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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分析家具形态特征的识别模式。方法方法 以家具形式与意义的对应关系以及认知学相关理论

为基础，对家具意象认知过程中的形态特征识别过程进行分析。结果结果 总结了家具形态特征的两种模式

识别方法，构建了家具形态特征的一般识别模式和认知识别模式。结论结论 形态特征识别是家具意象认知

的基础环节和重要内容，它解释了人们怎样在非稳定的产品系统中对家具意象进行相对明晰的认知；科

学合理的识别模式和识别方法应用于家具感性设计，能确保家具意象的准确传达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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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analyze the recognition pattern of furnitur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urniture form and meaning as well as cognitive theory，it analyzed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ss of
furnitur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t summarized two kinds of pattern recognition methods for furnitur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constructed general recognition model and cognitive recognition model for furnitur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Morphological feature recognition is the basic and important parts of furniture image cognition. It shows
people how to cognize furniture image in the non stable product system. Rational recognition mode and methods applied to
furniture perceptual design can ensure accurate communic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furnitur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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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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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意象是人们对于家具产品的现实物象形式

的感性反应，是以形式表征为内容的意义象征，体现

了家具产品形式与意义的对应关系。不管是在何种

层面，意义的产生总是以形式的存在为前提，并以此

为基础演化出其他的意象内容[1]。家具形态特征识别

是家具意象认知的关键，也是家具意象认知思维结构

的基础。

1 家具意象认知研究

家具意象反映的是人们对家具的感觉和知觉过

程。家具意象认知是设计者将构思转化成形式，同时

使用者通过体验获取意义的过程。

家具领域内关于产品意象的研究出现在近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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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怎样使产品愉悦人的感官、怎样

使产品更适应人的感性特质以及设计行为中的感性

要素等议题。例如，陈祖建[2]基于感性工学原理提出

了家具的物理域和功能域，并依此构建了消费者对家

具产品的心理评价模型；余继宏[3]从符号学理论角度出

发，把家具设计的形态要素作为家具设计的符号构成

要素进行了研究，用符号学理论的设计方法来解决家

具设计过程中功能和意义的问题；吴珊[4]用数理统计方

法分析了家具形态对消费者感性意象的影响，提出了

情感化家具造型法则；刘文金[5]用数量化理论Ⅰ分析了

感性意象与家具造型要素之间的映射关系；苏建宁[6]分

析了产品意象造型设计所涉及的意象挖掘、造型形态

描述、造型要素辨识等关键技术和方法。其他产品领

域内也有较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赵丹华[7]、谭

征宇[8-9]、张艳河[10]等人，对意象和形态、产品意象空间等

方面作了研究。

总的说来，现有研究大都是基于感性和现象而未

进入分析的理解方式，对具体的心理认知过程及其方

法模式的研究少有提及。而结合设计的求解特点来

看，认知过程、方法及模式的研究正是家具意象认知

研究的关键所在。

2 家具形态特征识别过程

家具形态特征识别是家具意象认知研究的基础

环节和重要内容，是影响家具感性设计质量的重要影

响因素。完整的家具形态特征识别过程可细分为4个

环节：特征注意、特征加工、特征选择和特征整合。

2.1 家具形态特征注意

现实中人们总是能直观、快速且准确地把握家具

意象内容或形式特征，这是源于人的视觉搜索本能。

在这种自由无序的视觉搜索方式中，信息内容的差异

化程度决定了特征注意的效率。

2.2 家具形态特征加工

感官系统接受到特征信息之后会进一步加工。

加工的方式主要有两类：自上而下的加工与自下而上

的加工、整体加工与局部加工。

2.2.1 自上而下的加工与自下而上的加工

从家具形态特征的识别来看，自下而上的加工开

始于外部刺激，其过程表现为首先分析较初级的形态

单元，然后转向较复杂的形态单元或单元组合，最终

完成对外部刺激的解释。自上而下的加工则是由较

大特征开始逐步细化，最终形成对形态的期望或认

知。两种加工方式同时存在，不同情况下各有侧重。

知觉良好的情况下，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加工，而随着

知觉条件的恶化，自上而下的加工将逐渐增多。形态

特征加工路线见图1（图片摘自Herman Miller品牌下

的Mirra工作椅），自上而下的特征加工路线可描述为

“靠背椅的靠板等部件（靠板的形状、色彩、材质、装饰

等细节特征）分解后的特征单元（点线面等）”；后者的

路线正好相反，可描述为“特征单元的靠板形状、色

彩、材质、装饰等细节特征（靠板等子部件）”。

2.2.2 整体加工与局部加工

家具形态特征识别开始于整体组织，然后才是局

部特征分析。整体和局部的区分是相对的，不同层次

的特征构成相应组集。以图1为例，椅子为整体则靠

板等部件为局部，而以靠板为整体，其形状、色彩、材

质等细节特征则为局部。该方式关注的是特征要素

如何组合形成整体视觉特征，强调加工的整体性。

2.3 家具形态特征选择

形态特征选择的目的是舍弃次要信息，有效加工

重要信息。特征信息重要性的确认有赖于使用者的

知识背景、个人喜好以及设计引导等，并会随着新刺

激信息的输入而变动。基于认知学“晚期选择模型”，

可建立家具形态特征的反应选择模型，见图2。该模

型能解释为什么有意义的造型、材质或色彩更能引起

使用者的注意。

2.4 家具形态特征整合

2.4.1 特征捆绑

特征捆绑是将分散的特征信息知觉为整体形象

的心理机制。形态特征捆绑见图3（图片摘自Herman

Miller品牌下的Mirra工作椅），a，b，c中的形态基本元

素捆绑组合后分别得到形态d，e，f，d/e捆绑后形成g；f

图1 形态特征加工路线

Fig.1 The processing of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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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g是靠背形态的重要表征单元，二者继续被捆绑得

到h，并完成与靠背形态特征的初步匹配。

2.4.2 特征整合

特征整合阶段，知觉将不同维度的特征整合形成

客体的统一表征。将特征信息看作某个维度的特定

值，特征的结合便构成客体。以家具为例，造型、色

彩、材质、结构等是不同的意象维度，如白色、木质、方

几分别是相应维度的具体值，而“白色实木方几”就是

上述特征维度组合的意象。捆绑中的特征整合见图4

（图片摘自Herman Miller品牌下的Mirra工作椅），使

用者对同一位置的注意完成了该位置视觉成分的捆

绑组合。

2.4.3 家具形态特征整合模型

在特征捆绑和特征整合的基础上，可构建家具形

态特征的空间注意模型，见图5。该模型由位置引导

层（位置地图）和特征层（特征地图）构成。位置引导

层表征特征所处的位置，不涉及具体特征内容；特征

层包含了特征的内隐信息。

结合家具形态特征识别的具体实现过程来看，注

意力在位置引导层内搜索移动，被注意的特征成为当

前激活的客体表征，主体可以从特征层中获取与当前

注意位置相关联的特征内容。多次搜索后可建立统

一的客体形象，其结果将与记忆中储存的模板进行匹

配而得以识别。

3 家具形态特征的模式识别方法

模式识别是产品意象认知研究中的重要概念。

研究表明，家具形态特征模式识别的基本方法主要有

两种：统计模式识别方法和结构模式识别方法。

3.1 基于统计方法的模式识别

统计模式识别法先从对象模式中提取特征参数，

然后用这些特征参数把模式表达为特征空间中的点，

最后根据各点之间的距离进行分类和识别。家具形

态特征的统计模式识别系统主要由4个部分组成：信

息获取、预处理、特征提取和选择、分类决策。

3.1.1 信息获取

获取的信息内容包括造型、材质、色彩、装饰、结

构等要素。实际研究中，这些特征通常会被转换为数

字特征进行应用。

3.1.2 特征加工

特征加工的目的是由被识别的对象推导出基本

的原始特征，其结果可以是某种计算结果或图像描

绘，也可以是应用感性工学方法的感知测量结果。

3.1.3 特征提取和选择

由于原始特征空间的维数较高（数量较多），特

征信息分类前需要降低维数。一种方式是将原始特

图2 形态特征反应选择模型

Fig.2 Reaction choice model of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图3 形态特征捆绑

Fig.3 Morphological feature binding

图4 捆绑中的特征整合

Fig.4 Feature integration in integration

图5 注意的特征整合

Fig.5 Featur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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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空间映射到维数较低的空间（提取），然后选择具

有代表性的特征（选择）；另一种方式就是筛选掉明

显不具备分类信息的特征（选择），再进行映射以降

低维数（提取）。

3.1.4 分类决策

通过使用相应的分类规则，在特征空间中将被识

别对象归为相应的特征集。

3.2 基于结构方法的模式识别

家具形态特征识别的目的不仅是要把家具形式

指定到某个特定类别，还要对家具形态进行深入描

述。结构方法模式识别系统见图6。

识别部分包括预处理、基元抽取和结构分析。其

中，基元抽取包括分割、特征（基元）抽取，目的是在分

割的过程中抽取特征并显示特征间的相互关系，以便

利用子模式进行描述。分析部分包括基元选择和结

构推断，为后续的模式描述服务。

4 家具形态特征识别模式

4.1 家具形态特征的一般识别模式

基于原型说与特征说，可构建家具形态特征的一

般识别模式。该模式由形态特征形成、形态特征识别

和识别结果3个部分组成，见图7。首先，该模式下家

具形态特征的形成经历了特征加工、选择和捆绑3个阶

段。然后，在特征识别阶段，以记忆中的特征表象为原

型实现相互匹配。匹配过程中，人们会率先找出与产

品特征最为相似的图像，并在语意存储中找到图像编

码与文字编码的关系（语意存储中包含各个类别的产

品特征及其对应的意象）。最后，家具的形态特征及其

意象内容均用语言加以描述，再存储在语意存储中。

4.2 家具形态特征的认知识别模式

结合家具形态特征的识别机制和模式识别方法研

究，可构建家具形态特征的认知识别模式系统框架，见

图8。该系统的内部信息被简化为两个方面：一是感官

获取的家具形态信息，作为识别对象保存在短期记忆

中；二是长期记忆中已存储的特征原型、知识及规则，

分别存储于相应的特征原型库和知识规则库。

模式分析处理部分的功能与一般识别模式相比

有所提升，它能对从外界收集的模式信息进行分析，

包括特征提取、原型分解、特征或原型组合、结构描

述以及背景描述等，为后续的知识检索、特征（原型）

检索和匹配决策作好准备。其中知识规则库与特征

原型库共同对应长期记忆，知识规则库里存储的是

先验知识、原型组合规则、特征关系知识等，特征原

型库里存储的是家具形态特征或家具形态原型。

匹配决策部分根据模式分析处理的结果，在特征

库中搜索符合或相似的特征，并在知识库中搜索相应

的知识进行匹配。匹配的结果将按照一定的决策规

则进行评价，并输出识别结果。如果匹配不成功，则

会将特征或知识分别添加到相应的库中，通过这一扩

充机制实现认知识别模式系统的内容扩充。

5 结语

近年来，家具设计领域对感性意象较为关注，以往

研究侧重于借助技术手段将人的感觉量化，并寻找其

与设计中各种物理量之间的对应关系。随着家具意象

研究的深入，人们充分认识到意象认知是一个完整的

（下转第83页）

图6 结构方法模式识别系统

Fig.6 Structural approach of pattern recognition

图7 家具形态特征的一般识别模式

Fig.7 The general recognition pattern of furnitur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图8 家具形态特征的认知识别模式

Fig.8 The cognitive recognition pattern of furnitur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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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事件。在探讨家具意象美内在机制的同时，深入

研究其认知途径，有助于了解消费者如何在非稳定的

产品系统中实现家具意象认知。构建科学合理的家具

形态特征识别模式和方法，确立认知心理与家具意象

研究之间的科学联系，能更好地解释家具形态特征识

别和家具意象认知的实现过程，对家具感性设计实践

中的家具形态预测、实现以及评估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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