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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创建一种叙述中国古代诗词意境的产品的设计方法，使通过借鉴该方法设计的产品能够引

起使用者对于相应的诗词意境的共鸣，为其提供感情寄托，从而达到理想的产品效益——商业价值的实

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方法 基于已有的产品叙事设置方法与流程，分析与判断中国古代诗词意境

作为叙事主题的可行性，制定一种专用于中国古代诗词意境表达的产品叙事设置步骤：确立诗词与主题

分析—载体产品形式选择—主题文本向叙述文本的转化—产品物化设计。结论 中国古代诗词意境作为

叙事主题文本来源是可行的。该设计方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相关设计需求，另一方面扩展了产

品叙事设置的主题选择空间，为以后的专题设计提供了设计步骤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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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Narrative Setting Steps Based on Artistic Concep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WANG Nian-wen, LIANG Yao-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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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create a product design method that describes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so that the product designed with this method can arouse users' sympathy for the corresponding poetry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provide emotional sustenance for them, so as to achieve the desired product benefit -- realization of com-

mercial value and promo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as a narrative theme was analyzed and judged based on existing method and process of product narrative setting. A 

specific product narrative setup procedure to express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was formulated: 

establishing poetry and analyzing theme –selecting form of carrier product ion -- transforming from theme text to narra-

tive text – designing product materialization.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is feasible to be taken as 

the source of narrative theme. On one hand, the design method satisfies relevant design requirements to a certain extent; 

on the other hand, it extends the theme selection space of product narrative setting,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design 

steps for future speci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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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叙事设置作为产品设计领域中的一个较新

的概念，能够丰富现阶段产品设计中蕴含的人文价值

与情感。产品叙事设置不仅能够激发设计师的灵感和

消费者的心理情绪，还能唤起用户内在的情感记忆和

精神体验，深化用户与产品之间的联系与共鸣[1]。叙

事设置既要落脚于产品现实的物质属性又要兼顾表

达产品的精神属性，即产品能满足使用者在功能和情

感两个层次上的需求[2]。中国古代诗词，作为我国传



170 包 装 工 程 2019 年 5 月 

 

统文化中的瑰宝，有着丰富的主题及意象，表达了诗

人的生活情境和内心情感，是当代产品叙事设置值得

借鉴与汲取精华的灵感之源。 

1  产品叙事设置概述 

1.1  产品叙事设置理念 

产品本身有着传达某种主题的“叙述属性”，通

过发挥该属性，使用者能够了解相关设计目的、使用

方式、设计情感等。“叙事设置”是设计师将某个主

题文本或者故事情节具体应用到产品设计中的一种

设计行为，要借助产品的“叙述属性”才能得以实现。

叙事设置所要叙述的故事包括叙述的内容和方式，即

“讲什么故事”以及“如何讲故事”，“讲什么故事”

指的是产品本身向用户诉说的产品功能以及使用方

式等信息；“如何讲故事”指的是设计师有目的地确

定一种主题情境，将其情境特征赋予到产品的造型语

意之中[3]。通过运用产品叙事设置的方法，能够将用

户行为进行分解与剖析，所以能更加深入地了解用户

需求[4]。 

1.2  产品叙事设置特征 

从设计要素来看，产品叙事设置包含以下 3 个特

征：（1）鲜明的主题，主题是一件产品叙事的核心，

因此要足够凸显，才能使用户明确设计意图与感知设

计来源，从而唤起相对应的基于个人认知与经验的内

心情感；（2）故事情节，故事情节是围绕着叙事主题

一步步铺垫开来的；在具体的产品设计过程中，设计

师要把故事情节转化为具体的设计语言融入到产品

当中；（3）发展步骤，发展步骤是将故事情节按照一

定逻辑设置成一条脉络，使用户拥有更加流畅自然的

体验过程，从而更加清楚地感知主题用意。因此，产

品叙事设置也可以理解为按照一定的发展步骤将富

有鲜明主题的故事情节融入到产品造型当中。 

1.3  产品叙事设置原则 

产品叙事设置一般要遵从以下 4 个原则：（1）独

立性，产品叙事设置要表达的主题必须是明确的、强

烈的，所以要通过产品自身的语言让用户了解到设计

的目的与信息，而不是需要外界信息的辅助；（2）可

识别性，为了避免用户在情感判断中形成障碍或误

导，产品叙事的主题及其具体的故事情节要为目标人

群所熟知，而不是将一种新的理念强加给用户；（3）合

理性，对于叙事主题的思想感情与情节发展，设计师

不能一味地凭借自身主观的判断与解读，而是要根据

用户需求与认知进行调研与分析，采取符合主流思想

的设置方案；（4）美观性与功能性，产品叙事设置也

要遵从一般的产品设计原则，要协调好美观性与功能

性的关系，这不仅很大程度上地决定着购买者的消费

判断，而且也是衡量一件产品好坏的标准之一。 

2  中国古代诗词意境作为叙事主题文本来

源的可行性 

2.1  中国古代诗词意境特征 

传统的意境理论认为，意境是通过形象化的情景

交融的艺术再现和表现，将读者引入到一个想象的艺

术境界，它由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和艺术家情感理想

的主观创造融会贯通而成[5]。意境是中国古代诗学中

一个很重要的范畴，同时也是美学的重要范畴，它概

括了审美认识的重要特征[6]，其基本美学特征包括以

下 4 种：（1）情景交融，“情”与“景”分别对应着

“意”与“象”，即作者将诗词中对景物的描写和感

情的抒发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2）虚实结合，诗词

意境当中必然要有对具体事物的描写；与此同时，透

过这些实景实象，还能触发读者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

知；（3）韵味无穷，意境中审美的因素应该是富有无

穷的韵味的；（4）意境真切，意境由“情”与“景”

构成，无论是对“景”的描写还是对“情”的抒发，

都应该是真切自然的[7]。根据以上特征可以总结出规

律，中国古代诗词的意境中包含了景、物、人、事等

要素，都是作者借以抒发情感和理念的工具。 

2.2  产品叙事主题的选取依据 

不是所有的主题都能够通过叙事设置的手段很

好地表达出来，在选取叙事主题时要有一定的依据：

（1）故事情节特征，产品叙事的着力点在于“事”，

主题要能够以故事情节的方式表达出来，并具有一定

的发展步骤，才能作为主题文本转化为叙述文本来指

导具体的产品设计；（2）通俗化和简单化，产品设计

中一切叙事心理体验必须符合服务对象的心理，因此

叙事主题要尽量使大众接受；（3）特定的所指性，如

果要充分地发挥产品叙事设置的影响，就不得不考虑

叙事主题的特指性，即具体指向的目标人群；目标人

群因为年龄、性别、职业等特征划分而表现出不同的

认知范围，这对能否准确快速地理解叙述主题是至关

重要的；（4）时效性，类似于时尚观念与社会事件等

叙述主题都具有一定时效性，受众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对它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判断和看法，这是在选取

产品叙事主题的时候要格外注意的。 

2.3  中国古代诗词意境作为叙事主题文本来源的可

行性 

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诗词意境特征的分析，以及

根据叙事主题的选取依据，可知将中国古代诗词意境

作为叙事主题文本来源是可行的。诗词意境中包含必

不可少的“情”与“景”的元素，具有一定的故事情

节特征。诗词中具体的物象可以通过形象化的手段化

为产品视觉元素或者产品本身。诗词中流露出来的韵

味与内涵为使用人群提供了情感化体验与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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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为目标人群的确定提供了局限性，拥有特定内

涵的主题文本适用于特定的受众。 

3  基于中国古代诗词意境的产品叙事设置

步骤 

3.1  确立诗词与主题分析 

基于诗词意境的产品叙事设置围绕一个主题展

开，第一步即为确定主题文本，即具体的诗词内容。

选择某个诗词作为主题文本的初衷可能是弘扬某种

精神和文化，抑或是谋求产品设计的创新点。另外一

种情况是已知载体产品形式，去寻找相应的诗词与之

嵌套，该情况多出现于有着特定种类商品输出的企业

产品设计，本文不讨论。 

之后要对所选诗词进行主题分析，深刻理解与

提取诗词内涵。通过主题分析，可以建立诗词中的

人物角色关系，明确叙事语境[8]，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1）准确地译成白话文，受到古代语言表达形

式的限制，设计者对于全面、正确地了解一篇诗词

的具体叙述内容有一定难度，因此设计师要通过权

威可靠的手段来将诗词“翻译”成能被自己理清与

深刻了解的形式；（2）获取诗词表达的情感与内涵，

一般情况下，诗词中的情感和内涵即为产品叙事设

置的主题，是最终产品设计的灵魂所在，因此要尽

量将情感与内涵凝练到一个关键词，让具体的故事

情节去围绕着这个关键词展开；（3）获取意象和提

取故事情节，受诗词表达手法的不同，有的诗词以

意 象 叠 加 的 形 式 描 写 了 一 系 列 具 有 某 种 特 征 的事

物，如“空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又如“鸡

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有的诗词以情景记叙的方

式铺陈开来，如“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

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不管是意象叠加还是行

为记叙，都能作为用于提取意象与故事情节的主题

文本；（4）建立主题与故事情节以及故事情节之间

的联系，故事情节是围绕着主题展开的，都要为主

题服务，起到凸显与烘托的作用，故事情节与故事

情节之间要通过设计师的感性思维建立一种逻辑发

展关系，然后以时间顺序、空间顺序等方式映射成

使用者的体验流程与感悟。通过以上 4 个方面的主

题分析，本文对产品设计中要表达“怎样的情感”

以及“如何去表达”形成一个整体的把握。 

3.2  载体产品形式选择 

确立与分析了叙事主题之后，建立与产品设计之

间的联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要选取合适的叙述途

径与方式，即载体产品形式的选择，选择依据主要为

产品形象、产品功能与内涵、产品使用行为的体验以

及基于经验认知的推理体验。 

通过以上对诗词主题与围绕其展开的故事情节

分析，获得了一些关键词、具体意象和故事板，这为

载体产品形式选择提供了依据，具体载体形式确定方

式可遵从以下方法。 

1）从诗词的意象本身提取。诗词的某些意象本

身就是产品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产品在当

代仍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如“银烛秋光冷画屏，轻

罗小扇扑流萤。”其中可以提取出烛台、画屏、小扇

等载体产品。另外，有些意象可作为产品的装饰性元

素而被应用，不管是产品本身还是装饰元素，这些意

象都要具备识别性强、专属性强的特征，否则很容易

混淆用户头脑中已有的多种主题。 

2）由主题发散。有些诗词并没有表达出丰富的

意象，不足以直接提取载体产品，因此需要根据主题

特征进行发散联想，寻找合适的载体产品。如“寻寻

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

难将息。”根据词中清冷的环境以及作者忧愁的情感

可以进行发散性联想，如冬季常用的空气加湿器。 

3）由情境交互联想。某些具有行为记叙特征的

诗词中有着主人公单个或者一系列的行为方式，其中

多为人与物的交互关系，因此可将与人物产生互动的

产品提取出来作为载体。如“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

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刬金钗

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首词描写

了主人公一系列的动作，可以根据这些动作提取出与

之互动的产品，如秋千、袜子、发饰等等。 

3.3  主题文本向叙述文本的转化 

主题文本向叙述文本的转化中最关键的就是产

品叙事情节设置，其目的是通过一定的设计语言指导

用户与产品之间的一系列交流互动，逐步深化叙事主

题在用户心里的印象，从而做出相应的情感判断。情

节设置的方法与其发展逻辑有关：（1）按时间顺序将

多个故事情节串联成一条完整的主题脉络，使用户随

着时间的推移循序渐进地感知叙事主题；（2）按空间

顺序中的“由远及近”“从左往右”等已在用户头脑

中形成的主动空间意识的方式将情节设置在产品中，

达到“移步换景，借景生情”的目的；（3）运用与主

体关联性极强的一个或多个情节，其发展的时间和空

间顺序可以是零散的，但因其特征明确与可识别性

强，用户也完全可以凭借认知与经验做出合理判断。

因此，针对产品叙事设置的主题文本为中国古代诗词

的情况，可以将诗词中的关键词，主题思想以及事件

的剧情发展向产品的造型语言、使用指示语言和使用

感受体验等方面转化，只有这样才能作为具体的造型

语言融入到载体产品当中。 

在转化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 3 点：（1）推敲诗词

中的情节与表述结构，从中进行一定的取舍，取舍的

目的是能够更加鲜明地表现诗词主题，避免不必要的

混淆信息；（2）夸大诗词的主旨，让使用者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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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以及体验产品时达到沉浸效应，如将视觉元素

与操作使用相结合，抑或是融入使用者认知心理因

素；（3）要格外注意叙事设置的逻辑与连贯性，不

能让使用者感到不知所措，因此产品要具有明显指

示性的语意特征。 

3.4  产品物化设计 

获得了在产品上执行的叙述/实施文本后，设计

师要运用相关的产品设计规则，将其演变成可视的、

符合用户操作规范、考究使用体验的产品设计方案，

其中包括对色彩、材质、功能、人机工程学等诸多方

面的考量，目的在于保障了产品设计基本的功能与美

学输出。 

4  具体产品叙事设置应用实践 

4.1  设计实践 

1）确立诗词与主题分析。为了抒发与传扬文人

墨客的惜花伤春之情，本文选取了李清照的《如梦

令·昨夜雨疏风骤》作为主题文本并进行内容分析。

这首词十分精短，只有 33 个字，内容却非常具有   

层次感，将词人的所处情境和行为动作描写得曲折婉 
 

转[9]。通过将词句译成白话文的形式了解大体词意：

词人在一个狂风大作的夜晚因惜花而醉酒，醒来后明

知花落却还试着问“卷帘人”花的情况，因怀疑其回

答而再次反问，言辞之中透露出词人丰富的内心活

动，如此叙事层层深入，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表现

得摇曳多姿[10]。接着进行意象与故事情节的提取。贯

穿全文的“点睛之笔”就在于“绿肥红瘦”，它指的

是叶子丰茂、花儿稀少的状态，象征着词人对春天即

将逝去的伤感和对花儿的怜惜之情。“绿肥红瘦”不

仅是一种对具体事物的描述性文本，也是词人借以抒

发感情的本体，该词因其较高的知名度和识别性，也

更容易被目标用户所接受，因此将其作为产品叙事设

置的主线索。故事情节方面，本词采用记叙的方式铺

展开来，主人公一系列的行为动作都可以按照一定的时

间或空间顺序作为多个故事情节串联成一条主题脉络。 

2）载体产品形式选择。基于“绿肥红瘦”的关
键词和主人公行为的故事板，从诗词的意象本身和情
景交互出发，运用适当的推理与想象，挖掘出涉及到
的产品类型，见表 1。根据词中人与物的互动虚拟，
得到了如灯盏、床榻、桌子等形式的载体产品，之后
对其进行了甄别与筛选，以构建符合故事情节发展的
产品组合框架。 

表 1  人与物的互动虚拟 
Tab.1 Interactive virtual of man and thing 

词句 环境 行为 事物 

昨夜雨疏风骤 雨夜的卧室 倾听、坐卧 灯盏、床榻、窗扉 

浓睡不消残酒 清晨的卧室 饮酒、晨起 坐垫、桌子、酒具 

试问卷帘人 卧室 梳妆、换衣、问话 铜镜、衣柜、脂粉奁、窗帘

却道海棠依旧 卧室/门槛 疑惑、惊讶 植物、屏风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卧室 深思、反驳、抒感 无 

 
3）产品实施方案。基于以上对诗词内容的分析，

选取了以“坐卧—梳妆—更衣—观花”为故事情节

发展脉络，以灯具、衣柜、矮脚桌、几屏和花瓶为

载体产品，并重复应用“绿肥红瘦”装饰性元素于

晨起梳妆空间的家居用品设计，其中“绿肥红瘦”

装饰图样的主体为叶子比较宽大繁茂、花色较为鲜

艳的植物。 

4）产品物化设计。按照实施文本的指示，通过

系统性的产品调研与定位，最终收集确定了产品的设

计希望点，例如选取更符合目标用户人群特征的较为

圆润的产品造型和更为温和的材质等，之后绘制方案

与制作产品效果，见图 1。 

4.2  设计评估 

4.2.1 叙事设置步骤的特异性 

首先，产品叙事设置相较于其他设计方法而言，

将围绕着主题发展的一系列故事情节融入到产品设

计当中，既满足了产品设计体现出的人文价值，又能 

为用户带来丰富的情感体验。另外，基于中国古代诗

词意境的产品叙事设置步骤拥有其特异性，其根据我

国古代诗词的语言和意境特征，提出了针对性的将主

题文本逐步转化为指导产品设计实施的叙述文本的

方法与过程，当一首词采用“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

的情况下，需要通过主题发散和情景交互联想等手段

提取产品载体和意象。同时，中国古代诗词在很多情

况下强调“形散而神不散”，因此，要用巧妙的主题

元素凸显与自然的故事情节过渡来为用户提供舒适

明确的情感体验与认知。 

4.2.2  运用该叙事设置步骤对设计结果的影响 

叙事设置本身的目的在于满足使用者功能和情

感两个层次上的需求，加强人与产品之间的联系。从

本文中的设计实践可以看出，若家居用品设计仅仅在

功能上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以及在外观上满足人们

的审美需求，并不能为其提供产品之外的认知与感

动，而设计师通过敏锐的观察与深入的构思，通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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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产品效果图 
Fig.1 Design sketch of product 

  
品叙事设置步骤将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境融入其中，

不仅唤起了用户相关的记忆与共鸣，建立了人与物之

间的情感沟通，更是传承与弘扬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

化，增强了我国人民对传统文化的自信。 

5  结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中国古代诗词意境的产品叙事

设置步骤为产品表达与叙述诗词中的主题提供了借

鉴。中国古代诗词意境中具有人、物、事、情多方面

的元素，十分符合产品叙事设置的主题文本的要求，

同时其内涵与文化象征是十分值得传承与赞扬的。

“确立诗词与主题分析—载体产品形式选择—主题

文本向叙述文本的转化—产品物化设计”的设计流程

给予了产品设计的叙述属性更大的发挥空间，更能为

大众带来产品之外的丰富感动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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