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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缩小“造型企图”与“受众认知”的差异。方法 通过对主题词、形态印象和表意手法的优

选，构建反映共性认知的造型原型，以结构要求和形态印象辅助功能设计、以主题词头脑风暴驱动表意

部件演进，最后以方案与设计原型的综合匹配度为依据进行选优与完善。结论 设计原型是设计企图与

受众需求的抽象描述，是二者共性认知的反映，据此可提炼设计内容、明确变形重点，配以主题的图形

化联想和谐音、象征等表意手法能避免造型的盲目性，提升造型与表意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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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duce the distinct between “modeling attempt” and “recipient awareness”. 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subject terms, form impression and expression method, to constitute the modeling prototype that reflects common cogni-

tion; assist function design with structural requirement and form impression, drive the evolution of ideographic subjects 

with brain storm on subject term; then optimize and improve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matching rate between scheme 

and design prototype. Design prototype is the abstract description of design attempt and recipient demands, and is the re-

flection of their common character, with which we can refine design content and define the emphasis in transformation. 

Fitted the above with image association and homonym, symbolization and other ideographic methods, we can avoid the 

blindness in modeling and improve the harmony between modeling and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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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是设计知识与用户知识匹配的过程，被认为

是产品创新最直接、便捷的方式，是企业面对竞争、

谋求发展的重要方法[1]。造型设计始于对“形”进行“解

构”与“重组”的“造型编码”，终于用户对“态”的本质与

内涵的形态解码[2]。造型求新与认知惯性的矛盾，导

致形态成功的关键在于减小用户与设计师对方案的

认知差异[3]。传统依赖设计师知识、经验的造型模式，

其思维过程缺乏系统性和通用性[4]，仅以感觉美为宗

的设计，常陷用户于认读困境。须知，形态设计既要

考虑功能,又要顾及用户的认知需求[5]，设计师必须注

入打动用户的内涵[6]，方可实现造型的“形神兼备”[7]，

因此，形意协调的形态衍生研究是必要的。 

1  原型理论与造型设计的关联及研究现状 

1.1  原型理论与造型设计 

原型是对类别中所有个体的概括，是某类客观世

界基本成分的抽象，其本质是一种视觉模式，是造型

的识别和认知机制[8]，原型一旦确立即可左右形态认

知，成为影响造型的潜在规则。如添足蛇，就超出蛇

的原型范畴而不被认可。 

原型理论经“集体无意识”的研究而影响多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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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集体”指“无意识”的普适性，“集体无意识”描述

的是人类普适的心理意象。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世

代累积、通过遗传继承的先祖经验。可见，原型是在

知识和经验基础上对认知客体进行高度概括的心理

表征，大众集体无意识内容的集合就是“原型”[9]，原

型一方面通过“特征形象”来体现概念；另一方面它构

筑“语义性的层级”结构，为风格意象的认知与表达提

供工具[10]。原型是由核心成员与边缘成员组成的边界

模糊的范畴，为避免地域、人群和对象“熟悉度”等因

素对原型构建的影响。需把固化的对某类事物共识性

的特征，进行提炼、重组以抽象出该事物的认知原型，

以此为“模板”对造型组件进行有意识地变形即可生

成造型方案。 

这里以设计原型，定义设计师与用户共同的造型

认知基础和认知前提[11]，在造型设计前期以意象形容

词提炼设计期望指导造型设计[12]。 

1.2  原型应用的相关研究 

深泽直人主张“不假思索的设计”，他认为设计不必

生创“新”物，而是要找寻意识中没被发现的形式

——“原型”。在认知驱动的造型研究中，多依特征建构

数字模型，通过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结合认知调查逐

步舍弃非本质特征，生成备选方案。如基于品牌基因的

造型方法[13—14] 、基于意象的造型、基于产品族的造型

研究等。除对家电、汽车、家具等造型研究外，张蕾将

原型引入景观设计，并提出了对应的设计手法。 

当下研究多是基于样本的修改与重组，其本质是

方案改良，虽然能快速生成大量方案，但是却不能指

导形态的原创。设计在于创造，在以用户为中心的消

费环境下，以改良翻新式的快速造型是难以形成持续

竞争力的，因此提出以原型反映的共识来勾勒造型草

案；以主题概念图形化，推进表意构件衍生，可产生

有效的表意造型方案。 

2  设计原型的构建与造型衍生方法 

2.1  认知原型获取与表意手法调研 

原型是有约定性语义的“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

象”，将受众印象中的典型形态与设计师的创意融合，

就能构建设计原型继而引导造型与表意的匹配。 

为规避问卷覆盖范围与问卷结构、答卷意愿和调

研对象的主题匹配度、设计师和用户词汇理解偏差以

及问卷设计者的个体局限等因素对调研结果的影响，

以发声思考、印象绘图等方式进行设计主题、视觉形

态和表意方法等方面的圆桌讨论，以其结果来辅助问

卷设计。具体步骤为：（1）用图画把自己对该类事物

的印象画出来，提炼受众的形态印象（绘图困难时可

用口语、文字、图片）；（2）提供自认为最好的同类

案例并说明原因，获取典型样本并探究受众的形意解

读习惯；（3）说明该类设计中自己最看重的形态寓意，

以获取用户关切；（4）罗列形义表达方式，获取用户

认可的表意手法。认知原型一般是由结构形式、表意

部件和主题感知 3 部分组成（材质、色彩可独立）。

其中，组件的形态设计因关系功能实现和表意造型，

而成为造型表意的核心部分。 

造型表意时，可借鉴具象、象征、寓意、谐音等造

型表意规律[15]，把抽象内容变为具象符号进行传播。以

“发声取意”来获得“音”与“义”和谐的谐音手法[16]，是创

作中最常见的。谐音造型在拓宽视野和思维空间的同

时，能增强认知过程的乐趣并加深记忆，因此，对传统

表意手法进行融汇、创新，可提升造型表意效果。 

2.2  面向共性认知的造型衍生框架 

面向形态认知的造型衍生框架，包括原型构建、

方案演化和评价改优 3 个阶段，造型设计流程见图 1。

原型构建时，以 2.1 中的相关过程和方法获取主题词、

基本形态等元素建立原型；而后进行认知原型典型性

评估，当识别率低于半数时，从头开始构建原型，直

至通过测试进入下一阶段；在方案演化阶段，以设计

主题为思维发散原点进行联想并图形化，并以图形结

果对构成组件的几何体进行主题图形立体化，而后以

功能和工艺对组件形态进行选择、优化以生成表意概

念方案集；以构建的原型为母本对形态表意方案进行

认知测评，当准确率低于半数时从主题词图形联想、

表意手法和组件变形等方面进行方案修改，直至通过 

 

图 1  造型设计流程 
Fig.1 Design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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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案优化阶段对模型数字化，以便后期对组件

的形态修改，并以对称均衡、比例节奏、对比协调等

美学法则指导细化，直到得到满意的设计。 

3  原型形态衍生法的设计实践 

依此法进行以内涵表达为目标的企业大门造型

设计，设计工作包括主题与原型审定、表意形态衍生

与优化两部分。 

3.1  设计的原型提取与主题审定 

大门既是功能载体又是企业的脸面，是对企业文

化的视觉表述。在结构原型提取时，对 3 名设计师和

27 名学生进行了形态印象、典型案例和表意方法的

调研。从印象绘画可看出：人们认为大门是由立柱和

横梁组成，含有门房、铭牌柱（墙）、伸缩门等构件

的构筑物，有覆顶和无顶两大类。经典案例有牌坊、

城门、阙楼和凯旋门，其次是门式建筑。受访者认为

煤企大门应该具有有希望的、富贵的、安全的、稳定

的、大气的等语义内涵。最终对 83 个词合并重复后，

选定了安全、进取（发展）、繁荣等得票集中者为核

心主题词；古典的、现代的为风格描述词；稳定的、

对称的、均衡的为形体组合依据。 

受访者认为：大门包括立柱和覆顶、双柱无顶和

混合式 3 类结构；表意手法有象形法、谐音法、雕塑

法和符号法。综合以上信息构建了大门造型的原型设

计框架，大门形态衍生框架见图 2。 

 

图 2  大门形态衍生框架 
Fig.2 Door frames derived form 

3.2  表意形态的衍生与方案细化 

分别对“安全”、“进取”、“繁荣”等词进行头脑风

暴，将获取的表意图形与梁、柱结构构件进行融合、

细化，实现造型衍生。 

在“安全”主题的造型演化中，选取民间传统中以

“戟”、“罄”、“瓶”、“鞍”表示“吉庆平安”的谐音手法，

沿袭民间新娘跨马鞍喻平安的传统，而选定“宝瓶”、

“马鞍”为形态蓝本，结合“无顶式”大门形态进行设

计，生成方案一，见图 3；以“安”字篆体为蓝本，结

合“有顶式”的大门形态，生成方案二，见图 4；在方

案与环境协调的考量下，设计以牌楼为功能原型、以

谐音为表意手法，将屋顶与“如意”、“马鞍”造型进行

融合，设置“宝瓶”，象征平安如意，造型以表意部件

的设计改造为重，生成仿古风格方案三，见图 5。 

在“进取”主题的表现中，以“帆船”为蓝本，对门房、

铭牌柱进行变形和组合，象征企业一帆风顺的发展和乘

风破浪、杨帆起航的进取心，生成“杨帆”方案。对“繁

荣”主题的表现时，以头脑风暴中的“¥”符号与“羊”为蓝

本，融合廊柱有顶式的结构生成“祥财”方案。 

              

图 3  方案一 
Fig.3 Sketch scheme 1 

在对草案进行释读测试和视觉满意度打分后，前

三个方案的满意度较高。“杨帆”方案因稳定感不足，

且与煤企“厚重、安全”等语义需求相违背而被排除，

“祥财”方案则因符号解读测试中存在“向钱看”、“惟

利是图”等歧义而被剔除。对图 3 进行细化时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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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方案二 
Fig.4 Sketch scheme 2 

                                                

图 5  方案三 
Fig.5 Sketch scheme3 

“宝瓶”、“马鞍”的轮廓，调整了位置和比例，以对称

均衡的样式并置，寓意平平安安。中门无顶的设计方

便大型车辆使用，“马鞍”下为人行入口体现对员工平

安的关切，并实现人车分流，方案一细化效果见图 6。

图 4 细化时以“安”字融合“射天弓”意象，传达企业安

全生产、团结一心、蓄势待发的企业文化。附加侧门

强化稳重、向心的视觉印象，亦可方便人车管理，方

案细化效果见图 7。图 5“牌坊式”设计方案的细化效

果见图 8。综合推荐方案一“平平安安”和方案二“长安

如意”两个作为备选。 

 

图 6  方案一细化效果 
Fig.6 Scenario 1 refinement renderings                     

 

图 7  方案二细化效果 
Fig.7 Scenario 2 refinement renderings 

 

图 8  方案三细化效果 
Fig.8 Option 3 refinement 

4  结语 

形态设计“依形表意”目的，是以设计“物象”逼近

受众“心像”实现的，物象与心像的相似度是衡量造型

有效性的标准。这里引入原型理论，以受众认知与表

意企图调和生成的认知原型为造型设计的基础；以象

形法、谐音法、符号法对主题词进行头脑风暴生成表

意图像，以指导组件元素变形，生成造型草案；最后，

进行选优细化生成设计方案。案例证实，原型能体现

受众的造型期待，可引导造型方向、避免无效造型；

主题词驱动的形态衍生，能保障形和义的协调，实现

以形表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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