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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问答镜的文化特征提取与设计应用研究 

王伟伟，王艺茹，胡宇坤，杨晓燕，吕曼曼 
（陕西科技大学，西安 710021） 

摘要：目的 将唐镜的元素运用到产品设计过程中，不仅满足目标对象对产品的多样性需求，而且也增

强设计的故事性和内涵性。方法 通过 Kano 模型用户需求分析，得到目标对象的主要需求；收集孔子

问答镜的相关资料，提取孔子问答镜的显性文化特征和隐性文化特征；融合目标对象的主要需求，按

照形状文法的规则演变，对提取的文化特征进行加工处理，得到可以直接应用的创意设计元素；并结

合腕表设计案例对该方法进行实践验证。结论 孔子问答镜文化特征提取与设计应用，既有利于提升现

代人的品位，又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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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straction of the Confucius Q & A Mirror′s Culture Feature and the Research of 

the Design Application 

WANG Wei–wei, WANG Yi-ru, HU Yu-kun, YANG Xiao-yan, LYU Man-man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Tang mirror is one of the physical representation about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pplying the Tang 

mirror's elements in products design process not only satisfies the target population's demand for the product's variety, but also 

enriches the story and intensionality inside the design. First, we can get the target population's main requirement through ana-

lyzing the Kano model about the user's demand. Then we can abstract the obvious and implicit cultural feature in the way of 

collecting th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Confucius Q & A mirror. At last, we will get the create design elements that can be di-

rectly used in design by adding the target population's main requirement, evolving according to the shape grammar rules and 

processing the abstracte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e can practice this idea in the watch design. The abstra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onfucius Q & A mirror's culture feature will not only promotes the modern citizen's appreciation of beauty, but also in-

herits and innovate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Confucius Q & A mirror; abstraction of cultural feature; design demand; design element; watch design 

文化是人类智慧孕育出的精神与物质的结晶，

只有融入历史与文化塑造的传统符号元素，才能够

让产品设计历久弥新，也会让使用者通过享受产品

达到审美愉悦与精神慰藉[1]。秦砖、汉瓦、唐镜是中

国历代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孔子问答镜作为唐镜

人物镜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背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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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价值和艺术设计审美价值。目前，涉足孔子问答

镜的相关研究较少，2014 年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

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

若干意见》， 这项政策的推出给文化创意产业提供

了绿色通道。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文献[2]论述了

产品基因的提取方法，并分析了设计特征与品牌风

格的关联性，通过汽车车灯基因提取案例验证了方

法的可实现性。文献[3]提出了构建文化基因库的概

念，结合仰韶文化应用案例论证了基因提取方法的

可行性。文献[4]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感知和层次分

析法的传统文化设计元素提取方法模型，以汉代陶

俑设计因子提取为例验证了方法和模型的有效性。 

1  理论基础 

孔子问答镜的文化特征指孔子问答镜的外在表

现和内在涵义，结合它产生时的背景环境、线条、

形态、纹样和故事寓意，传达出具有可识别性的元

素符号。孔子问答镜又名三乐镜，目前可以考察到

的有葵花形镜和圆形镜[5]，镜背纹样引用“知足常乐”

的典故，孔子问答镜见图 1[6]。孔子问答镜隐含的文

化具有深刻的生活哲理性，而纹样中出现的圣人孔

子更是儒家文化的代表。目前，有关孔子问答镜文

化特征的研究鲜少，因此提取其文化特征，对传统

文化创意设计元素的补充具有积极意义。 

 

图 1  孔子问答镜 

Fig.1 Confucius Q & A mirrors 

2  研究框架 

为了使研究成果尽可能地符合产品设计的初

衷，针对设计目标进行设计定位，确定目标对象，

并把目标对象的需求融入到文化特征提取的研究

中。首先，以设计目标为基准找准设计定位，明确

设计目标对象及其使用情景，提取目标对象的设计

需求；其次，多渠道地收集资料，对孔子问答镜及

其背景环境进行深入分析，从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

分析，找出显性文化特征和隐性文化特征；再次，

将设计需求与文化特征融合，提取出需要的创意设

计元素；最后，选择合适的创意设计元素应用到产

品设计中进行研究验证。研究框架见图 2。 

 

图 2  研究框架 

Fig.2 The research frame diagram 

3  设计需求分析 

3.1 以腕表设计为例进行分析 

腕表和唐镜在形态特征上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腕

表的表盘造型多是圆形形态，这与唐镜的造型特征极

为相似；同时，大多数的表盘和唐镜镜背分区方式也

比较雷同，唐镜在实现功能性需求的同时，又具有丰

富的文化故事性，将唐镜的文化故事运用到腕表设计

中，能够提升腕表的文化性和趣味性。腕表在当今时

代不单作为计时工具，人们对它的审美需求已经超过

了功能性需求，而唐镜纹饰所具有的高度审美价值，

正可以填补人们对腕表的审美需求。 

3.2  腕表设计定位分析 

针对 50 位腕表用户的性别、年龄、职业和学历

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见图 3。对以上调查结果进

行分析发现喜欢佩戴腕表的对象，大多是具有一定

文化素养的中青年职业男性，最终将腕表设计定位 

 

图 3  腕表用户调查 

Fig.3 The graph of the watch users'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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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这一小众群体的设计需求。 

3.3  目标对象需求分析 

了解目标对象的需求，能够准确地进行设计定

位，更易实现产品设计的价值。目标对象的需求主

要包括使用人群和购买人群的需求。从设计需求出

发，通过市场调研的方式，得出用户和消费者的需

求特征，分析并提取出用户和消费者的共性需求，

在共性需求中通过分析目标对象及其使用情景，找

出目标对象的核心需求，运用 Kano 模型用户需求分

类法[7]，提取目标对象的主要需求。目标对象的需求

模型构建流程见图 4。 

 

图 4  目标对象的需求模型构建流程 

Fig.4 The target population's requirement that the model building 
process chart 

3.3.1  Kano 模型二维属性模式 

Kano 模型是分析用户对产品性能满意度的模

型，可应用到产品设计中，衡量顾客或用户对某项

要素的满意程度[7]。利用坐标的相对关系，主要分为

5 类属性，即魅力属性、期望属性、必备属性、无差

异属性和反向属性。其中，魅力属性和期望属性是

具备较高满意度的属性。 

3.3.2  Kano 模型用户需求分类法 

    Kano 模型用户需求分类法可用来衡量用户对腕

表某个属性的满意程度。Kano 模型的需求分类评估见

表 1[7]。其中：A 代表“兴奋型需求”；O 代表“期望

型需求”；M 代表“基本需求”；R 代表“相反需求”；

I 代表“无关紧要需求”；Q 代表“问题需求”[7]。另外，

A 对应二维属性中的“魅力属性”；O 对应“期望属性”；

M 对应“必备属性”；R 对应“反向属性”；I 对应“无

差异属性”。将“故事性”作为功能属性对 50 位目标

对象进行问卷调查，Kano 模型的故事性需求分类评估

见表 2。 

表 1 Kano 模型的需求分类评估 

Tab.1 Kano model′s requirement of classification assess-

ment chart 

用户需求 
产品不具备某功能属性 

喜
欢

必须
这样 

保持
中立 

可以
忍受

不喜
欢 

属
性 

产
品
具
备
某
功
能

喜欢 Q A A A O 

必须这样 R I I I M 

保持中立 R I I I M 

可以忍受 R I I I M 

不喜欢 R R R R Q 

表 2  Kano 模型的故事性需求分类评估 
Tab.2 Kano model's story requirement of classification as-

sessment chart 

目标对象需求
腕表不具备故事性 

喜欢
必须
这样 

保持 
中立 

可以
忍受

不喜
欢 

腕
表
具
备
故
事
性

喜欢 0 0 12 10 6 

必须这样 0 0 3 2 3 

保持中立 0 0 7 2 0 

可以忍受 0 1 1 2 0 

不喜欢 0 0 1 0 0 
 
根据频数最大优选法，将需求中人数选择最多

的作为目标对象的需求，在统计时去除问题需求和

相反需求[7]。对比发现 A 位置上的数字之和最大，

也就是选择 A 的人数最多，即“故事性”属于目标

对象的兴奋型需求，对应 Kano 二维属性中的魅力属

性，具有较高满意度。按照上述方法，找出腕表功

能中具有较高满意度的需求，即目标对象的主要需

求。最终将目标对象的主要需求概括为审美需求、

功能需求、身份需求和文化需求。 

4  文化特征提取与演化 

以目标对象的主要需求为导向，从显性文化特征

和隐性文化特征这两个方面进行提取。显性文化特征

主要表现为纹样特征和外形特征，隐性特征大多是精

神层面的特征，比较难以把握，因此隐性特征的提取

成为这里研究的难点。为了准确把握隐性文化特征，

对孔子问答镜产生时所处的背景环境进行分析，从故

事层面把握其寓意和内涵，并运用形状文法，将文化

特征按一定规则演变，得到可以直接应用的创意设计

元素[8—9]。孔子问答镜文化特征提取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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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孔子问答镜文化特征提取 

Fig.5 Confucius Q & A mirrors cultural feature's extraction 

4.1  纹样文化特征提取 

由于所有孔子问答镜的纹样区别不大，因此只

选择图 1 中葵花形镜的纹样特征进行研究并提取。

按纹样类别分类可划分为人物纹样、铭文纹样、柳

树纹样和圆钮纹样。分析线条在设计中的作用[10]，

提取孔子问答镜的纹样特征和创意设计元素，纹样

和外形特征的设计元素提取见表 3。 

4.2  外形文化特征提取 

葵花形镜自唐代开始出现并盛行，由 8 个花瓣

构成，形态类似葵花，从形式美的角度评价，具有

对称与均衡的特点，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圆形镜，

造型简洁、大气，属于普通铜镜形态，如表 3。 

4.3  隐性文化特征提取 

从孔子问答镜的背景环境和纹样中的故事寓

意，分析挖掘其隐性文化特征。 

4.3.1  背景环境分析 

 分析孔子问答镜的历史背景，有助于提取其隐性

文化特征。孔子问答镜是唐镜人物镜类型中的典型代

表，孔子是镜中重要的元素之一，也是儒家文化的代

表人物，对儒家文化进行分析，有利于了解该镜产生

时的背景环境。而孔子问答镜的问世，则说明当时

社会的统治者倡导儒家思想文化。 

4.3.2  故事寓意分析 

 “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

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何乐也？’对曰：

‘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得为人，是一

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

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

既以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 [11]。”大概意思是因为自

己作为一个人，又能成为男人，同时还很长寿，所以

感到快乐，现在被作为“知足常乐”的典故。 

4.3.3  隐性文化特征 

孔子问答镜倡导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和处

世观，表达了对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将其运用到

产品设计中，赋予设计感染力和美好寓意。 

5  实例验证 

5.1  应用元素分析 

分析筛选几何形和流线形创意设计元素，通过

层次分析法[12]进行决策判断，选择符合设计目标的

元素应用。将目标设计定位为具有孔子问答镜文化

特征的男士腕表，通过分析造型、加工要求和对文

化特征的需求，发现直线、硬朗造型的元素形态更

容易受到男士的喜爱，因此，几何形创意设计元素

比流线形创意设计元素更符合设计要求。 

5.2  腕表设计展示 

 通过上文中对孔子问答镜文化特征的研究，设计

了一款以孔子问答镜的造型特征为原型的男士腕表。

其中，表带的设计提取了镜中柳树树叶的形态特征；

而在表盘的设计中，运用了 8 瓣葵花镜造型特征的几 

表 3  纹样和外形特征的设计元素提取 
Tab.3 Extract design elements of grain appearance and shape feature 

纹
样
文
化
特
征
提
取 

  

纹
样
特
征

人物 铭文 柳树 圆钮 

外
形
文
化
特
征
提
取 

 

外
形
特
征 

葵花形 圆形 

   

纹
样
创
意
设
计
元
素 

 

几
何
形

 

 

外
形
创
意
设
计
元
素 

 

几
何
形

   

流
线
形    

  

流
线
形  



130 包 装 工 程 2016 年 7 月 

 

何形态元素，内部构图采用 8 瓣葵花镜内比流线形创

意设计元素更符合设计要求。切圆的形式特点，并将

人物身影融入到表针的设计中，通过两者一高一低的

位置设定，还原出当时一问一答的场景。表盘的时针

刻度是根据提取出的几何元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三

角形为原型而设计的，时针上的“乐”字，可以时

时提醒世人要知足常乐。而腕表背面的两颗柳树形

态给人一种自然恬静的视觉效果，传达一种乐天知

命、随和悠悠的人生观和处世观。腕表设计展示见

图 6。 

 

图 6  腕表设计展示 

Fig.6 Watch design show 

6  结语 

以腕表设计为案例，建立在对目标对象需求分

析的基础上提取孔子问答镜的文化特征，并创新出

两种不同风格特征的创意设计元素。将孔子问答镜

的文化特征应用到产品设计中增强产品的文化性，

有利于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促

进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和设计活动良性发展，丰富新

产品的开发方向，充实现代设计的文化元素，丰富

设计语言，对现代设计有指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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