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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脚本理论的跨专业应用，在叙事性空间设计中发挥其对人行为的预测能力，指导脚本

的撰写，从而构建空间并营造情景。方法 首先介绍了叙事性空间设计和脚本理论的基本含义，阐述了

脚本在叙事性空间设计中的重要作用，并结合普陀山国际佛教交流中心的实践案例，说明脚本理论在叙

事性空间设计中的指导作用和重要性。结论 一件优秀的空间设计作品不仅要有出色的空间、形式、色

彩和材质，更在于它“叙述”的故事。空间设计是一种叙事方式，而叙事也是一种设计方法，因此，在设

计之初，根据脚本理论对行为的预测，将空间中即将发生的故事撰写成脚本，并通过叙事性设计手法，

将脚本转化成情景丰富的空间，是空间设计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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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multi-disciplinary application of script theory, to predict the human behavior in the 

narrative space design, and to guide the script writing, so as to build space and create scenarios. First the narrative space 

design and the basic meaning of script theory are introduc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script in the narrative space design is 

expounded, and combined with the Putuo Mount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enter of the Buddhist practice cases, the guid-

ance and importance of script theory in narrative space design is discussed. An excellent space design, not only has the 

outstanding space, the form, the color, the material and the lighting and so on, but also lies in the story that the space nar-

rates. Space design is a narrative way, and narrative is also a kind of design method. Therefo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script theory of behavior prediction, writing the story that will take place in the space into script, 

and transforming the script into scene and space through narrative design is an important way of sp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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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以来，空间设计经历了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新现代主义等时期，最后呈现出如今的多元

化状态。在现代主义时期，空间设计以包豪斯的设计

思想作为主流，强调功能决定形式，国际主义风格盛

行，在设计中对历史、文脉的关注很少；在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空间设计以文丘里

的《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为宣言，用复古和戏谑

的设计手法讲述了建筑的故事，这是叙事性设计的萌

芽；在以贝聿铭为代表的新现代主义中，历史、人文、

地域等因素作为了设计的灵感来源[1]。日本的美秀博物

馆就是根据中国古代“桃花源记”的故事进行设计的，人

们可以先走过山谷的拉索桥，然后穿越隧道，最后进入

到博物馆中，这给了参观者独特的体验。如今，叙事性

设计成了当代设计理论与实践领域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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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叙事性设计 

叙事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有现实意义的事

件的基本方式，也是人们形成日常经验的重要途径。

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曾指出，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

事[2]，这种观点在过去 20 多年的设计实践与设计研

究领域中得到了印证。1983 年，英国 AA 学院的建筑

师奈吉尔·柯特斯和建筑批评家布里安·哈登创立了

名为 NATO 的激进组织，树起了叙事性建筑的大旗；

2003 年，伦敦的中央圣马丁艺术设计学院创立了名

为“叙事性空间与室内设计”的硕士专业方向，将叙事

设计的概念引进设计院校的课堂。从此，叙事性设计

与设计的叙事性成为越来越多的设计师与设计研究

者关注的新课题与新方向。 

当代设计界对叙事问题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受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叙事学的影响。所谓叙事

学，就是关于叙事作品、叙述、叙述结构以及叙述性

的理论。叙事学对于设计学的意义，可以从故事和话

语两个层面加以分析。以罗兰•巴特、兹维坦•托多罗

夫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着力于故事层面的事件

功能、结构规律、故事的深层、表层结构、行为者、

环境等因素的分析，或着力于叙事的表达，主要涉及

叙述者、受述者、叙述视角等。90 年代兴起的后经

典叙事学，在关注故事、文本、话语的基础上，更注

重文化语境以及写与读之间的关系[3]。 

在叙事性空间设计中，叙述的故事通常可以分为

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想象中的事情这两类。已经发生的

事情是明确而肯定的，例如在博物馆的展示空间设计

中，需要根据信息之间的连续性和相关性，将庞大的

信息以讲故事的方式展示出来，从而有利于展示信息

的传达和观众对信息的读取与理解[4]。而对于想象中

的事情将如何发生，则需要借助脚本理论进行预测，

通过撰写脚本以指导空间构建和情景生成。 

2  脚本理论 

1977 年，计算机科学家尚克和•埃布尔森首先提

出了脚本的概念，他认为人们在进行特定活动时，会

遵循时间规律和标准化的状态序列。他们到饭馆吃

饭、到医院看病时，都会涉及到常规的活动格式。脚

本是生活经验的浓缩，在具体的情景之中，人们能够

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举止[5]。 

1978 年，心理学家西尔万·汤姆金斯创造了脚本

理论，假设人类行为大体符合脚本模式。在脚本理论

中，分析的基本单位被称为“场景”，是由经验所引发

的一系列事件。汤姆金斯认为，人们的情感体验是根

据一定标准所组织的模式，其中涉及的人物和场所共

同构成了脚本。 

脚本理论不仅常被语言翻译工作者用来研究工作，

在空间设计领域它也能发挥作用。根据脚本理论，每个

人都能利用脚本来组织环境中的信息，脚本通常会提供

关于预期行为的信息，帮助预测人们的行为，做出如何

行动、如何与他人进行互动的决定。这有助于对人们可

能会发生的事情进行叙述，因此，大家可以采用脚本理

论来撰写脚本，从而指导叙事性空间设计。 

3  设计流程 

3.1  撰写脚本 

脚本撰写是叙事性空间设计的基础工作，它决定

了设计的成败。脚本以文本或图解的形式描述了空间

中发生的故事和与故事发生时相对应的空间特征及

空间关系，从而生成设计概念。根据脚本理论，脚本

由特定情境和相对固定的行为序列组成。脚本能根据

空间情境进行预测，包含了一系列次事件，这些次事

件存在着序列关系，按照时间或空间的先后顺序连接

在一起[6]。 

普陀山素以佛教圣地著称，其国际佛教交流中心

的总面积约一万平方米，集居所、养生、论道为一体，

依山而建且临水而立。在广泛的商业空间设计中，它

是一种特殊的创作题材。其对于自然生态及事物做到

了充分的理解，同时留了一处地方，使人们能与景物

相交流，最终有所感悟。设计师与行修之人在多次巡

游中，深感随形而作的乐趣，从而确立了“绘景达意”

的设计手法，并为此写下脚本“绘意十二章”，使建筑

与室内的设计除了满足空间的功能性要求以外，还具

备了叙事性的体验。除了文字，示意图是设计师的另

一种重要语言，因此，在撰写脚本的同时，设计师还

绘制了大量的示意图，以强化对脚本的理解，见图 1。 

  

图 1  脚本的示意图 
Fig.1 Diagram of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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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普陀山国际佛教交流中心的空间设计脚本《绘

意十二章》中，“逸居依山而作，登台望山，清风拂

面，观日升日落，平心中沉浮”这句话便是设计师的

语言表达[7]。 

3.2  构建空间 

故事在时间中发生，又在空间中发生。完成脚

本撰写以后，还需要进一步物化为空间，这是叙事

性设计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一阶段中，设计

师首先要解决空间的功能、动线等问题，使之满足

实用需要；其次应根据脚本交代的故事内容和结构，

做好空间的分析工作，包括空间的形态、空间与空

间 之 间 的 关系 等 ， 要 与脚 本 中 的 故事 场 景 寻 求对 

应 [8]。空间是故事发生的承载地，构建空间也就是

组合脚本中的故事情节。空间的实用性与叙事性见

图 2。 

 

图 2  空间的实用性与叙事性 
Fig.2 The function and narration of space 

脚本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在空间设计中，既要

使共性符合故事发生、发展的需要，又要给予足够的

留白，以便空间使用者自我发挥，在统一的基调中创

造出不同个性的故事。 

3.3  营造情景 

故事的发生，除了需要结构合理、功能舒适的空

间布局外，还要注重情景和气氛的营造，即空间能否

真正关注人们的行为和心理，这才是设计的终极目

的。一件优秀的空间设计作品，并不在于其比例、材

料和工艺性，而在于该作品能否表达理念和感受，能

否使人们产生与意境相关的情感。叙事性空间设计不

仅能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组织空间，满足行为功能的

需要，还能利用被组织好的空间去表达符合人类心理

需求的情景，使人们的心灵产生呼应[9]。设计不能只

是关注物质空间，还要注重情景的营造，创造具有精

神气息的场所。 

在普陀山国际佛教交流中心的设计中，设计师对

已经建成的建筑空间进行梳理和调整，同时调动各类

设计元素，以隐喻等叙事性设计手法营造情景[10]，创

造出交融达意、正气所合的空间设计，例如树影，见

图 3；莲池，见图 4；灯堂，见图 5。 

 

图 3  树影 
Fig.3 The shadow of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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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莲池  
Fig.4 The lotus pond 

 

图 5  灯堂  
Fig.5 The candle lamp hall 

4  结语 

在脚本理论的指导下，基于文化语境和人的行为

模式所撰写的脚本，才是合乎情理的。在叙事性空间

设计中，只有将人与空间紧密结合，令两者具备物质

和精神的双重特征，才能使设计作品更具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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