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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Products Design Based on Poetic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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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study the practicabili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poetry image to the cultural products design. The 

composi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poetry image is analyzed as a multi-level aesthetic structure. Compared with the 

structure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image, the link of the hierarchy structure of the poetic image and the cultural 

product image is studied. The process of the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the poetic image is discussed andverified. 

Culture of poetry i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application of poetry image would give cultural prod-

uct design more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KEY WORDS: poetic image;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aesthetic levels 

文创产品设计发展至今，已经越来越注重产品的
精神内涵与功能需求的结合，以及与用户情感上的互
动。我国的诗歌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诗人们对
意象的构建更是其中最为精华的部分。国内外专家分
别对诗歌意象和现代产品的感性意象有着较为深入
的研究，较少涉及两者之间的联系，因此，本文试图讨
论诗歌意象与产品意象的联系，分析将诗歌意象运用到文
创产品设计的模式与过程，并且通过实际设计案例的分
析，探讨其可行性。希望以此为文创产品的设计提供一个
新视角，同时也为诗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契机。 

1  诗歌意象 

1.1  意象与诗歌意象 

“意象”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概

念、范畴。“意”和“象”最早见于《周易·系辞》[1]，如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

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

系辞焉以尽其言。’”后东汉王充将“意”与“象”合成一

个完整的概念，而后南朝梁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神

思》中第一次将“意象”合为一词而又引进文学理论，

使它具有了美学意义。它经历了一个由哲学、文化概

念向文艺理论和美学范畴演变的过程。 

在诗歌文学创作中，意象是诗歌的基础，是诗歌

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意象”就是通过“象”来达

“意”，“象”通常是指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的具体事

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当诗人将具体的事

物转化成诗歌作品中的元素时，它便不再仅仅是一个

客观存在的物象，而是具有了诗人的主观意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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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物象进入诗人的创作构思后，便是从物象转化

为意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物象通常会经过两方

面的加工：一是诗人通过自身的创作理解，选取符合

并且能代表自己对情感抒发的物象，这一选择取决于

诗人本身的创作习惯和审美情趣；二是诗人把这种审

美趣味的理解和客观物象相结合，进而在融入自身主

观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通过这种融合来达到对读者

传达“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3]，因此，诗歌意

象是一种融入了主观意识的客观表达方式。 

1.2  诗歌意象的构思过程 

在诗歌创作领域中，诗人将自身的感悟、心境和

所处的境遇，通过具体的物象表达出来。诗人在创作

一首诗词作品前，首先是一个构思过程，在确定他所

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后，寻找能把这种情感思想具体化

的客观物象，作者通过筛选与加工后，一种模糊的情

感逐渐变得具体，最终借用具体的词语来描绘一幅幅

画面。读者通过阅读诗句以及对自身情感的联想和知

识积累，由自身情感出发融入和体会诗人在创作时所

要表达的情感，因此，在诗人创作和读者阅读的过程

中，意象和词语承担着情感与思想交流的角色。 

1.3  诗歌意象的层次结构分析 

诗歌意象具有多层次的审美结构，在研究宗白华

先生[4]意境结构层次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对诗歌意象

的审美结构进行分析。 

1.3.1  表层结构 

大自然中的万物本是没有情感，客观存在的。诗

人基于物体自身的属性、形态和功能等，进行对应的

情感表达和呈现。例如，在自然界中，当严冬到来时，

其他植物都凋谢和枯萎，但是梅花在大雪纷飞中却依

然傲立，这是梅花作为植物的属性决定的，不会以人

的意志而改变的。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借用梅花自身的

属性来赞美坚强的品格和高洁的情操，因此，在诗歌

意象的表层结构中，物象本质属性的表达是诗歌意象

的基础，并且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深入，才能创造出意

象的更深层次。 

1.3.2  中层结构 

在诗歌意象的中层结构中，最重要的特征是“物”

与“情景”的统一与融合，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诗人

在创作过程中，将自身的感悟、心境和所处的境遇，

通过具体的物象以构建意象，这是一个将客观物象与

情景交融的过程，也是意象形成最主要的阶段，诗人

通过对物象的组合，赋予物体以神气与灵魂，使模糊

的情感逐渐变得具体。例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中云：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阴冷的秋

夜和淅淅沥沥的小雨与灯烛温暖光明的形象形成鲜

明对比，即使在巴山夜雨那样的愁苦中，幸福仿佛也

是可以遥望的[5]。诗中的“灯烛”、“夜雨”不仅是客观

物象，它是诗人寄怀思念远方亲友之情的物化形象。

总之，意象生成的中层结构中物与景的融合是诗人为

读者呈现的最直观的感性形式，离开了这些感性形

式，诗歌意象也就无从谈起了。 

1.3.3  深层结构 

深层结构是实像与情景共同作用而产生的联想

与情感及象征意义。通过对诗歌表层和中层结构的分

析可知，诗歌意象是一种融入了诗人主观意识的客观

表达方式，但是这还不是完整的意象结构。探讨完整

的诗歌意象构造还应考察诗歌表达的“象外之象”。司

图空所说的象外之象中，前面一个“象”指的就是意象

结构中的表层与中层含义，就是指读者凭直觉可以感

受到的实像与实景，这个“象”是具体的存在；而第二

个“象”是指经联想而形成的虚像，读者通过阅读诗句

以及对自身情感的联想和知识的累积，由自身情感出

发融入和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情感和象征意义，形成主

观情感与客观万物的和谐统一[6]。例如，张九龄的诗

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海”、“明月”都是

实景，而“共”字则将诗人的情感与读者的联想联系起

来。在同一片月光下，不论是诗人还是读者，面对空

中的一轮明月，抒发自己心中的万千思绪。 

2  诗歌意象与文创产品意象的联系 

对于文创产品设计来说，不仅需要满足产品的功

能属性，更重要的是要反映一定的文化内涵。文创产

品的意象正如诗歌意象一般，其根本所在，是设计师

内在情感的外在表达；而产品的使用者则如诗歌的读

者，需要被设计师的表达所感染，并从自身出发，获

得情感上的交流与共鸣[7]。 

与诗歌意象的审美结构层次类似，文创产品意象

的结构也可被分为表层结构、中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逐渐深入，见表 1。文创产品意象通过物理功能、造

型、材质和色彩等外化的、可见的媒介得以表达[8]。

它是存在于个人头脑中的一种主观认知，是很难形象

化、具体化的知识。在设计过程中的产品意象实际上

是设计师大脑中产品模型情景融合的体现，不仅需要

满足产品自身的功能性和适用性，更是需要呈现产品

的人文情怀和文化底蕴，由物质功能需求扩展至精神

需求的层面。 

我国的诗歌文化经由具有几千年的发展，具有深

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性，诗歌意象的审美结构也已较

为成熟。在上文中，分别对诗歌意象的审美结构层次

和文创产品意象的构成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们之间

存在密切的联系和对应关系。可以通过这种联系作为

切入点，将诗歌意象有层次有差别地运用到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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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从而将诗歌意象的精髓通过产品得以继承，

为文创产品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表 1  诗歌意象和产品意象层次结构对比表 
Tab.1 The comparison of poetic image and product 

imageaesthetic levels  

 表层结构 中层结构 深层结构 

诗歌 

意象 

客观事 

物、景观等 
情与景的融合 

“言外之意”、

象征意义 

产品 

意象 

材质、色 

彩、形态等 

功能性、 

适用性 

人文情怀、 

文化底蕴 

3  诗歌创作与文创产品设计的关系 

在诗歌创作领域中，诗人在创作一首作品前，首

先经历一个构思过程，在确定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后，找寻客观事物作为物象、构建意象语言，从而将

内心主观的情感生动、恰当、合理地表达出来。在诗

词作品中，诗人运用文字或词语来体现客观的事物，

并且在多次的筛选和提炼加工后，将原本模糊的情感

逐渐变得清晰，最终用诗句来描绘一幅幅画面[4]。 

在文创产品设计中，设计师承担了将文化内涵和

情感赋予产品之中的任务，通过对相关文献研究发

现，设计师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产品意象的表达：

一种是通过灵感、创意和创造性，将设计师的主观想

法或者情感赋予物体之上；另一种是通过对目标用户

的研究，运用用户对物象的知觉，挖掘人们情感的共

鸣点，将具体元素赋予物体之上[9]。在产品设计的过

程中，意象与物象相互作用，使主观感受与具象事物

融合，产生意蕴和情感特征，因此，对比诗歌创作与

文创产品设计的过程可知，它们是存在相通性与相似

性的。诗人将物象赋予自身情感与象征意义，经由文

字、词汇的表达构建诗歌意象，读者则借由文字还原

意象，产生情感共鸣。而在产品设计领域中，也可以说

是由意，也就是内容、主题、现实的意义，通过复杂的

心理活动、顿悟机制、联想机制，并借由具体的物质材

料完成产品的设计。在诗歌的“设计”和产品设计中，都

需要将物象进行升华和提取，并且考虑到文化底蕴和人

文情怀，深入至读者以及用户的精深层面。 

4  基于诗歌意象的文创产品的设计流程 

将诗歌意象应用到产品设计中，需要设计师充分

体会诗歌所描写的意象，并且形成恰当的心理审美，

运 用 产 品 设 计 再 造 个 体 意 象 ， 同 时 把 诗 歌 抒 发 的

“情”，描绘的“景”和“气氛”融入产品之中，再现诗歌意

象。结合上文对诗歌意象的结构分析，将诗歌意象有层

次地运用到文创产品设计中，并且初步构建了诗歌意象

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机制，具体过程见图 1。 

 

图 1  诗歌意象在文创产品中的应用分析过程 
Fig.1The process of the poetry image applied to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首先是对诗词的选择，需要设计师深入理解和体

验诗歌意象，产生心理上的审美体验和共鸣以及诗歌

产生的特殊涵义、文化属性等，即诗歌审美结构的深

层结构，然后根据内在审美初步确定目标诗词；其次

是确定目标产品的过程，这一阶段包括了物象与情景

的统一和对产品外在功能属性和形态属性的考虑。产

品的操作性、功能性、色彩、质感等基本元素与诗歌

所表达的特殊涵义、文化特质等因素的融合是关键。

“以意表象”的设计原则在这一阶段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文创产品设计中，常利用对一种事物的感受去唤起

对另外一种事物的感受，为使用者带来新的使用体

验，做到由此及彼、触景生情[10]。在对诗歌意象进行

文创产品的设计思考中，同样可以运用大脑联想机

制，把含义不同但具有相同或相似设计元素加以连

接，取其共性，又融入意象内容的个性，使产品的呈

现方式既具有共性（用户熟悉的方面），又具有个性

（设计中独有的内容），通过一种意象去寓意另一种

意象。最后是产品设计的过程：确定将要设计的目标

产品后，使产品 3 个层次的属性更加具体形象，从而

明确产品意象和产品所要表现的情、境。最后，根据

产品意象和情、境进行产品设计。通过意象思维来描

绘诗歌意象，依意选形，运用富有意味的形式创作形

象。优秀的设计创意需要将诗歌中描写的物象通过自

己的认识与理解，将之本意形象通过意象思维有意味

地、有目的地组合出与原来完全不同的新形象。将诗

歌意象用于现代文创产品的设计，不仅可以让设计富

有内涵，更有助于设计理念和创作情感的升华[11]。将

诗歌意象运用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时，需要根据所

表达的“意”，在似乎遥遥相距的形态之间找到一种可

以使它们进行连接或嫁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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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实证研究 

5.1  诗歌选取与解读 

以唐代诗人杜甫写的《初月》中的诗句“光细弦

岂上，影斜轮未安”作为设计创意来源。其原因有以

下几个方面。（1）从古至今，一轮明月充溢着世人

的内心，凝聚着生命情感和审美特质。“月”意象是中

国古代诗歌中出现最早、使用频率最高的意象之一，

尤其到了唐代，诗人对“月”意象的描写更具情感内涵

的丰富性和艺术表现的独特性，实现了外在景象与内

在情思的一致与统一[12]。通过月亮这一物象与其他物

象的巧妙组合，来渲染气氛、营构意境、刻画人物内

心世界，是杜甫诗歌的特征。杜甫的现实情怀造就了

其咏月诗的温婉蕴藉，在审美情趣和艺术特征上都达

到了很高的境界。（2）本诗句仅用短短的 10 个字，

就将秋日的初月由生到沉描写得神似，而又仿佛与人

的心灵相通。“光细影斜，初月之状；乍升旋隐，初月

之时。河汉关山，言远景；庭露菊花，言近景”。（3）

《初月》中描写的月亮形态的变化以及月光洒向旷野的

开阔之景所形成的画面感，都有会使读者在情感上产生

强烈的心理共鸣。诗句中的“光”、“细”、“弦”、“影”、“斜”、

“轮”等意象都有较清晰的物化形象。 

5.2  产品情感属性定位 

对《初月》的解读过程，正是诗歌意象从文本转

化为内在审美意象的过程，见图 2。在讨论的诗歌意

象转化机制中，确定文创产品设计目标需要从两个方

面去综合考虑，即诗歌的个体意象和内在审美。其中

美学成分包括诗人所表达的情感、心境和气氛。这首

诗的美学成分主要是表达了作者孤寂的情绪，不羁

的、孤傲的心境，以及宁静、广阔的环境；主要表现

的个体意象有“光”、“细”、“弦”、“影”等。根据本句

诗歌的美学成分可以确定产品的情感属性是：宁静、

广阔。而月光洒向旷野中，本身就具有照明的作用，

因此联想到使用同样具有照明功能的吊灯组作为设

计目标，以呈现诗人营造的情绪与月色的变化。 

5.3  产品设计 

在上一阶段，确定了设计目标是吊灯组合，根据

诗句的描写，将初月的 4 个不同形态变化进行造型上

的抽象，表现初月的“光”、“细”、“弦”、“影”，并且

通过简约、纯粹的造型配合单一的白色光源产生月光

柔淡、环境广阔的气氛。产品材质则主要采用黑白色

金属与外露的圆形灯泡，通过电线与金属材质的配

合，呈现光影的变化，见图 3。 

 

图 2  《初月》诗歌意象与产品意象对应关系 
Fig.2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ic image of the rising moon andproduct imageof the “Moon Lamp” 

 

图 3  《初月》（月明灯）产品设计效果 
Fig.3 Design renderings of "Moon Lamp" 

6  结语 

我国的诗歌文化博大精深，不仅题材广泛、形式

多样，同时还内涵丰富、寓意深远，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华。探究将诗歌意象运用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过

程与方法，期望可以为设计师提供更丰富的创意灵感

和设计方向，使得文创产品具有更高的文化内涵和精

髓，为消费者带来更精妙的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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