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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主要研究文化资源的转译再生，在设计载体既定的前提下，解构其整体设计过程和设计流

程，构建文化资源的转译再生模型，并对再生模型及其方法思路进行验证。方法 以符号学和设计学为

主要理论支撑，通过因子研究、用户研究、服务设计及产品设计等相关研究方法，对文化资源从语意、

语用、语境、语构 4 个维度进行解读。结论 通过马勺脸谱文化元素的小夜灯设计，验证文化资源转译

再生模型的可行性，对基于特定载体的文化资源的转译再生设计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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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Oriented to Design Carriers 

HE Xue-mei, CAO Ting-lei 
(College of Art & Design,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mainly study the transla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deconstruct the 

whole design process and design flow under the precondition of established design carrier, construct the translation and 

regeneration model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verify the regeneration model and its method and thinking. With semiotics 

and design science as the main theoretical support, the cultural resources were interpreted from such four dimensions as 

semantics, pragmatics, context and structure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factor research, user research, service design 

and product design. Through the design of the night light with Mashao Facial's cultural element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translation and regeneration model of cultural resources is verified, which has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transla-

tion and regeneration design of cultural resources of specific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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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既是先辈留下的宝

贵精神财富，也是文化经济输出的新动能。尽管当前

文化创新与设计服务对大众而言日趋熟悉，但文化资

源的有效设计转化率并不高[1—2]。通过合理的设计研

究能提升文化资源的转化率，同时借助文化资源保证

设计的内涵性，对两者形成双向良性互动有着重要的

研究意义。 

陕西省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民俗活动、淳朴

的民风民情造就了其民间文化资源丰富、种类繁多、

分布极广的民俗文化特点，这为陕西省文化资源的开

发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对于文化资源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通过形状文法、因子提取等方法对文化

资源进行特征提取，并通过案例设计加以运用[4—5]；

从传播、传媒视角出发，对文化资源保护、传播、创

新提出策略[6—7]；通过对典型地域文化或某一特征文

化研究，构建资源库，搭建平台[8—9]；对文化产业发

展进行研究，从宏观角度把控文化发展趋势等[10—11]。

由大量文献分析可知，目前研究多以文化资源为单向

输入，对用户或文化载体缺乏同步研究，因此，本文

提出基于设计载体的文化元素转译再生模型，主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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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目的在于：强化文创产品作为“产品”的功能性与实

用性，改变当前文创产品普遍存在的以图案设计为重

点、对用户使用产品过程考虑不足的问题；注重用户

体验的情境化构建，增强用户与产品之间的情感联

系；加深文创产品的文化内涵性与文化根植性，引发

用户情感共鸣。 

1  转译再生模型 

以符号学和设计学为主要理论支撑，结合因子研

究、用户研究、服务设计及产品设计等相关研究方法，

对文化资源从语意、语用、语境、语构 4 个维度进行

解读，构建文化资源转译再生模型，见图 1。 

 

 
 

图 1  文化资源转译再生模型 
Fig.1 Cultural resources translation regeneration model 

 
模型以文化资源和设计载体为输入，在产品既定

的情况下进行研究。其中载体的选择要与文化有关联

性，使产品作为文化的内涵外化，文化作为产品的内核

支撑。模型从语意、语用、语境、语构 4 个维度展开。 

1）语意维度。主要指文化元素的显性语意，如

器物器形、色值配色、纹饰图样等，以及文化元素的

隐性语意，如风俗习惯、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等。语

意研究输出典型色彩、纹样、器形及文化寓意等，用

于指导后期产品设计。 

2）语用维度。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人物

角色法等了解用户文化背景；通过焦点小组、心智模

型、卡诺模型等了解用户在特定产品使用过程中的思

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完成基于特定设计载体的需求

定位。 

3）语境维度。以服务蓝图、体验地图、角色扮

演等分析用户使用情境；以触点矩阵、人机交互、情

境契合等分析产品交互情境。语境研究将用户需求、

行为流程等视觉化，从而发掘用户痛点和相应设计方

向，并最终完成产品的功能设计。 

4）语构维度。从个体尺度、相对位置、空间比

例方面考量文化元素构成，并基于之前的研究，通过

造型材料、功能结构、细节处理等的设计完成产品设

计表现。语构维度输出最终产品的细化设计方案。 

模型以文化资源为设计出发点，以特定设计载体

的用户行为和用户体验为设计线索，完成文化资源的

转译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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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例应用 

马勺脸谱作为陕西所独有的民间文化，具有鲜明

的地方特色。陕西社火马勺源于祭祀活动，逐渐演变

为民间手工艺的一种。其功能也由最初的祭祀逐渐演

变为祈福和单纯的审美功能。陕西社火马勺脸谱色彩

鲜艳、配色巧妙、纹样丰富、穿插组合。在统一中求

变化，变化中有统一，既对比强烈，又和谐统一。其

象征性明确、视觉冲击力强、艺术效果完美的特点使

其具有极高的艺术和研究价值[12]。 

本文以马勺脸谱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量实物及

图片资料的深入研究与分析，从马勺脸谱实物及图片

入手，从符号学和设计学的角度，在载体既定的情况

下，研究马勺脸谱元素转译。本文以马勺脸谱为文化

元素，以小夜灯为设计载体进行研究。小夜灯驱赶黑

暗的作用与马勺驱邪避凶之意相吻合，因此选其为设

计载体。 

2.1  马勺脸谱语意维度研究 

2.1.1  显性语意 

马勺主要有圆形、方形带把木马勺与梭形、桶形

木马勺，圆形带把木马勺数量远大于其他两者，且系

统化、成熟度高[13]，因此器形概括为圆形。 

马勺脸谱造型特征可概括为：色彩浓重、对比强

烈、纹饰繁复、形态多样、线条卷曲、变化丰富、左

右对称、风格不一、造型古朴。选取典型的图片资料，

加以整理、分析，对选取样本的色彩、纹样进行特征

归纳，得色彩提取图和纹样汇总图。 

马勺脸谱在色彩处理上，民间多以大红、大黑、

大绿、大黄为基调，间以粉红、青紫等色，或以黑、

白二色为各鲜艳色彩的间隔介色[14]。由于红花脸是马

勺脸谱中数量最多、代表性最强的一类，在此以 12

个红花脸马勺脸谱为样本，进行色彩提取。首先将各

个样本的配色按比例、色彩进行提取。然后将 12 个

样本色彩按色相进行汇总，完成第一次提取。第二次

提取依据中国传统五行色彩及色彩面积占比，提取色

相较正、占比较大的色彩。色彩提取见图 2。 

陕西社火马勺脸谱纹样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

成一些常用的固定纹样[15]。以上述 12 个样本为研究

对象，提取其典型纹样，并按出现频次加以汇总、排

列、简化。依照频次从高到低，绘制扇形和圆形由大

到小的轮图。依次得：旋纹、宝珠纹、云纹、点纹、

月牙纹、梳子纹、金钱纹、梅花纹、火苗纹、太极图、

佛手纹、兽头。每个纹样选择两个典型样本并描绘其

简化纹样，纹样汇总见图 3。 

 

 
 

图 2  色彩提取 
Fig.2 Color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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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纹样汇总 
Fig.3 Pattern summary  

 

2.1.2  隐性语意 

马勺脸谱起源于社火，社火最初源自原始狩猎与

巫术假面，后经历傩仪面具、祭祀面具、歌舞面具、

戏曲脸谱，最终发展至社火马勺脸谱。由于源于祭祀，

所以马勺脸谱至今仍保留了其驱邪避难、祈福保佑的

愿景，契合小夜灯驱散黑暗、带来光明的功能语意和

载体设定。 

2.2  马勺脸谱语用维度研究 

语用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焦点小组、深度访谈等

方法对用户特点、用户行为等进行收集、分析，见图

4。通过对小夜灯用户的分析，将用户使用需求概括

为基础需求、附加需求、交互需求 3 类，并构建具有

典型用户特点的代表性人物角色——设计师张女士。

张女士作为一名设计师，对马勺文化有一定了解，其 

使用的小夜灯涵盖了以上 3 类需求。基础需求有基本
照明、驱除黑暗、起夜辅助、夜间寻物，附加需求有
营造氛围、户外使用、开灯光线不刺眼；交互需求有
人机情感交流、人机互动、感应亮灯等。论文选取重
要度为“++”的设计需求继续深化。 

2.3  马勺脸谱语境维度研究 

马勺脸谱语境研究以用户体验地图为主，结合触
点矩阵的方式进行。通过梳理和分析用户使用小夜灯
常见场景中存在的问题，描述用户标志性体验，视觉
化呈现用户使用小夜灯的流程及用户情绪状态和整
体体验链，从而确定用户与小夜灯的部分接触点，有
利于整体把控和评估产品体验。通过对用户动作、情
感、思考、接触点的信息分析，理清用户行为习惯、
用户关注点，找到体验痛点，并明确对应设计方向和
功能定位。用户体验情景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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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语用研究 
Fig.4 Pragmatic research  

 

 
 

图 5  用户体验情景 
Fig.5 User experience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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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横向为用户体验流程——用户痛点——产

品设计点，纵向划分 3 个区域，分别为基础需求、附

加需求、交互需求。体验区域内绘制不同情景下的用

户体验流程。流程由关键触点构成，并以“☆”表示用

户在每一触点的舒适度，由低至高为“☆”至“☆☆☆

☆”。基础需求中有上卫生间和夜间寻物两个情景，

在上卫生间的流程中，用户体验舒适度较低的触点为

“前往卫生间”和“返回卧室”；在夜间寻物的流程中，

用户体验舒适度较低的触点为“寻找物品”，由此得设

计点，即便携设计、小巧轻便。在此流程中，用户体

验舒适度较低的触点为“光线刺眼”和“用户感觉不

适”，由此得设计点，即渐强光线、保护眼睛。交互

需求中有人机互动和感应亮灯两个情景，其中人机互

动中，用户体验舒适度较低的触点为“无趣”；感应亮

灯中用户体验舒适度较低的触点为“找灯”和“黑暗难

操控”，由此可得设计点，即翻转后壳、感应亮灯。 

2.4  马勺脸谱语构维度研究 

语构维度基于上述分析与研究，总结马勺脸谱小

夜灯的设计要点：（1）色彩以红、黄、蓝、绿及黑白

二色为主；（2）纹样以出现频次最高的旋纹、宝珠纹、

点纹、云纹为基础，进行一定的图案简化、变形；（3）

根据用户研究导出的设计点：便携——手提带、小巧

灯身，感应——红外人体感应，趣味——翻转式后壳，

光线渐强——柔和渐强光线，眼睛舒适。产品设计效

果见图 6。 

 

 
 

图 6  产品效果 
Fig.6 Product effect 

 
“韶光”是一款马勺脸谱文化小夜灯。小夜灯采用

木质壳体加皮质手提带，壳体有半镂空马勺纹样，纹

样颜色为红、蓝、绿、黄、白。小夜灯可摆放在床头，

也可手提照亮道路。此外，其内置红外感应器，人体

感应可自亮。灯光可由弱变强，使用户逐渐适应，减

少对眼睛的伤害。同时，还可以通过翻转壳体，增加

用户交互时的趣味性。 

3  结语 

本文通过构建文化资源转译再生模型，实现文化

资源转译为文创产品的过程。模型基于符号学和设计

学，在设计载体既定的情况下，从语意、语用、语境、

语构 4 个维度对文化资源和产品用户进行分析，保证

文化、产品与用户的一致性[16]，并通过对马勺脸谱文

化元素的研究，验证模型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文化资

源转译再生模型对于文化资源的开发与转化有一定

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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