型化的汉字书写体式；其次，方正字

并非止于风格统一，且设计出方正字的“样字”

的笔画、部件和单字，为组合汉字预制了标准的

偏旁部首和各种笔画的元部件；第三，进一步对

字体的基本笔形、部件进行规范。规范的目的，

旨在确立统一的标准，以便使预制的方正字的基

本笔形和元部件具备通用性，便于组装汉字。对

于设计师设计的那些风格统一的字稿，其行为是

否属于创作，整体或单字是否构成作品，我们是

有疑问的，因其不影响本文论题的解决，在此略

去不谈。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地道的以单个汉字

为创作载体的书法艺术作品，如：龙、虎、福、

寿等惯常的创作对象，作为书法艺术作品的最小

单元，其表现无论多么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多

么有特色和个性，其中的任何偏旁部首和局部笔

画，都不构成独立的书法艺术作品。从书法作品

中把局部笔画，或偏旁部首等元部件提取出来的

行为，也不是创作，这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完

成结果都一样的简单智力劳动。

第三步：扫描输入电脑，进行数字化拟合，

自动通过参数调整轮廓点、线、角度和位置。通

俗的说，就是利用此前确定的规范的、标准化

的、统一的、预制的、通用的汉字偏旁部首和元

部件，去组装汉字，并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调整。

这里的两个基础条件，笔画和汉字，都无需创

作。用既定的汉字元部件，去组装无需创造的、

现成的汉字，如同对号入座，儿童拼图，只要行

为人具有行为能力，不出错，任何人都可以完成

同一规范的、标准的结果，其间无需创造。至于电

脑的自动调整功能，不过是实现人的设定结果。

第四步：人工修字，提高单字质量。利用造

字工具以提高效率，保证质量。质量是什么，质

量是产品的专门用语，质量是指描述产品的标准

参数，既包括材质，也含形制、尺寸，以及产品

设计所保证实现的功能。我们知道，只有重复，

需要相互比对，才有质量问题。创造是唯一的，

唯一是没有标准，没有尺度，不存在质量问题。

修字，就是以质量为尺度，在鉴别组合汉字的质

量是否符合既定标准的前提下，修正不合规范、

不合标准的字形组合样式。作为修正字形的主体

的人，其行为属性是什么？是按照人当初设定

的，但最终脱离人，而成为独立于他的设定者，

并且和人成为对立物的客观标准。人的行为，则

成为该质量标准的奴隶，成为为实现产品质量的

劳动力。我们知道，人的走路方式本来是个性十

足、千姿百态，为了训练士兵对命令的服从，特

意设计出“正步”这种消灭个性，有规矩、有尺

度、有质量标准的整齐划一的特殊的，不属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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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路方式。方正字的人工修字者，和走“正

步”的士兵一样，必须淹没和牺牲自己的个性，

没有选择，唯有服从既定的、非人性的标准。因

此，修字是一种劳动，而非创造。作为劳动，其

具有通用性，流动性，可替补性。任何人只要掌

握相应的技术，学会按照规范与标准操作，均可

胜任。可见，修字，不同于作品的修改。修改是

创作行为，没有规矩，没有标准，没有规范，也

没有尺度，全凭作者的构思与表达。作品中体现

的是独创性，或艺术水平高低，没有质量标准问

题。

第五步：质检。是以任何个体人类不可能胜

任如此机械化的劳动为前提，从整体上对方正字

字库、字形的生产过程进行全面质量检查，包括

了对人工修字环节的检查。从头到尾，字形、字

库的生产过程，看不到生产者的个性，包括当初

字稿设计者齐立的个性。驾驭方正字字形、字库

生产过程中的只有抽离人性的客观标准与规范。

所以，方正字库和与字库互为规定的单个字

形，其生成过程从始至终，都是劳动，没有创造

行为。

四、方正字的非艺术性

美学理论认为：各种门类的艺术都有其独特

的本质属性与局限性，相互之间无法替代。按照

方正的主张，如果方正字的单个字形属于美术作

品，只能归于书法艺术。该主张能否成立，又取

决于方正字是否具有书法艺术的本质属性。我们

知道，“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而文字本来是实用

的，即用以记录语言而传导概念。把文字的实用

意义降到次要地位而专门讲究字形本身的美和意

味，就成为书法而列于艺术之林”②。在这里，

“文字与书法的重合，是意义符号与艺术符号，

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重合。一部书法史，是

审美与实用先组合后分离的历史。”③书法是一

种非再现的、抽象艺术。书法艺术以形式取胜，

并不再现具体事物的的形象，没有故事情节的描

述，而只是以本身的抽象形式表现美或意味。书

法艺术的特殊性在于：

（一）书法特指以毛笔书写汉字的艺术。

书法作为文字艺术，是我国原生的、固有的一种

艺术形式。文字本是人类用以沟通思想、情感的

工具，汉字的书写方式，之所以构成独立的艺术

门类，根本原因，在于它可以摆脱原有的表意功

能，仅凭自身的形态，足以淋漓尽致的表达书写

人的思想、品格与独特的情怀，书写“形式”自

身就体现了与众不同的艺术价值，它（形式）

“本身就是欣赏的对象……而不是在于它的功效

所带来的利益与实用性”④。

（二）书法是化文字为艺术的一种艺术形

式。它以汉字为手段、为媒介、为限定载体来表

达人的情感。如同石材是雕塑的质料一样，汉字

也是书法艺术的质料，是艺术家构造活动的基底

和场地。书法艺术的创作题材仅限于汉字，是它

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区别所在。在中国艺术

中，书法和绘画都用毛笔创作，是最为亲近的

两种艺术形式，绘画几乎离不开书法，向有“书

画同源”之说。“中国画家把书法看作绘画线描

的基本功，几千年来在这方面积累了极为高贵的

经验，以至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⑤。但二者借

以创作的载体，却咫尺天涯，中国画题材不受固

定载体的局限，无论自然山水、天上人间，还是

神仙上帝、牛鬼蛇神，随心所欲，无所不能；书

法则须以汉字为限定的创作题材，它的创作手

段、表现载体和创作成果局限于可以识别的规范

汉字。书法之妙，就在于它能以“一”生万象，

在于能籍不变之汉字，晒万种之风情。但是其创

作又绝不离谱，终归于“一”，无论多么离奇、

新颖，多么荒腔、走板，汪洋恣肆、气象万千，

都不可以超越和脱离作为创作载体的汉字字形结

构和谱系的限制，就像孙悟空横空出世，上下翻

腾，无论多么不依“规矩”，不守“分际”，都

无法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否则，如果脱离汉字，

就不成其书法艺术了。

（三）作为艺术的书法，以书写行为作为创

作的途径，呈现出时间上的由始到终，由起到止

的逻辑及实践的有序性特征。作为书写的艺术，

书法必须遵循这种时间上的规定，笔墨挥运，一

② 吴甲丰：《试释“有意味的形式”》，载《外国美学》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86版，第304页。

③ 洛齐：《书法与当代艺术》，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④【美】斯蒂芬•戴维斯：《艺术哲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⑤ 中国画研究院：《李可染论艺术》，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版，第74页——转引自：王升：《书法艺术的视阈》，河北教育

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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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呵成。既不可以抽刀断水，中间停止，也不可

造次，拆卸组装，颠倒顺序，倒行逆施。⑥

（四）书法艺术是人对生活、情感、乃至

生命的真切、直接、自然的表达，其创作是当下

的、即时的、鲜活的、生气勃勃的，具有随机

性、偶然性、变化性。艺术有其内在的秩序，既

受到尺度的制约，又“是一种探求生命节奏和

捉摸不定的东西⑦。”书法艺术是造物的结果，

其创作过程是人与自然相契合，循规律、求自

由的创造活动。真的书法艺术，作者的心灵与

身、手、笔、墨凝合为一，可以达到物我两忘

的境界。在笔墨运行中，艺术家的灵性随机跃

动，不可预测，常常书写出出人意表的所谓“妙

笔生花”的偶然之作，神来之笔。书法之美是书

写的、运动的、手动的、随心所欲的美。鉴赏者

品味书法作品，“必须在视觉上注意‘书线’”

的长短、宽窄、浓枯、起落、斜正、强弱、乃至

墨色的燥润、进而联想其运笔的迟速、轻重、顿

挫、方向、意图，以及情感、修养等。”书法艺

术提倡不拘一格、浑然天成，反对抱残守缺，陈

陈相因。认为，若一味刻意求工，“全用人力摆

列”，就会失去“天机自然之妙”。书法强调疏

密、断续变化形成的空间美，曾有“字画疏处可

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说法。特别是飞白书

法的渴笔地方，那种若断若续，笔竭力到，墨失

意存的情趣，字里行间疏密得当、虚实相衡的自

然布局等体现的变化之美，都是书法艺术的

品性。⑧

（五）书法艺术作品是个性的符号，是不

世出的创作。它是情感的表达，是情绪的宣泄。

书法创作是即兴的，书法作品通常是灵动于心、

发乎其外，不事机巧、一挥而就的鬼斧神工之

作。不世出，是说情绪、感受、天时、地况和

身手的和谐状态与程度都在“俯仰之间，已为陈

迹”，因为，“每个人的整个命运都是个别的和

特殊的；每一个‘不可分的’精神存在，都是个

人的和独特的；这里不可能有重复，因为每个生

命瞬间都是一去不返的，不可重复的，而且被每

个人以自己的方式经历过。因此，所有人在自己

的类别上都是特殊的和唯一的。”⑨所以，书法

艺术作品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人都无法重复同一

个创作。王羲之出神入化、字字珠玑的《兰亭集

序》，气韵生动、一派天机，换了意境，自己也

旧书难再。因此，书法艺术作品没有标准可以参

照，没有质量可以衡量，它不描、不修、不调

整、不检验。

（六）书法艺术体现出强烈的个性，是典型

的作者情感的表现。西汉扬雄尝言：“言，心声

也。书，心画也。”书法艺术是人的情感性、审

美性与创造性溶于一身的集中体现，是“完全个

性化的技法同极端抽象和非个性化的内容结合在

一起”⑩的浪漫主义艺术，是地道的“有意味的

形式”。字如其人，字，反映个人的性格和心理

状态，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字是雷同的，因而是

不可模仿的。

总之，就抽象性而言，书法艺术是不受任何

功能限制的，足以同音乐相媲美的纯粹的抽象艺

术。上述特征，反映了书法艺术的独特本质。

反观方正字，其设计载体虽然也是以点、线

构成的汉字，但也只是与书法艺术形式上相似，

实质上大异其趣、本质不同。突出表现在： 

（一）目的与手段的差别。方正字以装饰

汉字字形，追求字形的感官作为目标，不传达任

何情感。实用性这一概念表明，方正字是特地为

使用而生产的。受所服务的功能支配，设计者苦

心经营，穷极工巧的美化汉字，目的在于更为实

用，一切均以实用为根据。除此之外，再无其

他目的。

（二）方正字的生产过程与书法艺术的书

写过程不同，不具有有序性。方正字不是书写的

结果，而是用“预制件”拼装的产物。它的安排

或组合不同于书法，没有必须遵循的时间与逻辑

顺序，颇似电影剪辑技术中的蒙太奇，既可以颠

倒顺序，也可以倒行逆施，还可以不留痕迹，打

乱结构，推倒重来，最后的结果是堆砌、组装而

成。只要能达到构型所追求的目标，可以黑猫、

白猫，“不择手段”。这与美术字、印刷体字并

无二致。

⑥ 参见：《书法学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240～241页。

⑦【英】H•里德：《艺术的真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⑧ 参见叶喆民：《中国书法通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67～268页。

⑨【俄】伊•亚•伊林：《法律意识的实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⑩【英】H•里德：《艺术的真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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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正字只具备一般形式美，而不具

有书法艺术作品的随机性、偶然性、变化性。作

为艺术作品，即“有意味的形式并非仅仅是可喜

的形式安排，协和的图样，以及诸如此类的效

果。”⑪方正字所体现的是一般的图案花纹的形

式美、装饰美。而“一般形式美经常是静止的、

程式化和失去现实生命感、力量感的东西（如美

术字），有意味的形式则恰恰相反，它是活生生

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

中国书法非前者而正是后者。”⑫艺术理论还认

为：“光是图样不足以构成一件艺术品……尽管

一件艺术品经常涉及图样，但并非所有的图样都

是艺术品。我们拒绝把‘艺术品’这个称号加于

简单的圆形与三角形的几何意匠，甚至机器制造

的地毯，其意匠复杂而完美，尽管匀称妥贴，却

也不能加以这个称号。”⑬方正字的制作过程，

基本上采取的是图案化的美术手法，以“饰”，

即“打扮”为中心生成的。“饰”的基本手段，

是一切都是事先预定好了的、规定了的、模式化

了的设计。它贯穿装饰、形态、预定、描摹的法

则，结果可以未卜先知。即便方正字还没完成，

甚至还没着手制作，其“形态”、“摸样”就可

以通过规定与预期为人所知。工整端正和千篇

一律是它的理想境界。既不可能有随机性、偶然

性，也不可能有任何出乎意料的变化。

（四）方正字标准、规范，整齐划一，是机

械的、僵化的、静止的、产品的，是无生命、无

个性、无情感、非人化的。在使用者眼中，可谓

“徒见字，不见人”。因此，方正字抽掉的正是

个性，泯灭的恰是感情。按照设计者事先设定严

格的规格、图式、标准、尺度，作为衡量产品的

比照。要求字字合格、精密不懈。但有不合“格

式”者，定被指为不精。要通过人工修字和质量

检验，对不合预期、不合标准、不合规范的字，

施以反复修整、描摹。显然，方正字不是创造，

而是一种制作，是借助于一条程式分明、分工固

定的系统，一条加工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而“一

种归属于实用性的存在事物总是制作过程的产

物”⑭，对于生产制作者而言，是“作为劳动，

即作为对自己是困苦而不愉快的，只是由于它的

结果（例如工资）吸引着，因而能够是被逼迫负

担的⑮。”生产方正字，无需任何特定的天时、

地况、人情，只要需要，随时可以开工生产，无

论何时、何地、何人都可以生产出统一的、千篇

一律、一模一样的产品来，显示了企业制作方正

字的动机与目的，就是要泯灭感情，铲除个性。

这与前述书法艺术抒发情感、张扬个性的品性南

辕北辙，泾渭分明。

（五）与美术作品不同，生产方正字的直接

目的是应用，而非鉴赏。生产方正字需要的是手

艺，“手艺的目的是让产品具有实用功能……工

匠不需要具有独创性，只要他能成功地遵循相关

的规则、范例或秘诀，他的工作就是出色的。一

件工艺品，如果能与正确的范例吻合，并能实现

所期望的功能，就是好的手工艺品。”⑯无论美

术字，还是“印刷字本来并无任何艺术美可言，

并且它也并不为艺术美而存在，即使我们看到许

多印刷字也感到美，那是它便于读识的实用功能

在起作用而已。”⑰ 

五、方正字无法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 

艺术作品是创造的结晶，产品是劳动制造的

成果。艺术学关于艺术鉴赏、艺术标准、艺术批

评的理论与观点，见仁见智，流派纷呈。但是，

有关对艺术与非艺术的分野，艺术作品与工业或

手工产品的界限的认识，艺术理论却殊途同归，

表现出惊人的一致。随便阅读艺术理论的经典著

作，都是类似表述：“工艺品或工业产品技术产

品与艺术品的区别是：前者在生产前已经形成明

确的表象，具有产品的目标和规划，技能作为手

段和执行过程是按照预先的设想完成的。而后

者，及艺术创作在最终完成以前，并不存在目的

和手段的区别以及按规划的执行过程。”⑱方

⑪ 商务印书馆：《外国美学》第二辑，第303页。

⑫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⑬ 赫伯特•里德：《艺术的意味》英文原著第33页，转引自：商务印书馆：《外国美学》第二辑，第307页。

⑭【德】马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转引自：商务印书馆：《外国美学》第六辑1989年版，第366页。

⑮【德】康德：《判断力批判》，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上卷，第144页。

⑯【美】斯蒂芬•戴维斯：《艺术哲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⑰《书法学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

⑱ 徐恒醇：《设计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下转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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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满足人的精神与物质需求，二者并无贵贱轻

重之分。我特别要指出：工业产品满足人类的

物质需求，而“我们的文明是以物质为基础的，

没有物质就根本不存在文明。” 艺术品和工业

产品因其性质、功能的差别，承载不同的价值，

并各自占据不同的生存空间，“识人者智，自知

者明，”关键是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方正字，以

及与方正字类同成果的产品性、工具性是不言而

喻的。社会生活中，既不会有人把方正字的“飘

柔”二字精心装裱，悬于中堂，美术馆也不会出

现方正字的身影。方正字等美术字、印刷体字最

宜出现的地方，是印刷工业博览会。

三、字库设计的本质

字库的主要功能是排版印刷，用于印刷的

字体被称为印刷体。在中国古代印刷术中，印刷

的字模由匠人手工刻制，缺乏规范性，而且字体

不统一，尤其是宋代之前，有的刻印者还着意模

仿书法名家的字体。因此，古代印刷体实际上没

有脱离书法的范畴。然而，书法作品的个性与印

刷体的统一性、规范性是背道而驰的，对书法的

推崇事实上制约了印刷体的发展。中国印刷体的

发展是近代以来西方技术传入的结果。19世纪之

后，外国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排版技术，逐渐形

成了设计标准，出现了字面率、字号等规范。 

不难看出，印刷字体的发展是一个“去书

法化”的过程。字库设计的创造性，不在于单字

的独创性，而是一整套字的规范、统一与实用。

这种创造性是工艺的创造性，而不是表达的创造

性。否则的话，中国印刷字体的发展就无需依靠

西方技术的引进，因为书法是我国特有的艺术。

字库设计的过程不是某个艺术家一气呵成的创作

过程，而是众多人参与的制作过程。上海印刷技

术研究所的原伟民指出，“印刷字体的设计过程

⑯ 原伟民：《印刷字体的设计步入了计算机时代》，载《中国印刷》1998年第7期。

⑲【英】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9页。

⑳ 同注释⑲。

  【意】马瑞佐罗•维塔：《设计的意义》，转引自李砚祖编著：《外国设计艺术经典论著选读•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是比较复杂的，从设计铅笔稿到划线、勾描、填

墨、描白、修正、最后统一定稿，各道工序都有

其严格的工艺要求。”⑯“工序”、“工艺”的

概念把印刷字体设计的生产本质描述得非常

清楚。          

毋庸置疑，字库的设计需要投入大量的劳

动、智力与资金，字库作为一种智力成果需要得

到法律的保护，但其与书法作品无关。字库软件

可以获得软件著作权的保护。

字体的美观是为了增强字库产品的吸引力，

其本质属于工业设计。字库的创造性与字体并无

必然联系，即使是相同的字体，不同技术的字库

在使用效果上也会存在差别，因此是否允许字库

行业共享字体，使字库行业的竞争保留在技术竞

争范畴，可以进一步探讨。“五体”的形成是社

会共同累积的手写体字样的规范化过程，印刷体

的规范化是否也需要社会的累积传承，值得

思考。

如果基于利益考量，需要保护字库中的单

字，只能是产品设计意义上的保护，其保护范围

以字库产品中的使用为限。

正字以及类似的美术字、印刷体字的制造，是工

匠的技能，无需创造。“工匠的技能在于熟悉实

现特定目的所必需的手段并且掌握这些手段。一

个细木工做一张桌子的技能，表现在他了解要用

什么材料、什么工具才能做出桌子，表现在他能

够恰当的使用这些材料和工具，准确地按照预定

规格做出这张桌子来。”⑲但是对于艺术创作来

说，“在感受的表达完成之前，艺术家并不知道

需要表达的经验究竟是什么。”⑳

按照创造与劳动的区分理论，创造成果依

法应当获得知识产权，劳动成果则无法获得知识

产权。艺术作品与劳动产品，是人类文明成果的

两极，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相互依存，分

（上接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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