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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文化元素在文化创意设计中的应用机制。方法 以文化的三因子论为理论指导，对文化

元素进行整体结构的认知解析，然后从 3 个层次提炼关键性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

组成特定文化元素的文化原型，构建基于文化原型的创意设计应用机制模型，最后以基于客家围楼文化

元素的创意产品设计为例，对模型的可行性进行验证。结论 获得了基于文化原型的创意设计应用机制

模型，在设计实践中验证了其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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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pplication Mechanism Model of Creative Design  

Based on Cultural Prot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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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research the application mechanism of cultural element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It cog-

nizes and analyzes the whole structure of the cultural elements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three factors of culture, then ex-

tracts the key features and the internal relations and log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m from three levels, constitutes the cul-

tural prototype of specific cultural elements, constructs the application mechanism model of creative design based on 

cultural prototype, finally verifi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odel by the example of the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Hakka round building cultural elements. It obtains the application mechanism model of creative design based on cultural 

prototype, verifies the oper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in the desig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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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文化元素的提炼和应用，大多集中于具象

的形态、颜色、图形和符号等表象特征方面[1]，尚无

涉及其抽象的文化核心和内涵，因此在提炼应用文化

元素时，就有可能流于表象，甚至失真[2]。 

“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运作原理，借指事物的

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有关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各

种变化的相互联系。机制通过事物内部组成要素按照

一定方式的相互作用实现其特定的功能。这里就探索

了文化创意设计中应用文化元素的内在机理和运作

方法的创新研究。 

1  文化元素整体结构的认知解析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著作《文化

论》中将文化定义为 3 个层次的有机结合：第一个层

次是器物，这是最具象、最直观的文化印象，包括能

看到的各种有形物质，比如锄头、车马、碗筷、服饰

等；第二个层次是制度和组织，这个层次是从宏观集

体的角度对文化进行解读，比如军事体系、教育体系、

政治体系等都属于这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精神或伦

理价值，也就是行为规范，这个层次是从微观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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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对文化进行解读，比如儒家精神等。按照马林诺

夫斯基的文化三因子论的观点，3 个因子是有机结合

在一起的[3]。 

因为文化是与之相关的三个因子有机结合的整

体，所以当我们解析某一文化元素时，不应忽视割

裂文化因子本身的内在联系，而应从整体结构来认

知解析。我们要整体解析某一文化形态，就要了解

它的文脉。文脉是指文化的脉络，是人类历史发展

过程中结合自然环境、地域条件、生活方式所形成

的一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化传统，有着强烈的区域特

点和历史印记[4]。当我们了解了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历

史溯源、理解了它文化因子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

系后，我们才能发现其器物表象之下的文化内涵，即

它的制度组织原则及伦理道德规范。这样在提炼应用

这一文化元素时，我们就能把握其文化核心，而不是

流于表象，甚至失真。 

2  构建基于文化原型的创意设计应用机制

模型 

原型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指一类客观事物的抽

象物，是一类客观事物所共有的关键性特征。原型并

不表示任何特殊的、具体的事物，而是代表人对一类

事物的内部表征，它反映着一类事物所具有的基本

的、共同的特征[5]。 

某一文化元素经过长久岁月的演变，必然具有各

种形态的具象表现形式。但是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看本

质，会发现在众多繁复的表象背后具有一系列集体普

适性的特征[6]，这一系列特征有的是有形的特征，可

以以形态的方式表征，如形状、图案、颜色、结构、

材质等形态特征；有的是无形的特征，可以以语义的

方式表征，如文字、语言等语义特征，这些文化元素

的特征并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它们由其内在的关联

性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即文化的原型。 

将文化原型这一概念引入对文化元素的提炼中，

就产生了基于文化原型的创意设计应用机制模型，这

一模型以文化的三因子论为理论指导对某一文化元素

进行整体结构的认知解析，然后从 3 个层次提炼这一

文化元素的关键性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

和逻辑关系，从而组成这一文化元素的文化原型。其

中有形的形态特征经过优化变异后可直接应用，无形

的语义特征要经过设计师的创造性加工，转化为与原

始语义特征有隐形关联的形态特征[7]，最后才能应用

在创意设计产品中。在设计师应用这一文化元素进行

创意设计时，这些经过解析、提炼和转化而来的形态

特征既可以开拓设计思路、提供创意方向，又可以保

证设计成品与其所采用的文化元素的特质相匹配。基

于文化原型的创意设计应用机制模型见图 1。 

 

图 1  基于文化原型的创意设计应用机制模型 
Fig.1 Application mechanism model of creative design based 

on cultural prototype 

3  基于客家围楼文化元素的创意产品设计

实践 

3.1  客家围楼文化元素解析 

客家人原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的汉人，为了躲避

历朝历代的战乱、饥荒等各种原因被迫南迁。在两晋

至唐宋时期，历经数次大迁徙，辗转万里，在闽粤赣

3 省边区形成客家民系。在客家先民被迫背井离乡、

长途跋涉、数度迁徙的过程中，许多困难都只有依靠

自己人的团结互助、同心协力才能解决，因此他们每

到一处，本姓本家人总要聚居在一起。由于地势平坦、

利于农耕的平原地区早已有当地人居住，后来的客家

人只能选择居住在偏僻的山区或丘陵地带，这些地带

当时多是未经开发、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不但建筑

材料匮乏，而且藏匿着毒蛇猛兽和强盗土匪，加上惧

怕当地人的袭扰，客家人便建造了抵御性的城堡式建

筑住宅，即客家围楼。 

从器物层面来看，客家围楼具有明显的隔绝封闭

的特性。在平面布局上，连续的围墙把客家围楼围合

成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独立空间。在立面尺度上，

客家围楼的一般都有 3、4 层楼的高度，墙体最厚处

可达 1.5 米，而且一般只在外立面的上半部开有一两

圈小窗户，这进一步强化了客家围楼的隐密性。 

从制度层面来看，客家围楼属于多人群居的大型

集体式建筑。以最常见的圆楼为例，一般直径大约为

50 余米，外立面大约有 10 余米的高度，楼内空间一

般分为 4 层，住房共有百余间，1、2 层一般不住人，

分别用作厨房和仓库，3、4 层住人，可住 3、40 户人

家，可容纳 2、300 人。而大型圆楼直径可达 7、80 米，

高 5、6 层，内有 4、500 间住房，可住 7、8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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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理层面来看，客家围楼内除了普通的生活居

住空间外一般都建有厅堂、祠堂等礼制仪式空间。厅

堂一般用作家族聚会、迎宾待客的公共活动场所，祠

堂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厅堂、祠堂一般都设置在客家

围楼的平面布局的中轴线上，以强调其在建筑中的核

心地位。 

3.2  客家围楼文化元素提炼 

客家先民在长期的居住使用过程中，一直在尝试

改善各种围合形式，先后出现了圆形、半圆形、方形、

四角形、八角形等围楼案例。围楼最早时是方形，由

于方形围楼具有方向性，4 个角落的房屋较阴暗，且

通风采光有别，因此客家人又设计出了通风采光良

好、既无开头又无结尾的圆楼围楼。无论何种形式，

围合防御都是客家围楼的外在建筑形式特征。 

当天灾或兵祸发生时，影响的地域往往都比较广

大，因此客家先民的迁徙多是举族迁徙。举族迁移的

客家人远离祖地来到异地他乡，族长如果要继续保持

家族成员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同时在遭遇困难时能够

集中力量解决问题，那么让家族成员聚集在一起生活

就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同一个祖先的子孙们在一幢

土楼里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共存共荣，因此聚族而

居是客家先民在迁居过程中自觉选择的一种最优的

社会组织模式。 

客家人原本是由中原地区迁入的汉人，虽然居住

的地域发生了变化，但是中原地区的儒家传统思想文

化理念仍然一代代保留传承了下来。客家先民在营建

居住空间时，将自己所秉承的祖先崇拜、等级秩序等

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通过建筑的秩序性外化表现

出来。从平面上看，通过把厅堂、祠堂等礼制空间布

置在客家围楼的中轴线上来突出其核心地位；从立面

上看，通过提高厅堂、祠堂的屋顶高度或者增加厅堂、

祠堂的屋顶复杂程度来强化其主体地位[8]。 

客家先民需要一种既能凝聚族群又能够通过团

结合作抵御外敌的建筑样式，因此结合当地的物质条

件和地理、气候情况，具备御外凝内属性的客家围楼

便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今天分布在

闽、粤、赣 3 省交界地区、数量达 8000 余座的客家

围楼传统民居建筑文化景观。 

3.3  客家围楼文化元素的转化及应用 

鲁道夫·阿恩海姆在其著作《艺术与视知觉》中

提到：科学的使命是在多样化的现象中提炼出有规则

的秩序，艺术的使命则是运用形象去显示出这种多样

化的现象中所存在的秩序[9]。客家围楼建筑文化的秩

序性就是其文化原型，即围合防御、聚族而居和家族

崇拜 3 个文化特征的有机结合。在具体应用于设计实

践前，需要先将文化特征转化为可以运用于设计形式

中的形态特征。围合防御的文化特征进一步精简为围

合封闭的形态特征，聚族而居的文化特征用向心套围

的形式来传达，家族崇拜的儒家文化特征用中轴对称

的形式来表现。基于客家围楼文化元素的创意设计应

用机制模型见图 2。 

 

图 2  基于客家围楼文化元素的创意设计应用机制模型 
Fig.2 The application mechanism model of creative design 

based on Hakka round building cultural elements 

文化元素的应用要考虑其实用性。特定文化元素

的应用需要选取与之相契合的实用物品，鉴于客家围

楼围合封闭的形态特征，与之相契合的实用物品必须

具有收纳、防护的功能，这里的应用案例选用圆形工

夫茶盘这一实用物品来进行文化创意设计。从文化上

看，工夫茶是盛行于广东、福建地区的传统饮茶风俗

文化，这一风俗文化与客家围楼的分布区域有极高的

重合度，且都属于当地的特色传统文化；从功能上看，

茶盘本身就是收纳茶壶茶杯、防止茶水外溢的容器；

从形态上看，形态各异的客家围楼中以圆形围楼最具

特色、最为引人注目；从材质上看，圆形工夫茶盘一

般都是采用陶瓷制作，陶瓷是用粘土烧制而成，而客

家围楼墙体的主要建筑材料就是用当地的粘沙土混

合夯筑而成，两者都是采用土性材料。 

文化元素用于设计时也要考虑其审美性。客家

围楼文化元素提炼出来的形态特征是一系列纲领性

的描述，具体设计时不应直接照搬围楼建筑的具象

形态，而要采用现代设计的表现手法，即采用构成

形态以构成原理为指导来表现，使之符合现代审美

的需求。 

这里的应用案例圆形工夫茶盘选用宜兴紫砂材

质，以客家圆形围楼的基本形——圆形为构成形态的

基础，在圆形茶盘的外表面通过明确的边缘线进行有

规律地形态变化，使之具有现代设计的形式美感。本

茶盘采用上下两个独立的部件组成，茶盘上部件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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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造型契合客家围楼突出外墙的斜屋顶。茶盘上表面

的数个圆形导水凹槽与客家围楼的楼中有楼、多层环

绕的布局相呼应，表现向心套围的形式特征。中部的

两条直线导水凹槽表现中轴对称的形式特征，为了让

直线导水凹槽与茶盘过渡自然，直线导水凹槽两端采

用渐消面的造型与茶盘结合；直线导水凹槽的中部采

用镂空设计，既是为了强化中轴对称的文化特征，又

是为了让直线凹槽和与之相连的圆形凹槽中的茶水

都能通过直线凹槽中部的缝隙落入茶盘下部的储水

空间。客家围楼茶盘设计见图 3。 

 

图 3  客家围楼茶盘设计 
Fig.3 Hakka round building tea tra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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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基于文化原型的创意设计应用机制模型将使设

计师在进行文化创意设计时能够准确把握文化核心，

同时充分挖掘提炼文化元素的内涵和外延，让文化创

意设计相关产品和服务与现代社会生活和消费需求

准确对接、充分贴合，发掘或制造新的生活需求，拓

展新的消费领域，充分发挥文化创新对实体经济相关

领域的促进作用，以提升文化相关产业产品和服务的

附加值与产业竞争力[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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