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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地域性文化意象设计研究对各地发展文化产业、促进地域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传统器物文化是地域文化符号的主要来源，如何将诸多的地域符号进行筛选、提炼，并将之应用

在产品设计中是文创产品设计的关键。针对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彩陶符号，运用数量化方法提取马家

窑彩陶文化符号，将数量化一类原理引入设计全过程。结论 提出了一种古器物文化在现代文创产品设

计中传承创新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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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onal Image Extraction and Products Regional Innovation Design of Ancient Arti-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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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regional cultural image desig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promo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identity. Traditional utensils culture is the main source of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how to select and refine many regional symbols, and apply it to product design is the key to the design of the product. 

According to Majiayao pottery symbol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Majiayao pottery culture symbol is ex-

tracted by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the quantify principle is introduced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design. A new method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the design of modern culture and creative products i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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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产品作为媒介来传承和发展传统器物

文化是地方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新方向，但如何提

取传统器物符号，并对其所承载的地域意象进行认知

测评和量化，是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难点所在。本文

结合符号学及数量化一类理论，提出将地域意象提取

后形成的地域意象符号，对地域意象认知给予量化处

理，从而为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提供参考。   

1  文创产品的地域意象设计概述 

地域意象是与符号相关联的，从广义的符号学概

念可知，当某事物“达到了传达关于实在，即关于客

观世界或交际过程的任何一方的感情的、美感的、意

志的等等内在体验这个目的”[1]时，它就成为一个符

号，能够表现地域文化特征的形象就可称之为地域符

号。许多地域性符号是地域文化活动作用于地域自然

环境形成的，《易传》中的“观物取象”、“制器尚象”

的方法，表明了地域符号与造物的关系，“象也者，

像也” [2]，“象”是意象，是意念性的，“像”是符号，是

视觉性的，“像”是“象”的视觉再现。所谓意象，是指

客观物象经过人们的情感活动而建构出来的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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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意象属性

地域意象的符

品设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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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意象造型

为面向文化符

2  马家窑

流程 

2.1  马家窑

彩陶是中

特色，其中以

原始先民审美

表达。马家窑

其从具象到意

象表现之路[1

今天，马家窑

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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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两个方面，

底、耳、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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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等。古

颈、腹、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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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形态特

意特征。语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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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的感性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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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物。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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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符征（造

样式样、纹样

括：沧桑的、

古彩陶的造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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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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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由于不同

印象，意象一

此地域意象应

产品语义学角

动创造出来的

性文创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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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符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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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理念受

从产品地域限

计[6]等方面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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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使情感领域

逐步运用计算

意象转化为物

经生理学、信

工智能学等，

术对定性的感

；同时基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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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法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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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构成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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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流程

1）代表性

网络搜集等方

10 名来自本

灯片的形式将

组讨论的形式

代表性的作为

2）地域意

脑风暴法，受

个针对甘肃地

KJ 法，对刚

、归纳，再讨

结果，提炼出

的、质朴的、

3）制作 SD

和 6 个地域意

个受测者针对

评价，以意象

SD 调查问卷

较沧桑、既不

终得到每个马

（1）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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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

个目标感性意

定理，去除

均值即为合理

4）马家

解为口、耳、

体质感，共 8

分与之对应的

5）数据

及其类目转化

入应用 Matla

品要素分析系

预测值、复相

关系数等。计

见图 1。 

图 1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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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表示造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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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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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最大的，

响程度排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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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 x2 

口 x1 

底 x4 

陶体质

纹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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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 x3 

 
同理，“质

影响程度重要

体颜色>口>纹

3  基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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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所得到的造型设计要素外，在壶盖、把手以及壶

嘴等细节的设计上，与其壶身的整体形态相协调。

在纹样设计中，采用以网纹为主，但在保证整体效

果统一的前提下，为避免纹样单调重复，茶杯采用

圆点纹+圆圈纹的纹样、茶壶采用网纹+圆圈十字纹

纹样、茶叶罐采用网纹+圆圈纹+波折文纹样、茶盘

采用网纹+圆圈纹+圆点纹纹样。最终文创产品再设

计方案见图 2。 

 

图 2  文创产品再设计方案 
Fig.2 Cultural & creative product redesign program 

4  方案评估 

再次邀请 10 消费者对设计方案进行评估，采用

-2～2 的五阶 SD 问卷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评估；统计

用户评价结果为 1.1 分，证明用户对此设计方法所得

方案总体比较满意，同时也比较认同本设计产品“沧

桑的”地域意象。 

5  结语 

文创产品设计属于符号的感性意象设计范畴，

设计的难点在于对接受群体的感性认知心理的把握，

对地域性意象符号的筛选及符号认知调查的效度和

信度把握很重要。基于古器物的地域意象设计的主

要环节是如何确立具有认知特征的符号及载体类型，

特别是找到符号及符号载体之间的相似性和相关性，

这也是地域性创意设计方法论研究的关键技术。通

过本文的研究希望能为文创产品设计起到抛砖引玉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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