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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上汽通用五菱品牌为载体，通过品牌认知调研和统计分析方法，研究汽车品牌造型风格的语义获取与表

达。将造型风格划分为基于视觉的物理特征和基于认知的造型语义，提出品牌造型风格语义作为品牌风格形成的

文本语法，品牌造型风格通过词语实现概念化、规范化。研究在基于统计的面向设计物语义抽取的基础上，通过文

本分块和结构化的语义表征，获取和表征五菱品牌风格语义，并对五菱品牌风格及其造型意向的语义词进行聚类和

语义解释，建立了五菱品牌语义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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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SMGW as a carrier, through research into brand cognition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cquisition and expression of semantics in car brand styling. The style of a car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visual-based features and cognition-based semantics. In the brand styling process, the semantics were regard as the

grammar that gave the brand style the cognitive concepts and rules through words. By using the data statistics-base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method, the semantics of Wuling Brand style which are extracted from the user′s oral

language are captured and represent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semantic lexicon which contain the semantic aggregations

and the semantic explanations is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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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华等 汽车品牌造型风格的语义获取与表达

造型风格的产生是品牌历史和新设计概念的综

合过程[1]。在汽车造型领域，汽车品牌造型风格的产

生是维持品牌形象和延续品牌认知的必然结果，是满

足用户需求与明晰品牌形象之间的边际创新[2]。对风

格的描述和研究，需要综合产品形态的视觉属性和美

学属性，即产品的特征形象和美学认知。特征形象的

表征是实体性的，例如颜色、材质、形态和形状；美学

认知的表达则是语义性的，例如用词语描述的设计语

言和美学概念。其中，形态和形状构成品牌的造型特

征[3]，词语和语言形成品牌造型语义，两者共同奠定了

品牌造型风格形象。“物定于彼，非言不辨”，品牌造型

风格通过语言表达获取符号化的形象，用户得到了品

牌风格的概念化认知，因此，品牌造型风格的语义研

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 品牌造型风格的语义

在设计研究中，风格被认为是形态的造型语法规

则。这里，语法规则是一种“句法”结构，而形态特征

包含造型的“语言”或“词语”，造型规则和造型语言共

同表达品牌造型风格语义，构成品牌的风格。品牌造

型风格形成的标志，是品牌拥有了语义上的造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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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认知语言研究进一步指出语义能形成认知上的

连贯整体，形成相互照应的概念体系以及具有索引功

能的主题（设计主题），这种连贯体被称为“形意配对

体”，是人认知形态的基础[4]。也就是说，通过语义形

成概念能激活心智上的链接，链接的形成能较快的完

成造型特征的视觉相似性和记忆中的辅助定位信息

的视觉信息加工，实现新事物的认知[5]。对品牌而言，

这种相似性和辅助定位信息，是形成品牌家族感和品

牌用户认知的关键。

五菱汽车品牌前身是成立于 1987年的柳州微型

汽车厂，是我国在微型“面包车”领域自主品牌的先行

者。经过近 30年发展，五菱之光、五菱鸿图和五菱荣

光三代车型的设计、生产和制造，已经建立一定的品

牌形象，形成了良好的用户认知，具备了独特品牌造

型风格。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挖掘和表征已形成的品

牌风格语义，为造型设计提供“句法”规则。这种规则

的建立，一方面能为新的造型设计提供基于品牌的创

新机制；另一方面从造型上保证了品牌的传承，实现

有继承的创新。因此，品牌造型风格语义的获取与表

征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语义激活设计生成的规律、品

牌造型的规则、过程或者模式。获取品牌风格语义词

库，形成汽车品牌语义框架，构建基于语义词的五菱

品牌造型风格的设计规范。

2 品牌造型风格语义抽取方法

造型风格语义是建立在造型的物理特征之上，与

人的认知息息相关。语义的抽取方法一般有 2类 [6]：

（1）基于统计的面向设计物的语义抽取方法，将语义

作为客观可测量的对象，以形态、比例、部件、颜色、材

质以及其他物理属性作为语义信息的载体，运用的方

法主要是语言学、语义语用学等话语分析的方法，目

的在于建立定量化的语义和特征关系；（2）基于心理

感知的面向主体人认知的语义抽取方法，研究人对设

计物抽象的心理感知和认知，以基于用户的语言调研

为基础，用意象尺度的分析方法获得心理认知的形容

词量表。

这里以汽车造型特征为语义信息的载体，获取与

表征品牌造型风格语义，因此采取基于数据统计的语

义抽取方式，采用问卷调研和词频统计的具体方法。

结合词频统计，获取和描述五菱品牌造型风格的语义

使用情况，构建描述品牌造型风格的语义词库。

为获取完整的品牌风格描述语义词，研究借鉴自

然语言处理的方法，对调研获得的语言进行了逐层剥

离和抽取，抽取过程按照对象分为自然语言文本规则

化、语义词剥离和语义词库构建3个阶段，形成品牌语

义词库抽取过程，见图1。

1）自然语言文本规则化阶段：指将描述品牌造型

风格的自然语言句子中，自然、不规范的口头语言进

行分离并形成分块化的文本语言。首先，按照语言串

分析法将每一个描述品牌风格的口头语言划分为若

干个语言串[7]，剔除掉自然语言中与内容无关的语句，

初步的过滤形成预处理的文本；然后，根据肖恩克提

出的语义知识是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方式，这种认知

过程类似于理解故事，由脚本、计划、目的和主题 4个

部分组成[8]，将文本中不同类型的语义串分成4个文本

块，形成规则化的文本语言。其中“脚本描述”的是语

句中的关键认知事件和认知概念，“计划”是人采取的

理解手段和行动，“目的”是具体的目标，“主题”是认

知的背景信息。例如，“五菱鸿图内敛，棱角不多，不

适合商用，空间小。”

2）语义词剥离阶段：指对文本分块的文本语言进

行分类并抽取语义词。首先，将表述相同语义信息的

语言串填入由脚本、计划、目的和主题形成的表格中，

这种表格在语言学也被称为槽；然后，将符合描述品

牌造型风格描述的语义词从槽中剥离出，提取语义

词。例如“形态优美”，“空间足够”等描述语义词 [9]。

3）语义词库构建阶段：指通过消除语义词中存在

的语义关联、语义冗余和语义重叠的现象，获取相对

“独立”，适合设计交流的层级语义词库。首先，通过

图1 品牌语义词库抽取过程

Fig. 1 The process of brand semantic extraction and

corresponding lexicon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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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统计分析语义词的分布；然后，采用将语义相接

近或者相同的词捆绑，形成若干类语义的方法进行词

聚类[10]获得核心语义词；最后，将具有同一概念意义的

词语聚在一起对核心语义进行解释，以指明语义的内

涵和外延。词聚类和语义解释形成语义词间的链接

关系，是建立层次化的语义词库的基础。词聚类是排

除语义词之间存在的意义重叠的现象，形成边界相对

清晰、表意完整、所指明确的语义词，而语义解释明确

具体的语义范围，提升词库的操作性。

3 五菱品牌造型风格语义获取和表征

对五菱品牌造型风格语义进行获取和表征研究，

其本质就是要回答“五菱品牌是什么”或者“五菱品牌

不是什么”这样的需要语言描述的问题。研究采用品

牌认知现场调研的方式，调研地点为上海国际汽车

展，调研人数为153人（参观者），其中有效用户为145

人，有效用户为在五菱汽车展台逗留时间超过 1 min

的用户。调研的形式采用访问型对话，每个用户的对

话时间平均为5 min，访问问题设计以开放性主观问题

为主，目的在于获取用户对于五菱品牌造型风格的认

知语言，核心问题是“您觉得五菱汽车的风格是什

么？”同时设计了一些引导问题来激发用户的表述，如

“五菱汽车有什么特点是最吸引您的？”“五菱汽车好

在哪里？会不会考虑买一台？”研究采用全程录音，按

照品牌语料抽取过程（如图 1），通过自然语言文本规

则化、语义词剥离和语义词库构建3个阶段，对五菱品

牌风格语义进行获取和表征，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对调研获得的口语化自然语言（录音），剔

除与五菱品牌无关的语言并转化为文本句子序列，共

获得 145条五菱品牌语句，图 2a为用户谈话记录，是

口语化的自然语言，下划线部分为表述品牌认知信息

的语义词；图 2b为语义串，语义串是对自然语言的预

处理，是从自然语言中提取的品牌造型风格的认知信

息，具有相对完整和独立的语义信息。

文本分块是对获取的语义串进行“规则化”处

理。本研究采用了肖恩克语义知识理论，按照脚

本、主题、目的和计划的语义知识结构，对 145条五菱

品牌语句的预处理语义串进行文本分块，以形成规

则化的语义串。汽车造型风格语义获取文本分块模

板见图 3，其中“脚本”指以“车型+属性”的结构形式

描述五菱品牌的车型，包括了车型名称和属性，是用

户产生品牌风格认知的客观基础；“主题”为用户描

述可能的需求，是识别整个品牌风格的背景信息，例

如“商用”；“目的”则是在主题下产生的用户认知，表

述结构为“对象+认知描述”，其中对象是车型的特征

属性，认知描述可分为名词、动词性描述，例如“自己

用”和形容词、副词性描述，例如“比较好看”；“计划”

代表用户在认知下产生的倾向性行为，例如评价行

为或者购买行为。

以图 2中的语义串为例，脚本中只包含了车型信

息“鸿图”，未包含发动机等属性信息。用户的需求主

题是“商用”，在这个需求驱动下的用户的认知对象主

要是鸿图的“空间”和“外观”，认知的描述分别为“大”

和“内敛”，这 2个描述都属于第 2种形容词描述方

式。针对空间和外观2个认知对象产生了2个倾向性

意见“不需要好看”（其延伸意思是主要考虑功能）和

“棱角不多”。文本分块实际上是将从145条五菱品牌

语句中提取的语义串分别装入设定的7个分块“句槽”

中，即通过语义分装完成语义词剥离过程（如图2），形

成结构化的语义认知表现形式，见表1。

五菱品牌的语义研究目的在于获取用户对于品

牌风格的认知。本研究采用对文本分块的用户认知

图2 自然语言的预处理

Fig.2 Natural language pre-processing

图3 汽车造型风格语义获取文本分块模板

Fig. 3 The text blocking pattern of car styling semantic

赵丹华等 汽车品牌造型风格的语义获取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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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中的语义进行分析和统计的方法，这里主要分析

“认知描述 2”句槽中词语分析和类词频统计，类词频

是指按类别统计词频，见图 4。“操作描述 2”句槽是形

容词+副词的词语类别，分为主观性描述和客观性描

述，即主观感受性和客观感受性的表述，主要反映用

户（调研对象）从五菱品牌汽车产品上获得的品牌认

知和品牌风格认知，其中词频最高的类别是风格描述

（65）和尺寸（39），前者是造型风格的感觉；后者是造

型体量的感觉，表明调研对象对品牌风格和车型尺度

空间的关注度最高。

对于风格描述的65个形容词，研究通过词聚类和

语义解释，构建层次化的造型风格语义词库。首先，

通过近义词法进行语义词聚类，共获得11个风格描述

形容词类别，分别为皮实、精神、商务、大众、直、强烈、

厚重、饱满、严谨、理性、成熟、拙。例如，图2语句中的

“空间大”、“内敛”和另外语句中“拉东西”、“简洁、简

朴”等词都有商用的类别意义，因此聚类在一起形成

了“商务”类语义。语义词聚类见图 5，商务是这类词

的核心词汇，位于语义范围的中心，而最接近语义边

缘的词“内敛”和“简洁、简朴”确立了语义范围大小。

在对这些边缘词的反义词配对基础上，研究采用的是

“五菱是…不是…”的描述形式对每类核心词汇进行

结构化的解释和意义范围的划定，例如“商务”类语义

解释内容为：“五菱是简洁的，内敛的；五菱不是繁复

的，张扬的。”

这样，通过一组“五菱是…不是…”语义词的聚类

和解释，形成了五菱品牌语义词库，完成了五菱汽车

造型风格的语义获取与表达。五菱品牌语义词库的

层级结构见图6，五菱汽车造型风格词库分为2层，分

别为核心语义层和解释语义层。其中，核心语义层是

聚类后每类语义范围中心的词，为最肯定的、最简练

的品牌描述，能够反映品牌一般造型风格，且是具备

共识性和完整性的语义；解释语义层则为品牌语义的

范围，由虚圈表示。前者反映了品牌独特的识别性，

能够从认知的角度形成产品开发设计准则，评判设计

提案的标准；后者则从语义的空间范围上反映品牌的

风格语义跨度，一般而言，跨度越大说明品牌具备的

（下转第61页）

表1 结构化的语义认知表现形式

Tab.1 The form of structured semantic cognition expression

图4 类词频统计分布情况

Fig.4 The statistical result of semantic category frequency

图5 语义词聚类

Fig.5 The semantic aggreg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图6 五菱品牌语义词库的层级结构

Fig.6 The layout structure of Wuling brand semantic lex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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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风格越多。

4 结语

这里以词语和语言为基础，提出品牌造型风格语

义作为品牌风格形成的文本语法，强调品牌造型风格

通过词语（名词、形容词）实现概念化、规范化。研究

采用用户调研和基于统计的面向设计物的语义抽取

方法，对五菱品牌风格语义进行获取和表征，提出了

品牌语义词库抽取过程、汽车造型风格语义获取文本

分块模板和结构化的语义认知表现形式，并建立了五

菱品牌语义词库，形成了对五菱品牌风格及其造型意

向的语义词聚类和语义解释。这种规范化和层次化

的品牌风格语义词库，对于企业从语义概念的角度建

立品牌造型规则，保证品牌风格继承的基础上产生创

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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