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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性复杂问题，以文化间性理论研究为基础，探究地域性的“差异性”
转化为融入全球价值的“关联性”的动态路径和方法，参与式地促进跨文化交流与认同。方法 对文化间

性理论进行基础研究，总结和挖掘其内在特性及问题，从而提出参与式设计对话模型，并以“新通道”项
目中针对藏文化的设计及社会创新实践为实证案例，通过设计团队与当地文化持有者的设计对话和协同

共创，完善并验证参与式设计对话的工作方法。结论 在新时代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间性跨越了文化

的边界，具有差异性、平等性、互动性和共创性的内在特性。在此基础上，构建设计对话模型和工作方

法，可以有效地激发设计的参与性与协同性，促进本土知识的全球化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从而增进文化

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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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ulturality and Design Dialogue in Participatory Design 

MIN Xiao-lei, JI Ti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social complex problems in globalization, based on research of the interculturality theory,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ynamic path and method of transforming regional "Difference" into "Relevance" which can 
integrate global value, to achieve the participatory promo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on the interculturality theory, its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were summarized and exca-
vated; and a participatory design dialogue model was proposed accordingly. Additionally, taking the design and social in-
novation practice of Tibetan culture in the "New Channel" project as an example, the working method of participatory de-
sign dialogue was improved and verified through the design team's design dialogue and co-creation with the nativ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terculturality transcends cultural boundaries and possesses inherent characteris-
tics, which are diversity, equality, interaction and co-creation. On this basis, building a design dialogue model and work-
ing method could effectively stimulate collabo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design, promote global innovation and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thus to enhance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interculturality; design dialogue; participatory design; culture identity 

全 球 化 的 推 进 使 地 域 边 界 变 得 日 益 模 糊

（Phantasmagoric） [1]，多样文化之间的交流引发了

在地化与全球化、差异性与关联性的矛盾，同时也推

动了商业、科技、艺术、教育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形

成了新的交叉研究领域，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创造

了条件。文化间性正是“主体间性”的哲学思维在此文

化语境中的引申表达，体现了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平

等互动关系，具有促进文化共存、交流和认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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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间性 

1.1  文化间性理论基础研究 

20 世纪中叶，科技革命和社会变迁对现代西方

哲学各个流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间性理

论开始成为众多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为文化间性理

论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石。1931 年，由奥地利哲学

家胡塞尔提出的主体间性理论（Inter-subjectivity），
开始关注自我与他者的依存和交互关系。1960 年，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了视域融合理论（Horizon 
verschmelzung），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异

质性元素的融合。在此基础上，法国思想家克里斯蒂

娃于 1969 年将间性理论引入文学研究中，提出了文

本间性理论（Intertextuality，又被称为互文性），主

张文本的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

过程中产生的。 
随着间性理论的不断发展，1981 年，德国哲学

家哈贝马斯创造性地将间性理论引入社会学的范畴，

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Communicative action），强调

主体间对话沟通、作用融合及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

而在同一时期，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对于对话理

论（Dialogue theory）的探讨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

论。作为交往行为和对话理论的延伸，著名哲学家潘

尼卡于 1987 年提出了“文化间哲学”（Intercultural 
philosophy），强调文化之间的开放性和对话性，这是

文化间性理论的前身。随着文化杂合理论（Cultural 
hybridity）、差异理论（Discrepancy theory）的不断参

与，德国理论家莫尔于 2000 年正式提出了文化间性

（Interculturality）的概念，随后由清华大学哲学系万

俊人教授于《寻求普世伦理》中翻译并引入国内。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

式多样化公约》，对文化间性进行了明确定义：文化

间性指不同文化的存在与平等互动，以及通过对话和

相互尊重产生共同文化表现形式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文化间性理论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

以主体间性为基础，融合了交往行为理论、对话理论、

文化杂合理论、差异理论等理论观点，跨越文学、社

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边界，历经 70 余年

而逐渐发展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概念，近年来成为学

者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文化间性的理论发展见表 1。
虽然在现阶段乡村振兴与文化自信的建设过程中，文

化间性与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探索不胜枚举，但是相关

的论述和研究却少之又少。于是通过研究参与式设计

中的文化间性和设计对话，并以实践案例作为完善和

验证，希望可以对相关的设计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和

指导意义。 
 

表 1  文化间性的理论发展 
Tab.1 Development of interculturality theory 

人物 国家 时间 理论 来源 
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奥地利 1931 主体间性理论 《主体际性的构造》 

Hans-Georg Gadamer 德国 1960 视域融合理论 《真理与方法》 
Julia Kristeva 法国 1966 文本间性理论 《词语、对话和小说》 

Jürgen Habermas 德国 1981 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 
M M Bakhtin 苏联 1982 对话理论 《对话性想象》 

Raimon Panikkar 西班牙 1987 文化间哲学 《看不见的和谐》 
HomiK Bhabha 印度 1994 文化杂合理论 《文化的定位》 

Stuart Hall 英国 1997 差异理论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Ram Adhar Mall 德国 2000 文化间性理论 《文化间哲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2005 文化间性定义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1.2  文化间性的基础特性及内在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面对幸福感、多样

化、均等共享等社会需求，尊重并保护文化多样性、

宽容对话及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2]，

文化间性概念因此体现出新的特征：它以承认差异、

尊重他者为前提条件，以对话为根本，以沟通为旨归[3]，

强调一种文化与他者际遇时产生的交互作用、交互影

响、交互镜借的内在关联。基于以上理论基础，本文

研究的焦点定位于文化间性的基本特性，即差异性、

平等性、互动性、共创性（见图 1），以及其设计参

与过程中的应用研究。 

 
 

图 1  文化间性的基本特性 
Fig.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cultu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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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差异性 

美国人类学家迈克尔·赫兹菲尔德认为：文化是

流动的、相互对立的，也是断裂的，它按结构性特征

分布于不同地区的群体中[4]。中国现阶段存在着宗教

信仰、文化背景、地缘环境以及民族风俗等多方面的

差异性和多样性，因为差异，才有相互了解和理解的

必要；因为需要了解和理解，才必须展开相互之间的

交流和对话[5]。差异性既是文化间性的前提条件，也

是文化多样性的根本要素，更是设计创新的源泉。 

1.2.2  平等性 

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嫁接、互补和融合，

文化早已跨越“文野之别”[6]，抛却偏见和误解，并无

优劣高低之分，一律平等。这种平等性不仅体现在文

化话语权上，还体现在文化交流和协同共创中。文化

间性即是一种基于自主和平等的平衡性关系的交流

与互动，致力于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

宽容。 

1.2.3  互动性 

吉川博士提出，构建跨文化认同是塑造文化中介

人（Man of in-betweeness）、打造联合式身份（Identity- 
in-unity）的过程[7]。文化间性的“间”字，即体现了多

元文化际遇时产生的交互作用、交互影响、交互镜借，

达成共识和共享，融汇出双方都能认同的价值域，从

而为参与式设计提供互动环境。这是文化间性的核心

主旨，也是构建跨文化认同的关键所在。 

1.2.4  共创性 

在互动性的基础上，通过不同文化之间“友善的

碰撞”，文化间性发生了意义重组，产生了全新的“化
学反应”。共同创新使文化之间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8]，

达成合作共赢。这种“共创性”是文化间性的核心创新

路径，不仅能突破传统的文化界限，而且能创造新的

文化价值领域，从而激发设计创新。 
文化间性的差异性、平等性、互动性和共创性，

正是我国现阶段的文化语境“和而不同”的体现：“和”
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融合与交流，是一种“共性”；
而“不同”则是多元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是一种

“个性”。在不同文化的对话中，如何处理文化间性 4
种特性之间的关系？如何找寻“共性”与“个性”的平

衡点？如何实现差异基础上的对话和融合？正是文

化间性的内在问题所在。 

2  参与式设计对话模型 

丹·弗里德曼在《激进现代主义》中提出，设计

作为更加宏大的文化背景中重要的创造性活动，对历

史性转型时期的一种新的意义上的平衡和愿景有着

非常大的作用。随着近年来跨学科设计、跨文化设计、

参与式设计和协同设计概念的兴起与传播，设计的边

界不断扩大与蔓延，新的协作能力催生出了新型的设

计实践[9]。设计作为内在驱动力，其协同性和参与性

不断被挖掘与激发，对于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角色

交流和互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跨学科合作不是简单的学科叠加或共享的团队

合作，而是需要新的实践和理论合作模式[10]。20 世

纪 80 年代，孟菲斯设计流派的崛起开创了设计驱动

创新过程的 3 个阶段：采纳、解释和表达[11]。著名社

会创新学家曼梓尼提出的协作式接触（Collaborative 
encounter）[12]和意大利学者罗伯托·威尔甘地提出的

设计驱动创新（Design Driven Innovation，DDI）[13]

理论中都有提到，优秀的协作模式需要具备以下要

素：在可靠的公共创新空间中，通过动态性地听、解

释和表达的过程，形成“设计对话”[14]。 
基于以上理论，“设计对话”即通过设计思维的交

流和互动，驱动知识共享和创新的过程，由以下 5 个

基本元素组成：公共创新空间（Public Innovation 
Places，PIPs）、话题（Topic）、诉说者（Teller）、聆

听者（Listener）和促进者（Facilitator）。关于参与的

对话大多都是在学科的边缘发起的[15]，在政府、高校、

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场景中，设计对话都是用来促进

参与式设计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对于设计具有不同的情感认知，所以设计师成为推动

创新的“促进者”，促进信息在不同角色层次之间的流

动，从而构建文化间性下的“知识共同体”，通过聚合

效应形成“1+1>2”的参与式设计创新网络，综上构成

了参与式的设计对话模型，见图 2。 

3  “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项目实证研究 

3.1  项目背景 

“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项目是由湖南大学设

计艺术学院于 2009 年发起的“文创公益、精准扶贫”
实践项目。十年间，项目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

设计师、学生等文化创客团体，深入多个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存良好的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文献调研、实地

考察、人物访谈等方法，与当地手工艺人和居民形成

良好的设计对话。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16]，完成

了大量的文创产品设计、数字影像纪录、旅游规划与

景观设计、APP 与互动游戏开发、知识平台搭建、电商

平台孵化等工作，将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价值。 
2018 年，项目组来到云南省香格里拉藏区，计

划进行为期四周的设计与社会创新研究。随着近年来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量外地游客的到来为传统而封

闭的藏区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可是由于语言、信仰和

风俗的不同，当地居民与外来人群的交流甚少，文化

认同难以建立。在该语境下的文化间性中，参与式设

计、协同设计是收集本土智慧和用社会同理心与包容

性来创造设计解决方案的典型方法[17]。本次项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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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参与式设计对话模型 
Fig.2 Model of participatory design dialogue 

 

的主要目标是：进行文化间性下的设计对话，促进本
地文化持有者与外来设计团队的沟通和协作，通过参
与式设计将地域特色文化转化为创新设计源泉，找寻
共同的文化价值。 

3.2  实践过程 

设计团队由 35 名来自工业设计、雕塑陶艺、机

械制造、电子信息、社会工作、新闻传播等跨专业背

景的教授、设计师及研究生组成，以社区研究的方法

对尼西村、霞给村、奔子栏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和人

物访谈，深入了解了当地的宗教、物产、建筑及人文

资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进行了重点记录和创

作，见图 3。 
 

 
 

图 3  香格里拉实地调研及手工艺人访谈纪实 
Fig.3 Local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s with craftsmen in Shangr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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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印经专题、黑陶专题、东巴纸专题等多个文

化专题，设计团队在两周的时间里经过市场调研、头

脑风暴、草图绘制、三维建模、模型制作、视觉设计

等过程，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完成了如智

能转经筒、灯具摆件、黑陶香器、快客杯、文具收纳

套件等系列文创产品设计，见图 4。然而，由于设计

团队对于藏文化的宗教信仰及图腾崇拜缺乏准确的

认知，所以难以获得文化持有者的认同和共鸣。 
 

 
 

图 4  基于藏区文化的创意产品设计方案 
Fig.4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Tibetan culture 

 
为了解决该问题，以香格里拉印经院的佛堂作为公

共创新空间，以基于藏区文化的创意产品设计方案作为

对话的主题，设计团队与当地文化持有者进行了多次设

计对话。在对话过程中，设计师作为诉说者，手工艺人

和佛教高僧作为聆听者，同时也都是促进者和知识中

介，通过不断的表达和聆听，形成了动态的、多元的角

色互换过程。当地文化持有者对设计作品提出了许多修

改建议，例如佛像图腾的使用规范、藏经文的真实涵义

及使用情境、本土材料环保性及可持续性等问题，并实

际参与了多阶段的决策过程。在此基础上，设计团队经

过多次的修改、反馈、讨论、再修改，不断完善了设计

方案，最终取得了认可。他们表示非常希望能吸引更多

的设计团队加入，为藏文化的传承及传播贡献更大的力

量。通过一次次的设计对话和参与式设计，文化的边界

不断被缩小，设计的协同性与参与性不断被激发，逐渐

建立起了文化之间的平衡和认同，见图 5。 
 

 
 

图 5  香格里拉印经院里的设计对话 
Fig.5 Design dialogue in classics printing courtyard in Shangri-La 

 
通过本次实践，团队建立了参与式设计对话的工作

方法：首先，以香格里拉藏传佛教的文化研究为基础，

将本土资源进行分析，并归纳为地方知识；其次，通过

设计团队与文化持有者之间的设计对话，将地方知识融

合转化为设计语言；然后，通过参与式设计的协同创新，

赋予文化价值以共同意义；最后，通过文化的交流与传

播，形成从地方资源到全球价值的动态转化路径，见图

6。在此过程中文化间性作为核心，设计作为共同语言，

可以激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参与性及协同性，促进传

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本土文化与国际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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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参与式设计对话工作方法 
Fig.6 Workingmethodof participatory design dialogue 

 

4  结语 

在文化间性的差异性、平等性、互动性、共创性

基础上，通过“新通道”项目的实践经验总结得出，构

建设计对话模型及工作方法，可以激发设计的协同性

与参与性，整合本土资源和地方知识，促进参与式设

计的可持续发展，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新思路，实

现从“个性”到“共性”的动态平衡转化，创造共享的社

会价值，从而达到地域振兴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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