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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世界上迄今为止仍在使用的最
古老的文字，是华夏文明的艺术结晶，是
汉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瑰宝。然而很少有人
知道，如今我们随处可见的现代汉字印刷
字体源于一项非遗手工技艺——汉字印刷
字体书写技艺，这项技艺的诞生地就在上
海印刷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印研所）。

日前，印研所正式发布非遗手工创写
字体“宋七”。1968年设计的“宋七”字
体在尘封半个多世纪后面世重生，引发公
众对印刷书写技艺之美的关注。《中国新
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近日走进印研所，了
解现代汉字印刷体的起源与发展，揭开

“宋七”前世今生的神秘面纱。

经过五道工序
雕琢完美字体

在印研所，有一个数百平方米、对公
众开放的“上海印刷字体展示馆”，馆内
陈列了大量的字体设计的原稿，很多纸张
都已发黄，但观者依然可以透过纸张感受
到漫长的岁月中，设计师和操作者的精湛
技艺与用心。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相当长一
段时期内，我国汉字字体、字形杂乱，异
体、变体混合使用，严重影响印刷质量和
阅读效果。1959 年，文化部召开会议，
指导上海率先进行印刷字体改革，以印研
所为基地，集聚了沪上美术创意有功力、
书写正楷有造诣、雕刻字模有经验的三股
人才，成立了 50 多人组成的字体研究
室。于是，字体设计师这一职业，从
1960年开始在中国创立。

当时设计字体要经过五道工艺流程，
反复雕琢才有了日后应用的完美字体。
第一步是铅笔稿，设计者用铅笔在专用
字稿纸上勾勒出字稿轮廓，这是字体成
败的关键；第二步是画线，用画线工具
直线笔 （鸭嘴笔） 画出黑色线条，要求
墨色均匀一致，线条光洁；第三步是勾
描，用描笔将设计好的字形轮廓勾描出
来；第四步是填黑，将黑墨色填满勾描
内的留白部分；第五步是描白，用白色
颜料涂去毛刺、毛边，使线条、笔形光
洁优美。

2009 年，这项手工技艺被列入上海
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尘封半个世纪
“宋七体”现身

上世纪，印研所相继手工创写出宋体
一二号、黑体一二号、楷体、仿宋体等多
副新字体，这是传统书法艺术、工艺美术
和刻字技术综合再造的成果，有着鲜明的
时代特征。

例如，“宋一体”是1962年专门设计
用于为新中国首部《辞海》的正文用字，
其字形方正，笔形清秀；结构严谨，行款
整齐，阅读流畅。此后又用于 1985 年版

《汉语大字典》等大型工具书正文。“宋二
体”是 1963 年为首版横排简体 《毛泽东
选集》 正文用字而设计，后又被称为

“经典著作体”。“宋二体”广泛用于排印
各类书刊，也是当今世界上应用最广泛
的一种汉字字体。现在电脑字库里广泛

使用的书宋体，大都在该字体的基础上加
工制作而成。

“宋七体”在印研所宋体家族中比较
特殊。它是由字体设计师、“汉字印刷字
体书写技艺”第一代非遗传承人徐学成设
计，设计灵感来源于《康熙字典》的字头
字，故也称其为“康熙字典体”。

“宋七体”极具古雅的风韵，有别于
传统宋体字横平竖直的挺拔硬朗，字形修
长，笔形圆润浑厚，且具有强烈的版刻风

格，笔势上呈现左低右高的态势，三角屯
头圆弧温润，竖弯钩委婉和顺，点的收笔
处带有明显垂露感，既有楷体书写时的书
法韵味，又彰显了宋体的笔意特征。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当时这款字
体设计完成后一直没能问世，字稿被封
存在印研所档案室。“几年前，网上出现
一份叫价 1 万元的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
文书档案，其中包含第一代字体设计师
的集体签名。这份上世纪60年代的文件
牵出了‘宋七体’的一段记忆。”“宋
七”发布会上，印研所字体设计师、“汉
字印刷字体书写技艺”第二代非遗传承
人陈其瑞回忆说。而正是在他的极力推
荐和引导下，2019年，“宋七”得以重新
面世。

首发产品6763个
传承文化基因

2019 年，印研所正式启动“宋七体
开发”项目，由字体设计师、“汉字印刷
字体书写技艺”第四代非遗传承人领衔，
在充分尊重原稿的基础上，采用数字融合
创新手段进行开发。其间，第二代、第三
代传承人担任字库审定专家。

“汉字印刷字体书写技艺”第四代非
遗传承人万世琴告诉记者，项目组成员
先是需要静下心来，仔细“读稿”，参透

“宋七”的笔形、结构、重心、粗细等外
形基本框架，以及“宋七”的风格神
韵。然后再将笔画结构进行拆分，做好
例如粗细、大小这些基础规范，再按照

“五个一致”的传统工艺要求对字体进行
设计开发制作，结合数字信息技术生成
智能母件。

经过3 年多的努力，“宋七体”已完
成了一期开发，现首发 6763 个汉字的字
库产品，“前期数字化过程无疑是枯燥且
辛苦的，但是也为后面无论是字数的增
加，还是品种的扩展做好了‘基础建
设’，之后，‘宋七’才能够被广泛运
用。”万世琴告诉记者，静待市场检验
后，“宋七”后续还将有繁体字、网络常
用字体、家族字体等开发规划，满足不同
人群的需求。

“宋七体”也是首个发行数字藏品的
汉字字体。“我们以‘宋七’为载体进行
了二次艺术创作，是传统汉字文化在科
技时代的一次自我呈现。”印研所副所长
胡丹告诉记者，“宋七|朝代”系列数字
藏品已在“时藏”数字版权藏品平台正式
发行。

“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了
解汉字印刷字体的发展，传承中华的文化
基因、向世界展示中国汉字艺术之美。”
胡丹说。

揭开“宋七”前世今生的神秘面纱
□本报记者 金鑫

本报讯 （记者徐平） 8月9日，由
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
研究馆、肇庆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第三
届“锦绣中华 大美岭南——传承岭南文
化、讲好岭南故事”网络视听节目品牌促
进计划活动在广东肇庆举办启动仪式。

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局长王晓表示，广
东是网络视听大省、强省，省广电局作为
网络视听行业的主管部门，近年来致力于

发挥网络视听特色和优势，策划推出了传
承岭南文化、传播中医药文化等系列活
动。希望本届活动可以吸引更多机构、企
业参与进来，打造更多岭南文化精品力
作；可以拓展深受青少年喜爱的传播渠道
载体，增加时尚创新表达，开拓岭南文化
传播新路径，赋能岭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希望各方协同提升岭南文
化传播效能，充分发挥广东网络视听和动

漫大省的优势，通过积极开设各类专题专
栏和直播节目，进一步回应时代需求，融
入时代价值，赋予岭南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和时代精神。

启动仪式上，广东省网络视听新媒体
协会、广东省动漫艺术家协会与肇庆市文
化景区代表签订了关于影视创作与文旅项
目相互促进的合作协议，肇庆市西江文化
创意产业联合会与相关动漫企业签署文化

创意产业合作协议。据悉，通过肇庆市文
化景区提供优质、优惠、优先的服务，上述
行业协会将鼓励动员网络影视和动漫制作
机构来肇庆采风创作，将肇庆多元化文化
融入到网络影视和动漫作品创作中，进一
步支持和促进地方文化品牌建设和传播。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网络视听新媒体协
会、广东南方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省动漫艺术家协会承办。

广东第三届网络视听节目品牌促进计划启动

本报讯 （记者李雪昆）承载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研究计划“青藏高
原地—气耦合系统变化及其全球气候效
应”近10年研究成果的“青藏高原地—
气耦合系统变化及其全球气候效应”丛
书，日前由气象出版社正式出版。在8月
8日于云南迪庆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中
国科学院院士吴国雄、吕达仁、黄建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祥德，中国科学院外籍
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陈德亮，以及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曹军骥等
共同为新书揭幕。

据了解，“青藏高原地—气耦合系统
变化及其全球气候效应”丛书由周秀骥、
吴国雄、徐祥德带领近百位青藏高原气
象观测、理论、模拟等领域科研和业务
专家共同编著，共分为 《青藏高原地—
气系统复杂耦合过程》《青藏高原对季风
和全球气候的影响》《青藏高原气候系统
模式与数据同化及再分析》 3 个专辑，

在回顾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关领域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立足国际科技前沿，着
重介绍了“青藏高原地—气耦合系统变
化及其全球气候效应”研究计划在高原
地—气耦合系统、高原天气气候动力学
理论、地球气候系统海—陆—气相互作
用、高原天气气候效应等方面取得的一
系列重要进展和成果；并提出了青藏高
原研究中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展望学
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助于进一步推动
学术交流，促进青藏高原全球天气气候
影响的研究，以及项目成果在相关技术
业务领域的应用。

发布会现场，吴国雄院士代表作者团
队介绍了研究计划开展和丛书编撰情况。
他表示，作者团队和气象出版社历时3年
多将研究成果融汇编撰了这套丛书，希望
能够进一步推动大气科学与其他学科的交
叉融合，将高原大气科学推向跨学科的交
叉和应用研究，提升了我国大气科学的原

始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气象出版社副社长张斌介绍，这套丛

书既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研究
计划成果，又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是我
国气象科学研究的前沿力作。在编辑出版
工作中，气象出版社以优秀骨干力量组建
编辑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以打造代表
国家级水平精品科技图书为目标，对书稿
进行了严格的审校和编辑工作，仔细雕琢
完善，精心设计装帧，今天终于将科学家
团队的宝贵成果呈现于读者面前。

作为研究计划的建议人之一，吕达仁
院士认为，青藏高原气象全球天气气候的
作用非常值得深入研究。这套丛书三辑所
含的成果，以及此外的很多成果，会对世
界所关注的青藏高原气象作出积极贡献，
跨出了中国在这方面的重要一步。

陈德亮院士表示，青藏高原是战略高
地，这套丛书会在国际上产生较大的学术
影响。丛书不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将当前研究计划成果与20世纪50年代以
来的研究衔接起来作了很好的总结，而且
丛书的出版集结了国内相关领域的青年才
俊，起到了重要的研究团队建设作用。同
时，丛书所做的展望，对未来研究发展也
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曹军骥认为，丛书内容丰厚，学术创
新性突出，其出版不仅承载了近10年的
科学研究成果，也展现了作者团队的科学
家精神和气象出版社的工匠精神。他希
望，接下来大家能够继续携手，一起在更
高起点、更高水平上谋划和推动青藏高原
大气科学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副主
任张朝林表示，这套前沿丛书既是科学家
重要的工具，对相关业务管理和人才团队
培养也有着重要意义。期望能够看到更多
成果出版，为世界认识青藏高原全球气候
影响，为山地研究和世界科学知识体系建
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青藏高原地—气耦合系统变化及其全球气候效应”丛书面世

书写青藏高原大气科学力作
本报讯 冒险合家欢动画电影《忍者神

龟：变种大乱斗》于8月11日上映。该片近
日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现场被各种神龟潮
酷元素包围，更有“忍者神龟”空降现场，
吸引观众拍照留念。据悉，这也是第五部引
进中国内地的“忍者神龟”电影作品。

该片由杰夫·罗韦执导，尼古拉斯·坎图、
布雷迪·诺恩、成龙等参与配音，讲述了4个
情同手足的乌龟少年一直生活在隐秘的下水
道中，经过师父训练，他们成为了功夫高超的

“忍者神龟”。在人类朋友艾普的帮助下，他
们开始追踪一个神秘的犯罪集团。

片中除了武打、搞笑、嘻哈元素外，还
对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情
感关系等作出了探索，这在以前的“忍者神
龟”电影中少见。导演杰夫·罗韦表示，自
己想制作出一部精彩的“终极青少年成长
电影”。 （金跃）

《忍者神龟》新电影
聚焦青少年成长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见习记者商小
舟）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委宣传部获悉，阔别
10年后的“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将于9月8
日至18日重新回归地坛公园。本次书市由
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北京发行集团承办。

作为 2023“我与地坛”北京书市的重
点活动之一，“文化北京·寻影地坛”主题征
集系列活动近日发布“征集启事”，正式对
外广泛征集。“文化北京·寻影地坛”主题征
集系列活动，立足传承北京文化，围绕“我
与地坛”主题，开展音频、文章、照片、视
频等多元形式的主题征集系列活动。征集内
容主要包括“‘阅读马拉松——《我与地
坛》 ’精彩选段诵读征集”“‘我与地坛’
主题征文活动”“‘我与地坛’老照片和视
频征集”三大类。征集时间为 8 月 10 日
至 25 日，参与征集作品可发送至邮箱：
beijingditanshushi@163.com。

据介绍，此次主题征集系列活动的获奖
优秀作品，将在“我与地坛”北京书市现场
展出，并在相关媒体上广泛宣传。

“文化北京·寻影地坛”
主题征集系列活动开启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由中国电视艺
术委员会主办的网络剧《不完美受害人》研
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与会人士围绕现实题材
如何更好地传达正确价值观、创新立意表达
和人物关系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29 集网络剧 《不完美受害人》 从一起
职场性侵案入手，讲述了一个自我救赎与人
性温暖的故事，于2023年7月在东方卫视、
北京卫视与爱奇艺视频平台同步播出。

爱奇艺高级副总裁、该剧总制片人杨蓓
介绍说，该剧呈现出一幅深刻的社会图
景。该剧导演杨阳表达了自己为受侵害女
性发声的初衷，分享了创作过程中收获的
感动与自身的成长。剧中人物辛路饰演
者陈数表示，和成功相比，辛路其实有更
多的面向——她不仅是一个女性，还是一扇
窗，放大了对人性理解的范畴，而这应该就
是对厚重生命的尊重。

与会专家学者肯定了《不完美受害人》鲜
明的现实观照与积极的社会影响，以及剧中
表现出的人文温度、社会议题、反思意识等。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
教授尹鸿表示，除了有社会问题的现实锐
度，《不完美受害人》还具有女性剧的人物
温度，如同一面镜子，因而具有说服力。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海龙表示，
《不完美受害人》没有制造噱头，而是通过
演员含蓄隐忍的表演，构建出复杂连绵的情
感，塑造了立体、多面、多维的现代形象。

网络剧《不完美受害人》
呈现深刻社会图景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由西北大学出
版社主办的晋陕黄河两岸的历史与人文——

《出入龙门》与《陟彼山河》新书分享会近
日在山东济南举办。

据介绍，《出入龙门——晋陕黄河右岸
的历史与人文（增订本）》与《陟彼山河——晋
陕豫黄河左岸的历史与人文》 是王子今教
授、孙家洲教授、高从宜博士等专家学者，
几年来六七次与河并行、田野考察的基本成
果，其中包括晋陕黄河两岸历史人文资源现
状的考察整理与发布，宏观历史相关专题的
研究，文化文明要素的揭示与阐发，为建成
具有世界影响的大河文明展示带，传承中华
文明历史文化标识，以及推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借鉴。其中，

《出入龙门——晋陕黄河右岸的历史与人文
（增订本）》分汾渭谷地的黄河右岸、晋陕
峡谷的黄河右岸和晋陕黄河右岸腹地三部
分；《陟彼山河——晋陕豫黄河左岸的历史
与人文》分中条山南麓的黄河左岸、汾渭谷
地黄河左岸及其腹地和晋陕峡谷黄河左岸三
部分。

《出入龙门》《陟彼山河》
新书面世

左图 “宋七体”有别
于传统宋体字横平竖直的挺
拔硬朗，它温润、隽秀、饱
满、端庄、大气，极具古雅
风韵。

印研所 供图

下图 上海印刷技术研
究所字体设计师正在工作。

本报记者 金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