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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情境故事法，在“人、物、境、活动”的认知体系下，挖掘产品设计要素与意象需求，

展开产品意象设计。方法 将角色、产品和环境置于故事之中，以观察的手法去推导角色的活动、需求

和条件，唤起文化回忆，挖掘设计要素与意象需求，实现要素与意象到设计方案的转化。以陶瓷版画意

象设计为例，通过设计实践对此方法进行验证。结论 模拟产品的使用情境，以分镜头的形式分析“人、

物、境、活动”之间的互动性，有效地引导设计师发现、整合设计要素与意象需求，提高创意设计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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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Design of Ceramic Engraving Based on Scene Story Method 

ZHANG Shu-tao, REN Zi-lin, SU Jian-ning, LYU Yun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cenario approach, the work aims to propose a product image design method through exploring 
elements and image needs of product design under the cognitive system of people, things, environment and activities. 
Characters, products and environment were put in a story. Activities, need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haracters were derived 
by observation to evoke cultural memories, mine design elements and image needs to translate elements and images to a 
design program. With the image design of ceramic engraving as an example, the method was verified through design 
practice. The analysis of interaction among people, objects, environment and activities in the form of sub-lens can simu-
late the use situation of the products, guide designers to discover and integrate the design elements and image need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rea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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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的传统文化复兴意识逐渐增强。从审

美文化的角度来说，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促成了我国多

民族的特色文化。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建

筑、绘画、音乐、文学、服饰等方面。在愈加注重智

能化、新材料、新技术发展的现代社会，具有地方特

征的文化正在逐渐流失，而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已

经成为当今世界环境下的重要发展理念[1]。受东西方

文化的影响，陶瓷同样存在多样化的差异，西方偏写

实，东方多写意。在艺术设计中应充分考虑文化差异，

陶瓷版画的设计亦是如此。 

陶瓷版画是以陶瓷为载体而制作的一种绘画艺

术。在古代的陶瓷作品中，陶瓷版画蕴涵独特的艺

术性、精神性，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 [2]，也深受大

众的喜爱。陶瓷版画被大量应用于艺术场所、家庭

的装饰，例如，生活中使用的碗碟便是一种微型的

陶瓷版画。现在陶瓷版画设计不再是单纯的绘画设

计，其本身蕴涵着艺术意境，因此，融入特色文化

元素展开的意象设计，更能营造“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的意境。 



第 40 卷  第 8 期 张书涛等：基于情景故事法的陶瓷版画意象设计 29 

 

1  陶瓷版画设计 

《考工记》中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

工有巧”，合此四者可以为良[3]。其中，“地气”指地

理条件和自然规律。地域的差异对人们的生产方式和

生活习惯产生不同的影响，导致人们的审美观念有所

差异。在艺术设计中充分体现了这种地域文化的差

异。例如《康熙青花瓷纹盘》，见图 1，其画面意境

体现了特定时代的文化气息。画面中的山峰、树木、

人物、草屋等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瓷纹盘的整体布

局层次分明、生动传神。同时，瓷纹盘兼具“阳春白

雪”和“下里巴人”两种不同格调。这也体现了古瓷

中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品位。 
 

 
 

图 1 《康熙青花瓷纹盘》 
Fig.1 "Kangxi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Plate" 

  
地域文化通常是一个三维的概念。它把地域性作

为纬线，时代性作为经线，将两者与文化紧密相连[4]。

例如，《法蓝瓷》融合了东西方的文化元素，把中国

的诗情画意与西方的高贵典雅完美融合，将仿生设计

与现代陶瓷工艺相结合，形成了新的陶瓷品种。《法

蓝瓷》见图 2。这既是中西方文化相互碰撞而孕育的

结晶，又是时代大背景下发展的产物。 
 

 
 

图 2 《法蓝瓷》 
Fig.2 "Franz" 

在当代陶瓷美学的背景下，陶瓷工艺品有多种类

型。陶瓷艺人将独特的创意、工艺和艺术相融合，在

创作中融入地方特色文化。这样既能丰富陶瓷产品的

艺术特征，又能增强产品的文化品位。在满足用户对

地域文化的精神需求的同时，也能丰富地方陶瓷市场

的产品结构，提升工艺品的质量，增加文化旅游的收

入[5]。 
陶瓷版画设计的最大价值在于其创新性。陶瓷版

画的创新设计需要打破工匠与艺术家之间的界限[6]，

从“匠”气中发现新的元素，在传统陶瓷版画的基础

上进行加工与创新。目前，国内地域文化符号的相关

研究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宽泛[7]，多用于旅游纪念产品

的设计[8]。地域文化的体现与意象表达尚需进一步明

确，因此，本文应用情境故事法，将角色、产品和环

境置于故事之中，以观察的手法推导角色的活动、需

求和条件，唤起文化回忆，挖掘设计要素与意象需求。

另外，以陶瓷为载体，赋予其地域意象，寄托深厚的

人文艺术情怀，并制作出一系列具有文化特色的陶瓷

版画意象产品。 

2  意象设计 

“意象”[9]是情感化、主体化的形象。“藉外在之

象，表内在之意”。中国哲学中的“意象”是广义的

含义，而非狭义、单一的含义。意象在中国传统美学

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意象设计追求“情景融合”，“情”

与“景”的统一构成了人们的审美意象。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意象是人脑通过把加工、处

理后的事物信息与自身的生活阅历、思想意识、教育

背景等相关联，进行心理思维活动的结果[10]。 
产品意象是消费者通过感官对产品的认知，是心

理上对产品的期待感受，是一种高度凝聚的深层次情

感活动[11]。一个产品包含了“意”和“象”。“意”是

指用户与设计师在面对审美对象时，所感受到的情

意、意念等抽象的主观情感，代表产品使用的语言。

“象”则是以外在的形态使感官接受的具体表现，代

表产品呈现的具体风格。 
在陶瓷版画意象设计时，首先定位用户对“意”

的需求，然后挖掘能够体现“意”的设计元素，即“象”，

最后进行艺术加工与创新，制作出陶瓷版画作品。 

3  情景故事法原理及应用流程 

情境故事法 [12]是通过虚构一个故事，将角色、

产品和环境置于其中，引导设计师以观察的手法推

导出角色的活动、需求和条件，因此，应用情境故

事法，设计师能够了解用户的需求，并通过虚构的

故事来模拟产品的使用情境。以分镜头的形式分析

“人、境、物、活动”之间的互动性，能引导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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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发现相关要素，进而展开创意设计。情境故事法

实现原理见图 3。 
 

 
 

图 3  情境故事法实现原理 
Fig.3 Realization principle of scenario approach 

 
利 用 情 境 故 事 法 进 行 创 意 设 计 主 要 有 四 个 阶  

段[13]。（1）情境发展。想象一个情境，定位用户需求。

（2）情境交流。讲述一个故事，挖掘设计元素。（3）

产品想象。勾勒一个剧本，引导产品创意。（4）产品

设计。设计一个产品，塑造意象设计。 
具体实施时，首先，定位用户需求。模拟产品使

用的情境，架构用户情感交流的场景。情与景的交融

也是审美意象空间营造的过程。其次，挖掘设计要素，

讲述故事。拟定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唤回文化

记忆，对设计元素进行提取，并通过专家访谈法筛选

出能够表达意象需求的造型元素。然后，引导产品创

意，进行意象转化，绘制产品的设计草图。这其中包

括理念表达、意象转化、产品构思、精细化设计等一

系列过程。最后，塑造意象设计。结合表现技法和产 
 

品制作工艺，创作出具有意象美学，传达文化理念，

并且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 

4  实例研究 

基于情境故事法的设计流程，以面向甘肃地域文

化的陶瓷版画设计为例展开实证研究。 

4.1  用户的意象需求与设计元素 

结合牡丹瓷的产品设计与制作工艺，以用户姬冬

青的需求展开实际案列的研究。通过置入情境进行场

景的实际操作，方案情境示例见表 1。由表 1 可知，

用户需求为基于甘肃地域文化，具有淡雅、舒缓意象

的陶瓷版画产品。 
通过用户需求分析和专家访谈，得出甘肃的代表

性文化包括丝路文化、彩陶文化、石窟艺术文化、黄

河文化、伏羲和女娲文化等。经过进一步解析，挖掘

出各个代表性文化的相应设计元素，依据设计元素与

陶瓷产品的匹配度，最终选取了百合、中山桥、皮影

戏、飞天等作为意象设计元素，见图 4。百合寓意广

泛。在西方，它代表纯洁、高雅、财富、荣誉、友谊；

在我国，它是吉祥的象征，寓意着百年好合、百事合

意等。中山桥号称“天下黄河第一桥”，是工业文明

的产物，承载着现代文明，更承载着历史沧桑。“一

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皮影戏将多种传

统工艺集于一身，堪称一绝。敦煌飞天融合印度佛教

天人与中国道教羽人的形象，代表神话传说中的羽化

登仙，象征着无拘无束的自由翱翔。 

表 1  方案情境示例 
Tab.1 Demonstration of scheme scenario 

镜头 情景描述 

1 
姬冬青，男，28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性格开朗，白领，年薪 10 万元以上，喜好陶瓷、阅读、文化展等。现

在去参加一个大型的陶瓷展览。 

2 
姬冬青父亲曾经在甘肃省支教，经常听父亲讲述支教故事、甘肃习俗与文化等，对甘肃文化有了耳濡目染的认

识，于是想拥有一款既能体现淡雅、舒缓意象特性，又能展现甘肃地域文化元素的陶瓷产品。 

3 
姬冬青去会展中心参观一个关于甘肃地域文化的陶瓷展，看中了一副用木质相框镶嵌且具有淡雅、舒缓气质的

陶瓷版画，于版画前思考如何将其应用于客厅装饰。 

 
4.2  设计草图的绘制 

依据上述的分析结果对产品展开想象，并绘制草

图来表达创意，草图的绘制见图 5。方案 1 以飞天和

百合作为设计主题。飞天在上，百合在下，整个画面

呈现出舒缓、惬意之感。方案 2 采用皮影和百合的造

型元素，画面中的人物面部略带稚气，似乎在专心致

志地欣赏百合，营造一个令人遐想的意境空间。方案

3 同样提取皮影和百合的元素，将传统工艺与花卉融

为一体，呈现一种跨界融合的造型艺术形式。整体构

图上，方案 3 营造与世无争的意境，显得松弛有度、

气韵生动，更符合舒缓、淡雅的意象特性。3 个方案

都将文化元素体现在陶瓷版画中，整体布局舒缓、淡

雅，能够很好地传达地域文化，又能带来对意象空间

的遐想。 

4.3  陶瓷版画产品设计 

在产品设计的阶段，经过用户评选，最终决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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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意象设计元素 
Fig.4 Image design elements 

 

 
图 5  草图的绘制 

Fig.5 Sketches 
 

草图方案 3 为基础进行产品创作。根据陶瓷产品的制

作工艺，综合应用国画的表现手法与捏雕手法，做到

二维和三维的结合，层层递进，以此来增加作品的空

间感，《影韵》作品实物见图 6。 

相比浮雕，捏雕的表现形式能够更好地增强作品

的力度感和空间感，凸显文化元素的意境，进而提升

视觉冲击力。在颜色装饰方面，作品采用统一色系，

体现画面的整体性。以极富地域特色的皮影和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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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影韵》作品实物 
Fig.6 "Shadow Rhyme" 

 
为意象设计元素，进行跨界融合创意。作品呈现出统

一的艺术风格与文化内涵，极富意韵。根据用户需求，

在作品《影韵》的意象设计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文化

元素，创作出作品《雀跃》和《东方安澜》。《雀跃》

作品实物见图 7。《东方安澜》作品实物见图 8。 
 

 
 

图 7 《雀跃》作品实物 
Fig.7 "Cheerful Birds" 

 
 

图 8 《东方安澜》作品实物 
Fig.8 "Oriental Calm Water" 

 
《雀跃》以百合作为主题设计元素，将百合与鸟、

顽石相结合，达到意与境、情与景的统一。作品的画

面整体鲜明又生动，增强了意象空间的艺术效果。《东

方安澜》把中山桥的坚硬冰冷与花卉的柔弱结合在一

起，给人舒适、清新的感觉。本次产品意象造型设计

还运用了国画的留白技法，以“留白”的形而下之

“器”，实现了“画中之画”，“画外之画”，“虚实相

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的形而上之“道”[14]，传达了

和谐美的意象。  

5  结语 

本文从陶瓷版画的意象设计出发，立足于情景故

事的构建，通过分析“人、物、境、活动”的认知结

构体系，进行设计要素与需求意象的挖掘、整合、转

化，构建了基于情景故事法的产品创意设计方法与流

程体系。以陶瓷版画设计为例，进行了实践验证。结

果表明：情境故事法通过角色、产品和环境等宏观要

素能引导设计师推导出角色的活动、需求和条件，使

隐形知识外显，从而推动设计的开展；从微观上看，

以分镜头的形式展开的“人、境、物、活动”认知结

构分析，能引导设计师挖掘出设计要素及其与意象需

求的关联性，牵引产品创意设计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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