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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构建江南园林文化因子的提取模型，科学而理性地挖掘与提炼具有识别性的设计元素，

结合实践以验证方法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方法 建立江南园林文化因子提取及应用研究框架，采用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提取花窗、洞门、色彩、意蕴 4 个设计因子，计算各因子的重要性并将研

究成果应用于产品设计。结论 使用科学的因子提取方法能够提取特征鲜明的江南园林文化设计因

子，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以系统、科学、合理的方法指导创意产品设计实践。 

关键词：江南园林文化；因子提取；层次分析；创意设计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6)24-0057-06 

Factors Extraction and Design Application of Jiangnan Garden Culture 

LIU Li-ping, LI Yang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Luoyang 471003,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construct the factors extraction model of Jiangnan garden culture, dig and refine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the design elements with recognition, and verify the reli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method with practice. It 

establishes the extraction and application framework of Jiangnan garden culture factors, and extracts flower window, por-

tal, color, implication four design factors by using a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Then it calcu-

lates the importance of each of these factors and finally applied the results to the product design. Using the scientific fac-

tor extraction method can extract the characteristic design factors of Jiangnan garden culture, enhance the cultural conno-

tation of products, and guide the practice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with the system,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methods. 

KEY WORDS: Jiangnan garden culture; factors extracti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creative design 

 

 

江南园林作为中国传统园林文化的代表，其借

山水、建筑等形式，将自然和人工完美地结合在一

起。江南园林通常小巧、雅致。漏窗和洞门将不同

区域分隔或联系，以小见大，移步换景，千姿百态，

引人入胜，视野中的白墙灰瓦、绿树碧水，红柱、

粉花，呈现出独特的江南文化韵味。对江南园林文

化元素进行提取并应用于设计中，可赋予产品文化

内涵，有助于强化产品吸引力，提升产品市场竞争

力，并加强不同文化间的传播与交流。 

进行产品创意设计时通常对文化元素的应用

是感性和直接的，怎样做凭设计师个人的理解，结

果往往不可控。如能从理性的角度对“文化因子”

进行归纳和分析，就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设计的科

学化、精确化。这里的“文化因子”指“决定文化系

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要素，是具有显性特征的典型

文化符号”[1]。这里将从江南园林特征文化元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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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进行设计因子提取，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产品

设计中。 

1  研究现状 

文化因子是一种特色鲜明的视觉符号，能使观

者迅速识别并产生文化认同感。目前针对文化因子

提取并应用于产品设计的研究，国内尚处于起步阶

段。已有的研究如冯培恩等人建立了基于产品基因

遗传和重组的概念设计框架[2]。金心等人将资料进

行整合并提取形态样本，利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进行研究，从而获取有效的文化因子[3—4]。

苟秉宸等人基于遗传理论提取半坡彩陶图案、色彩、

形态文化基因，构建了其文化风格基因库并进行应

用[5]。郑龙星分析了产品进化发展过程中基因的遗

传与变异，探讨了产品设计过程中如何进行基因的

提取[6]。王沈策结合产品语义学的相关理论，分析

了中国传统纹样形成的理念内涵并探究其在产品

设计中的应用方法[7]。 

综上，文化因子的提取和应用研究还处于探索

中，其中针对江南园林文化因子的提取研究更是相

对缺乏。这里在深入分析现有设计因子提取方法的

基础上，构建研究框架提取花窗、洞门、色彩、意

蕴这 4 个江南园林的典型文化因子，并将分析结果

应用于设计中，以验证此次文化基因的提取及应用

方法的有效性。 

2  研究框架 

主要通过以下 4 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对江

南园林文化资料进行搜集并分析，归纳出园林中具

有识别性的特征元素；其次，对特征元素进一步分

类整理，提取设计因子；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计

算各因子的重要性；最后，将各设计因子依据其重

要性应用于产品设计中，以验证其可行性。江南园

林文化因子提取及应用研究框架见图 1。 

 

图 1  江南园林文化因子提取及应用研究框架 

Fig.1 Extraction and application framework of southern gar-
dens cultural factors 

 

3  设计因子提取 

江南园林历经千余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形成了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独特艺术文化，在中国古

典园林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花窗和

洞门是实现“实中见虚，虚中见实”意境所不可或缺

的建筑构件[8]。而色彩作为情感的视觉载体，蕴神

寓意，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文化设计因子。采用杨保

安等定义的层次分析法[9]，从花窗、洞门、色彩、

意蕴这 4 个方面提取江南园林文化因子，并融合应

用于设计之中。 

3.1  花窗 

花窗是江南园林中一种兼具实用和装饰功能

的窗，不仅可以使墙面产生虚实变化，而且还可

塑造出“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艺术效果，计成在《园

冶》中称花窗为“凡有观眺处筑斯，似避外隐内之

义”[10]。 

通过多渠道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归纳出常见的

花窗窗形及纹样，为了清晰直观地获取花窗设计因

子，采用形态分析法提取各类窗形的形态特征线及

纹样见表 1，即花窗因子。 

根据层次结构模型，对 6 种花窗窗形及 4 种花

窗纹样分别构建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A=（aij）n·n，

即第 i 个因子与第 j 个因子相对可信权重，并用数

量化的相对权重 aij 来表示第 i 个因子相对于第 j 个
因子的重要程度，n 表示因子的总数。aij 的取值引

用九级标度法感知评价确定，数字 1～9 标度及其

倒数的含义见表 2。 

假设各因子的权重向量为： 

W=（ω1，ω2，ω3，…，ωn）
T  (1) 

公式（1）中：W 为权重向量；ω 为各因子权

重。则有 ： 

A·W=λmax·W (2) 
公式（2）中：A 为判断比矩阵；λmax 为判断比

矩阵 A 的最大特征根。 

计算判断比矩阵 A每一行的乘积后开 n次方根

即 Wi ， 则 权 重 



n

1i

i/ ii WW ， 最 大 特 征 根 ，

n

max
i 1

1 W

n 
 




i

i

A
 则一致性指标 CI= λmax－n/n－1，

n 为判断矩阵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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