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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良渚古文化为例，以设计学视角探寻古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联系，探究古文化在现代社会

中的传承与创新。方法 基于双钻设计模型提出一个面向文化创意设计的四钻设计模型，该模型由寻找

原点、分析设计因子、寻找概念、确定方案四个阶段构成，可较全面的辅助文创产品设计。结论 良渚

古文化是闪耀于新石器晚期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古文化明珠，其综合发展水平代表着同时代我国古文明

发展的最高水平。总结了良渚文化符号宗教图腾、礼制表征、风土人情、主题刻符 4 种表现形式，运用

提出的四钻设计模型进行了良渚文化的现代创意设计，有利于良渚文化这一世界级的物质文化遗产在现

代的传承，对产品的文化创意内涵的提升，对中国设计的塑造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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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ncient culture and moder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and explor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ancient culture in modern society with Liangzhu ancient culture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double drill design model, the thesis proposed a four drill design model for cultural creative 

design. The model consisted of four stages: finding the origin, analyzing the design factor, finding the concept, and de-

termining the solution, and could assist the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comprehensively. Liangzhu ancient culture is a pearl 

of ancient culture that shines in the Taihu Lake region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late Neolithic pe-

riod. I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represents the highest development leve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 four forms of religious totems, ritual system representations, local conditions, and motifs of Liangzhu 

culture are summarized. The proposed four drill design model is used for modern creative design. It has promoting effect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the modern heritage of Liangzhu culture which is a world-class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the 

promotion of the product’s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the shaping of Chinese design. 

KEY WORDS: Liangzhu ancient culture; ancient culture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double drill design model; cultur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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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文化一般简称为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 

4300 年，以其最早发现地杭州良渚而得名，是我国

新石器晚期太湖流域先民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

存[1]。经过考古学家们 80 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已

确立了良渚、瓶窑两镇相邻的 40 多平方公里的区域

为遗址主体分布区，即良渚遗址所在地[2]。良渚先民

施行推广我国早期规模最大的稻谷犁耕农业，营建了

大型防护工程、水利系统，宫殿祭坛、村落居址，及



第 40 卷  第 12 期 陈国东等：基于改进双钻设计模型的良渚古文化产品设计 243 

被誉为“中华第一城”的良渚古城，建立了分工明确

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生产体系、社会组织结构和政治

统治体系，已演化形成初级阶段的国家机制，是我国

5000 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例证[3-4]。 

目前，关于良渚文化的研究大多基于考古学角

度，较少从设计艺术的视角展开，现代产品中鲜见良

渚文化的身影。课题组深入总结分析良渚文化符号表

现形式，在双钻设计模型基础上提出面向文化产品创

意的四钻设计模型，有效地推进了良渚文化与现代产

品的设计融合，提升了现代产品的文化内涵，同时又

借助创意设计传承与传播了良渚文化。 

1  良渚文化符号的表现形式 

良渚遗址群中挖掘出土了数量丰富的玉器、陶

器、木器、祭坛墓穴等器物与建筑，对良渚文化符号

表现形式的分析可为产品设计师提供更多的素材与

灵感。通过课题组的整理分析，良渚文化符号大致可

分为宗教图腾、礼制表征、风土人情、主题刻符 4 种

表现形式。 

1.1  宗教图腾 

族部落为组织形式的初始文明中，以与本氏族密

切相关的鸟、鱼、兽等大自然崇拜物作为图腾，这些

图腾作为神性之物被倾注了崇拜敬仰之情，被赋予了

炽热的宗教意味。到了良渚文化中后期氏族开始解

体，部落逐步融合，出现了王权与神权一体的原始古

国[5]，原先的氏族图腾或消失、或聚合、或演化为古

国贵族的图腾，跨部落的宗教与图腾开始形成。良渚

文化宗教图腾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玉琮与兽面纹。典

型的玉琮见图 1，内圆像天，外方像地，大多认定其

为良渚先民们进行宗教巫术、庆典等活动的器物，是

良渚先民神人观的象征[6]。兽面纹见图 2，代表了良

渚先民对巫觋和图腾神相结合的创神想象，作为神

权、巫师主（国王）、巫师阶层（贵族）的象征物和

一般民众的膜拜对象。以图腾、宗教器物等表征物为 
 

 
 

图 1  玉琮 
Fig.1 Jade cong 

 
 

图 2  兽面纹 
Fig.2 Beast face pattern 

 
宗教信仰与祭祀的各项活动不断展开，良渚人也在捕

猎、生活、祭拜过程中强化宗教信仰，把太湖流域原

先不同部落的先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1.2  礼制表征 

随着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社会关系分化，良渚文

化内部发展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阶级统治者们为

了维护他们的身份，良渚礼制文化符号系统开始出现

在历史舞台中。良渚文化遗址中的中小墓葬一般以少

数陶器为随葬品，并且大多还有使用过的痕迹。而在

一些大型的墓葬中，则主要以钺、璧、璜、三叉形器

等玉器为主。从中可以看出玉器是良渚文化时期礼制

文化的主要表征方式。这些玉器既是礼仪器具，又是

主人地位和权利的象征，部分甚至是墓主人宗教法

器，这集中反映了良渚文化的王礼巫政等级制度。据

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出土的玉器至少 61 种[7]，

纹样瑰丽，雕琢细致，不少是良渚先人的原创，形成

了新颖、精致、特色鲜明的玉器礼制符号体系。 

1.3  风土人情 

社会生产体系的剧烈变革改变了良渚先民们的

风俗与饮食文化，伴随而来的是手工业分工明确化，

在风土人情符号上则表现为实用性器物与装饰性器

物两大发展方向。实用性器物主要有陶、石、木作、

编织制的功能性器具。以陶器为例，良渚时期制陶技

艺高超，制作材料以夹砂红褐陶、泥质灰胎黑皮陶、

泥质灰陶为主，大多为饮食器具。陶器的功能与形态

凝固了良渚时代的文化波痕，记录了新石器晚期的历

史律动，具有时间刻度意义。在具备使用功能的基础

上，每一类器具形态大体相似，并随着良渚文化的发

展，每个时期的具体样式又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8]。

良渚文化早期到晚期的双鼻壶形态演变见图 3，双鼻

壶早期时候腹部圆鼓，颈部和足部短促，中期前段时

的颈部开始大幅度拉长，到中期后段的圆鼓的腹部变

浅显，再到晚期前段腹部变成了扁鼓形，颈部继续拉

长，而到了晚期腹部继续变浅，圈足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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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双鼻壶形态演变 
Fig.3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double nose pot   

 
装饰性器物以玉器为主，玉器除了作为宗教法器

和礼仪符号外，还有镯、瑗、管、珠、坠、带钩形器、

环、以及鸟形、龟形、蛙形、鱼形等相当一部分饰身

物品，这些玉器或戴在脖颈上，或戴在头上，或作为

衣饰与其他器物搭配，装饰功能与样式纷繁多样。比

如玉带钩见图 4，为良渚文化中期所创造，长扁形态

的一边有凿穿的圆孔，另一边凿成钩状，既用作绊结

腰带，又可当作饰品装饰腰部，可以说是现代皮带的

鼻祖。表明良渚先民的物质财富已较为发达，在满足

基本生存的基础上开始追求更为丰富的物质生活与

社交活动。 

 

 
 

图 4  玉带钩 
Fig.4 Jade belt hook    

 

1.4  主题刻符 

良渚文化大部分的玉器、陶器、石器等器物上都

遗存有主题刻符，良渚古人技艺精巧，运用芦苇干、

竹竿、石头等，采用透雕、浅浮雕、阴纹线刻、圆雕

等手法来表现。迄今为止，经修编的良渚纹饰符号有

656 个，种类超过 340 种[9]，表现的题材有动物、植

物几何纹、和看似记事、表意的符号等。 

动物刻符方面有鸟、蛙、龟、龙首、鳄等，其中

以鸟的形象雕刻最为典型，良渚时期鸟形象刻符见图

5，这些鸟形象形色各异，造型生动。运用装饰、写

实、抽象等表现形式准确地传达出了鸟的形态[10]。刻

画的鸟纹样不仅在于美学意义，而且在于文化内涵和

社会功能，良渚先民们相信鸟是太阳神的使者，具有升

天通神的能力，往往作为神性之物被描摹和刻塑。 

 
 

图 5  良渚时期鸟形象刻符      
Fig.5 Bird symbol of Liangzhu period   

 
此外，良渚文化的部分器物上还刻画了一些看似

描述场景、事物与抽象概念的符号。余杭南湖出土的

一件陶罐上多达 12 个刻符，其中一个“虎”形刻符

见图 6，有学者就推测这是记录良渚人用网捕捉老虎

的场景。在一些良渚黑陶上还刻有简单笔画系列符

号，如苏州澄湖贯耳壶上的刻符见图 7，似乎要表达

某种抽象意思。虽然良渚文化刻符还没有形成完整的

文字体系，但是已开始有其独特的编码形式，可以综

合地描绘事物与抽象想法。 
 

 
 

图 6 “虎”形刻符        
Fig.6 "Tiger-shaped" 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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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苏州澄湖贯耳壶上的刻符 
Fig.7 Symbol on Suzhou Chenghu Lake pot with pierced handles 

 

2  基于改进双钻设计模型的良渚文化产品

设计 

2.1  面向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双钻设计模型改良 

2005 年，英国设计协会提出了一种双发散-聚焦

的双钻设计模型，其过程分为发现正确的问题、发现

正确的解决方案两个阶段，共 4 个步骤，双钻设计模

型见图 8。步骤 1 为发现问题，通过研究现状深入研

究，发现存在的问题或发展方向；步骤 2 为定义问题，

关注的焦点是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哪些，确定关

键问题；步骤 3 为开发方案，通过再次发散，展开创

意，寻找潜在的解决方案；步骤 4 为交付方案，通过

分析和比较产生的解决方案，选定出最合适的一个或

多个方案。双钻设计模型可以有效地将设计师从不必

要的局限中解放出来[11]。 

就文化研究而言，文化符号是负载和传递文化的

中介[12]，文化符号可分为 3 个不同的层级空间，关于

物质的、材料的外在层次；关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 
 
 

的中间层次；关于精神、信仰的内在层次，文化符号

的产品因子转化见图 9。相对应文化产品，对应 3 种

设计因子：（1）形式层，包括图案、色彩、材质、细

节、形状等方面；（2）行为层，包括操作、功能、使

用性、习惯等；（3）心理层，涵盖产品的内涵、故事

性、情感、风格、信仰、价值观等[13]。 
 

 
 

图 8  双钻设计模型  
Fig.8 Double drill design model           

 

 

 
 

图 9  文化符号的产品因子转化 
Fig.9 Product factor conversion of cultural symbols 

 
面向古文化展开创意设计时，发现和确定创意的

设计原点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也需要耐心细致的探

索研究。基于上述考虑，课题组决定改良双钻设计模

型，提出了一个四钻设计模型见图 10，以辅助此次 

 
 

图 10  四钻设计模型 
Fig.10 Four diamond desig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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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良渚文化符号的产品设计。该模型包括寻找原

点、设计因子分析、寻找概念和确定 4 个阶段，共可

分为 7 个步骤：步骤 1 为文化调查，对文化对象的进

行广泛调查，探求符号的各种表现形式，及承载的行

为习俗与文化内涵，这部分调查要宽而广，并详实；

步骤 2 为寻找原点，对调查所得符号研讨分析，结合

文化在当代的认知情况，选出一个或多个比较能代表

对象文化的符号，即找到面向文化对象的设计创意原

点；步骤 3 为设计因子分析，从外形层、行为层和心

理层 3 个层级分析创意原点的设计因子，以便后续展

开设计概念的发散；步骤 4 为创意展开，运用创意思

维方法，围绕创意原点的设计因子分别展开概念创意

与发散，提炼的概念越多越好；步骤 5 为确定概念，

就概念的新颖性，古文化的体现性，与现代的结合性

等方面进行研讨分析，选出可表达的概念；步骤 6 为

设计展开，运用手绘、设计等手段对创意概念进行具

体的方案设计表达；步骤 7 为方案定稿，针对创意概

念的表达效果对设计方案研讨分析，筛选 1 个或多个

设计方案，最终完成目标文化的产品设计。 

2.2  基于四钻设计模型的良渚文化产品设计实例 

首先，通过网络查阅期刊文献、购买良渚文化相

关著作和去良渚博物院直接记录 3 种方式调查收集

良渚文化的资料，经整理后将良渚文化的表现形式分

为宗教图腾、礼制表征、风土人情、主题刻符，并对

它们的特点作分析。在资料收集分析的基础上，对创

意原点的选择进行研讨。在良渚文化丰富多样的器物

中，玉琮是迄今为止最早的琮，其独特的符号形式展

现了良渚的文化含义、美感及可用性，一直是学者们

的热点研究对象，非常具有代表性，因此，课题组选

择玉琮作为设计创意原点。 

接下来，进一步对良渚文化的玉琮深入调查，从

文化三层次角度分析识别玉琮的设计因子。 

外形层设计因子分析：纹饰上方除了少部分素面

琮，良渚玉琮以雕刻兽面图案为主，兽面纹既有较为

复杂形象的样式，又有简化几何化的样式。比如简化

的兽面纹见图 11，琮的侧面由一个浅槽将琮分为上

下两个兽面纹，下面的用阴刻的圆圈代表眼睛，凸起

的椭圆形作为眼眶，眼眶之间的凸起鼻子和额, 鼻下

以一条横向窄凸面代表嘴巴；上部分较为简单，没有

额头、鼻子和眼眶，就用两个圆圈当作眼睛，嘴巴的

形式与下部分的纹样相似。玉琮物理形制基本可分为

短筒琮和长筒琮两类，长筒琮宽小于高，比如六节琮

见图 12，短筒琮宽大于高，比如素面琮见图 13。从

上面俯视，有近似手镯的形式，有四角为方中空为圆

的形式，多种形式的玉琮见图 14。所有这些要素都

可以作为设计因子融入到产品设计中。 

行为层设计因子分析：琮的出土都在大型墓葬

中，只有部族的祭司、首领等上层人才有资格拥有和

使用。从可用性而言，在祭祀或重大的活动中，祭司

双手或端或捧将玉琮恭敬地端放在礼仪台上，旁边放

着其他器物。在活动中玉琮连通天地，人们在祭司的

指引下在四周或载歌载舞，或跪拜祈福，表现出一定

的秩序性。玉琮中的兽面纹张着个大嘴，瞪大个眼睛，

似乎要将影响人们的事物吞没或驱赶，表现出守卫保

护情景。琮的中空内部和顶面似乎也可以收纳、供放、

展演物品，表现出一定的使用性。 

 

 
 

图 11  简化的兽面纹  
Fig.11 Simplified beast face pattern  

 

 
 

图 12  六节琮 
Fig.12 Six-piece cong 

 

 
 

图 13  素面琮          
Fig.13 Plain c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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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多种形式的玉琮 
Fig.14 Various forms of jade cong 

 
心理层设计因子分析：在良渚文化情境中，玉琮

能引发先民崇高的联想。情感上是平安吉祥和幸福的

美好寄托；价值观上只有特定的人才能用，是身份的

象征，是族群的圣器，代表着至高的权利与阶级。玉

琮的的纹饰和形制都是先民学习自然而来，表达了先

民们通过玉琮与自然和谐共处、尊重自然、与天地同

在的情怀。 

然后展开创意概念的生成与筛选，进行玉琮的现

代产品转化。在设计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按 3 个方向分

别展开头脑风暴和研讨，外形层上联想到兽面纹上部

纹饰再设计后可作为启瓶器的缺口，课题组提炼形成

了玉琮启瓶器的概念，不仅可以开酒瓶，而且能起到

很好的装饰作用；行为层上联想到玉琮都是端放在台

子上，内部可以作为收纳使用，这与笔筒的使用方式

很类似，课题组将玉琮与笔筒结合发展成了玉琮笔筒

概念；心理层上，基于玉琮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

联想到人们通过声音与大自然进行无形的交流，风车

则是农耕时代人们与自然有形沟通、和谐共存的一种

重要方式，最终课题组提炼形成了玉琮风车音乐盒概

念，以期充分表达天人共存的文化内涵。 

最后，基于提出的 3 个层次方向的概念，课题组

展开具体方案设计，探索创意概念的视觉化表达，通

过对创意概念的表达效果探讨，每个设计方向都确定

了一个方案。 

玉琮启瓶器见图 15，将兽面纹的纹饰进行简化

再设计，其头部轮廓、头发、额头、眼睛、鼻子、脸

颊、嘴巴、胡须都清晰可见，非常形象。并在保留主

体特征的基础上，镂空的额头巧妙地形成开瓶口。总

体造型简约流畅，富有现代感，符合现代人们的生活

情境，兼具审美和实用价值。 

玉琮笔筒见图 16，通过功能化的设计表达，展

现了玉琮在现代情境中的可用性，该方案为圆柱形，

形制提炼自多节琮和镯形琮。上面四节为斜置，可分

类放置办公文具，最下方的格可以放一些曲别针，夹

子、橡皮等小物品，使用时可以推开雕刻有兽面纹的

滑档，兽面纹夸张的表情体现守护内部物品的喻意。

分层收纳的方式体现了秩序性。 
 

 
 

图 15  玉琮启瓶器              
Fig.15 Jade cong bottle opener    

 

 
 

图 16  玉琮笔筒                    
Fig.16 Jade cong Pen holder       

 

玉琮音乐盒见图 17，底座采用单节琮，强调了

琮中间的圆环柱凸起部分，通过极简手法表达了琮上

的兽面纹，进一步体现了琮的特征形式。材质方面，

琮用树脂仿造天然玉石的质感，琮方角上的兽面纹饰

采用金属漆从而与风车的材质呼应，铃铛则为玻璃材

质。玉琮底座连通天地，指引音乐从圆环柱中悠然响

起，风车缓缓转动，铃铛在摇曳中碰撞出清脆的声音，

仿佛音乐与时间交融，风车与空间合为一体，传达出

了一种和谐共生的文化意境。 
 

 
 

图 17  玉琮音乐盒           
Fig.17 Jade cong music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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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大多限于考古圈，本文深

入分析了良渚文化符号的表现形式，并依据表现特点

划分为宗教图腾、礼制表征、风土人情、主题刻符 4

个类型。在双钻设计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文化传

承与创新的四钻设计模型，并作了详细阐述。运用该

模型进行了良渚文化转译为现代产品设计的实例探

索，既保留了良渚文化的内涵，又赋予了它新时代的

特征，有助于良渚文化的传承、传播和现代产品的创

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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