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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传统文化符号的隐喻特征及其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价值和意义，构建传统文化符号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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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特征进行抽象提炼。基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实现从来源到目标的映射关系，实现对文化符号意义的

传达。重点提出基于人类认知的隐喻设计方法理论框架，并运用案例分析法，进一步地论证应用方法的

可行性。结论 传统文化符号具有深远的传承价值和意义。通过现代产品中的隐喻设计，不仅可以传达

其自身隐含的价值和意义，为设计师提供创意源泉和设计思路，而且可以实现文化认同，丰富现代产品

设计的语义。这为文化产品的构思与设计提供了系统清晰的研究思路，为现代产品设计提供新的设计思

路和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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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in Product Metaphor Design 

ZHAO Yan-mei 
(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an 22300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metaphorical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and their value and sig-
nificance of the application in modern design, and construct the metaphorical mechanism and metaphor design method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The metaphorical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were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to discuss how to abstract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Based on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ings,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 from source to target was realized, and the meaning of cultural symbols was convey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etaphor design method based on human cognition was emphatically proposed, and the feasibil-
ity of the application method was further demonstrated by case analysis.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convey far-reaching 
inheritanc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Metaphorical design in modern products can not only convey its implicit value and 
meaning, provide designers with creative source and design ideas, but also achieve cultural identity and enrich the seman-
tics of modern product design. This provides a systematic and clear research idea for the conception and design of cultural 
products and a new design idea and theoretical thinking for modern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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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最初的含义是用符号、记号、图形等来表征

相应的观念，其思维本质是隐喻性的需求[1]。符号的

隐喻性特征是通过能指和所指间的关联性来建立的，

以差异性的符号形式构成不同的文化结构。中国传统

文化具有多样性，其传承模式已不再局限于视觉欣

赏。当下的中国文化传统符号，应被视为一种赋予某

种文化意义的形式元素来加以理解和应用。与文化相

关的艺术设计应当关注文化符号的造型语义，深层次

地挖掘传统文化内涵；应当运用设计思维，对传统文

化符号的形式和色彩规律加以提炼，并将其应用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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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设计之中。隐喻是人们用来创造意义的工具，隐喻

设计不仅是通过逻辑思维构建意义的认知方式，而且

可以使人们发现被忽略的事物间的相似点，即发现

“和合”之美[2]。隐喻设计研究的作用不是要引导人们

看见实在之物，而是要超越产品的实用价值，发掘富

有深意的抽象物。 

1  传统文化符号的构成及隐喻特征 

1.1  传统文化符号的构成 

传统文化符号不仅包括实物符号及造型艺术符

号，而且包括在生活、生产制作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成

果、文化观念和文化现象[3]。传统文化符号素材多取

自于自然界，在漫长的社会生产过程中，通过对各种

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构思、想象、艺术加工，形成了

图形化、实物化的文化符号体系。从设计学角度，可

以将有形的传统文化符号分为图像符号和实物符号。 
1）图像符号。图像符号以图形、图像的方式存

在，具有较强的象征意义。它包括了作为象征符号而

独立存在的图形图像；也包括了应用于陶瓷、家具、

建筑等日常品中的图形符号。图像符号的能指与所指

之间外在形式上的某种相似性，能够表现出它们的特

征与相似的内涵。利用传统纹样、民俗图形、文字、

绘画等形式，图像符号通过对事物所指对象的再现来

表达初始的意义。传统纹样可以作为现代设计造型的

一种装饰手法，通过形象化的处理方式显示民族风

格，烘托艺术效果[4]。民俗图形具有浓厚的民间艺术

特色和生活气息，通过多样的装饰性手法可绘制象征

性的图形图案，如用蝙蝠象征幸福长寿；用莲花和鲤

鱼比喻“连年有鱼”等。汉字是一种特殊的图形符号，

同时兼具叙述功能和装饰作用。中国书法古朴高雅，

笔势生动，熠熠生辉。中国少数民族的东巴文、藏文、

满文及蒙文因有着独特的表现方式和美学特征，已成

为被广泛研究和运用的传统文化符号。中国传统绘画

艺术博大精深，绘画图形元素取自传统文化生活，又

以独有的方式呈现出全新的文化符号形式。 
2）实物符号。传统实物符号以具体的实际物品

为载体，传达了传统文化中的审美、思想、信仰等文

化价值，因此，它具有自身表象及类比联想的双重意

义。传统文化实物符号包括传统建筑、家具、日用品、

装饰品、服饰、陶瓷、民间工艺品及特殊文化产品等。

这些实物符号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与民族民俗文化相

结合，形成了具有一定文化内涵和意义的承载物。传

统文化实物符号是社会文化现象的体现，充满了创造

者的智慧，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形态，其价值、动机和

行为取向在许多场合都得到充分体现。 

1.2  文化符号的隐喻特征 

1）造型方面的隐喻。传统文化实物符号是通过

形态、线条等元素，传达传统造物思想和文化理念。

元素的应用多与当时的自然、人文、社会环境相关，

通过多元化的组合方式，从而形成多样的文化成果。

通过造型元素的隐喻能建立起能指与所指的关联性，

并能借助人类的想象和联想进行传达[5]。例如，中国

传统器型中常用的方圆结合就是当时“天圆地方”理

念的体现。中国太极相互契合的图形隐喻了阴阳与万

物相生的理念，也创造了一种统一的秩序、美感。传

统文化符号造型上的隐喻特征为其在现代产品设计

中的应用创造了可能性。传统文化的形态、线条等元

素符号通过隐喻，在现代产品设计中得到了重构，这

不仅可以丰富现代产品的形式特征，提高产品文化价

值，而且可以将传统文化内涵进行创新传承。 
2）图案色彩方面的隐喻。中国传统纹样和图案

具有典型的民族性特征，被广泛应用于服饰、家具、

建筑、家居用品上。这些纹样和图案多被赋予了吉祥

的寓意，其色彩深沉内敛，体现了含蓄的内涵价值。

色彩具有情感化特征，它与图案搭配体现了一定的审

美价值。在中国古代，色彩更是与身份地位密切相关，

因此，图案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中具有极强的隐

喻性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丰富的文化

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红绿绿代表吉利；紫色、

金色象征高贵吉祥；蓝、白象征淳朴自然。这些色彩

的寓意都为现代设计提供了参考。中国传统图案图形

符号更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寓意相关。装饰图

案与色彩作为现代产品设计的重要元素，发挥着传达

产品性格特征的作用。 
3）材质方面的隐喻。中国传统造物文化源远流

长，形成的物质文明和非物质文明成果不胜枚举。其

造物选材多取自自然，如石、木、藤，以及后来从自

然中取材加工而成的陶瓷、丝绸、土布、蜡染等。这

些传统的材料以其独有的色泽、质感和纹理传达出一

种质朴的理念，体现了人们的生活态度。由此可见，

传统文化物品中的材质具有隐喻性，可以很好地传达

生活理念和价值取向。例如，“文人爱竹”即表现了材

质对一种文化理念的隐喻性传达。传统材料的应用可

以凸显民族特色，因此，材质在现代产品中的重构可

以增加产品材质的隐喻特征，丰富产品价值语义。 

2  传统文化符号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价值和意义 

符号作为一种表达和分析模式，为人们提供了一

种对事物本质的研究思路。传统文化符号有其自身的

价值功能、传承功能、象征功能、装饰功能及使用功

能，其完整地保留和再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和艺

术特色[6]。 

2.1  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 

传统文化发展在全球化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传统文化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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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和精神财富，因此，文化传承是每个民族的自觉

使命。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传承不仅包括文化遗产的

保护，也包括对其进行的创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承

载着丰富的内涵价值，在现代设计的应用中显示出强

大的生命力，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因此，将传统文

化符号应用于现代产品设计，以产品为载体，向全世

界用户传达其文化价值和内涵，可以很好地实现文化

的创新传承，弘扬民族文化。 

2.2  丰富现代设计语义 

传统文化符号所具有的象征、隐喻功能可以丰富

现代设计语义，为设计师的创意提供无限可能。不仅

传统文化中的实物符号、图形图像符号等物质文化可

以为设计师所用，而且一些非物质文化，如传统技艺、

传统造物思想和方法，也可以为现代设计带来设计灵

感和创意思路。在分析、提炼符号意义的基础上，现

代产品语义设计通过对文化符号的重构和再造，实现

了对某种意义和价值的传达。 

2.3  增加产品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 

现代产品设计的机制性特征曾一度使产品以冰

冷、生硬的形式存在，使得产品缺乏人性化特征。随

着社会发展与各种设计风格的演变，人们不再满足于

对产品基本功能的需求，而是更关注产品给人带来的

情感体验。唐纳德·A·诺曼从设计心理学角度提出的

“情感化设计”，解决了物品的可用性和美感之间的矛

盾。传统文化符号蕴含着人类智慧及其艺术文化内

涵，文化元素再设计是实现文化意义传达和审美价值

体现的有效途径。 

3  传统文化符号隐喻机制及设计方法体系

的构建 

人类的思维过程和思维表达方式中充满了隐喻[7]，

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无处不在，是人类认知事物的一

种最基本的方式。隐喻可以借助一个领域的概念去理

解另一个领域的概念，以人类的认知和思维模式为基

础，通过相似性联想，实现从源领域向目标领域的映

射，实现对隐含义的表达。同时，隐喻也是一种借此

喻彼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它通过两个事物之间的

相似性建立联系，借助人们对熟悉事物的已有经验来

领悟和认知未知事物[8]。在隐喻概念中，互动双方被

称为本体和喻体，通过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建

立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关联性互动[9]。 

3.1  隐喻的相似性模型 

隐喻的相似性包括形态、色彩等方面的物理相似
性，也包括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心理相似性。隐喻涉
及到的相似性不一定是预先存在的，也可以是设计师
人为创造的相似性。 

两个相似性事物的关系，即事物的相似性模型见

图 1。A 事物被定义为一个已经存在的实体，它具有

al、a2、a3 等属性，并且具有典型的形态；另一事物

X 具有 x1、x2、x3 等属性，却没有一个特定的形态。

当 al 等于或相似于 x1，或者 a2 等于或相似于 x2， A
事物与 X 事物可以构建起一定的相似性。相似性需

要建立在已有的经验的基础上，并且不同文化背景的

差异性是导致相似性建立能否成功的关键，因此，设

计师及用户的文化背景将对隐喻设计的建立产生决

定性的影响。隐喻相似性的构建需要天才般的洞察力

和创造力，如何选择具有相似性的参考事物和构建联

系是隐喻设计的关键。 
 

 
 

图 1  事物的相似性模型 
Fig.1  Similarity model of things 

 
3.2  基于人类认知的隐喻机制 

隐喻的本质是从源领域向目标领域的特征映射，

通过已知事物来认识和了解未知事物。隐喻机制是以

人类认知模式为基础，把一个领域的概念投射到另一

个领域的认知方式[10]。认知模式是人类通过对客观事

物的观察、理解、组织信息来形成认知经验的一种特

殊方式。认知模式建立在人的身体经验、知识结构、

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基础之上。以人的认知机制为基

础的隐喻模式，通过源领域和目标领域的互动，可以

实现源领域目标隐含意义向目标领域的转换。准确的

隐喻设计，其来源与目标的表征差异越大，表现力越

丰富。作为一种“求同寻异”的思维过程，隐喻设计的

核心是寻找原本隐而不显的、比来源和目标更具启发

性的表达，引导人们去感悟表象之下的本质意义[1,11]。 
对设计师来说，利用隐喻的方法来进行设计就是

要准确地找到意象源，并通过设计手段和方法将其运

用到产品设计中，来实现意义的转达。设计师首先在

确定被设计对象之后，了解需要表达的概念，并根据

这些概念特征，通过想象和联想，寻找与其具有相似

性的意象源。基于认知的隐喻机制见图 2。值得提出

的是，这一过程必须建立在人类共同认知的基础上，

设计师必须充分考虑人们对产品的认知习惯和认知

方式，并了解特定人群的认知知识，即用户知识。对

用户来说，首先接触到的是产品，产品作为信息的载

体，对人的认知系统产生刺激，使人对产品产生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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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知，再通过想象和联想寻找与其具有相似特征的

意象源，进而理解设计师想要表达的内涵、意义。 
 

 
 

图 2  基于认知的隐喻机制 
Fig.2  Metaphorical mechanism based on cognition 

 

3.3  传统文化符号隐喻设计方法的构建 

基于对隐喻设计机制的研究，提出传统文化符号

隐喻设计方法的基本构思。 
1）确定被设计对象，并分析被设计对象的功能

属性。首先，确定被设计对象，从物质功能和精神功

能两方面进行分析。物质功能决定产品的基本造型和

结构特征；精神功能决定产品要传达的价值信息。通

过分析，确定被设计对象的基本属性 x1、x2、x3 等，

分析被设计对象的功能属性可以为意象符号的选取

提供方向。 
2）文化符号的选择，即意象源目标的选择。意

象源的选择以构建相似性为目标，因此可以根据目标

设计对象的基本属性特征寻找相似性特征 al、a2、a3
等，并结合目标用户的知识经验和民族文化背景，从

传统文化元素中寻找符合意象特征的意象源。意象源

的选取在符合相似性特征的基础上，必须满足其为人

们所熟知的典型特征，才能够通过适当的想象和联想

建立起互动，实现感性和理性的认知，从而达到隐喻

的目的。由于意象源的选择不唯一，所以要选择最能

够表达核心寓意、特征的意象元素，并且这些元素需

要符合目标产品的特征和设计要求。 
3）对传统文化符号的内涵和特征进行分析和提

炼。针对传统文化符号中最具代表性和表现力的特

征，主要从形态、线条、材质、色彩、纹样等方面进

行提炼，但是要注意“达意”重于“绘形”，避免直接应

用过于具象的符号。元素符号在抽象提炼的过程中，

要结合产品的基本形态结构和功能要求，通过变形、

延伸等方式提高两者的适应性，从而使抽象提炼出的

设计元素在产品设计中完成重构。 
4）传统文化元素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在现代

产品设计中，运用现代设计手法，将从传统文化符号

中抽象提炼的形态、线条、材质、色彩等元素，结合

产品的功能、结构特点，进行重构。在重构过程中，

不能损害元素符号原有的神态，以保证通过隐喻实现

其内涵、意义的传达，最终完成产品设计方案的隐喻

设计。 

4  传统文化符号在现代产品隐喻设计中的

应用实例 

基于上述设计方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符

号，设计了一款具有中国意韵的文化手表，实现了符

号隐喻特征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 
首先，针对设计对象——手表进行属性分析，构

建手表与意向源的相似性特征。手表不仅需要具备准

确计时的功能特点，而且应通过隐喻体现出时间流逝

的深层情感特征。根据手表的功能属性特征及情感属

性特征，分析与之具有相似属性特征的意向源，选择

中国古代用于精确计算与计数的传统工具“珠算”作

为意向源之一。其上珠代表数字“5”，下珠代表数字

“1”。时间流逝让人联想到“光阴似箭”，并从“箭”的

物化形态联想至中国古代传统的“弓”，因此，选择中

国古代的“弓”为第二意向源目标。意向源的选择必须

与产品的形态特征及功能结构特点相契合，才能保证

抽象提炼的形态元素符号被恰当地应用到产品形态

的创造中。 
然后，基于被设计对象和意向源相似性的构建，

对“珠算”和“弓”的内涵和特征进行分析和提炼。在形

态画像的基础上，对形、色、质等元素进行简化、提

炼和再设计，要求保留和体现珠算的计算模式、形态

特征，弓的造型元素提炼要充分体现弓的张力，并使

之与手表的功能构件形态契合。最后，实现传统文化

元素在产品设计中的重构，完成设计方案。将抽象提

炼的“珠”的形态及构造模式应用于表盘计数器的设

计中，表示时间的时和分，文化手表设计见图 3，图

中手表所示时间为 18：47。采用减法原则将“珠”做成

内凹的负形，内置小灯可以随着二十四小时呈现出不

同的色彩变化，可以通过设置手表，使其在整点呈现

光点流动的视觉效果，增加产品的交互性和趣味性，

并完美诠释和隐喻时光流逝的概念，增加情感体验。

同时，将珠算的形、色、质进行提炼和再设计，呈现

手表的传统文化特色。弓的形态元素体现一种张力，

将抽象提炼的形态元素符号应用于表带的设计，不仅

与表盘形成形态融合关系，而且和产品功能结构形成

功能契合。 
通过分析传统文化符号在现代产品隐喻设计实

例中的应用，可以进一步验证隐喻模型和设计方法的

可行性。该款文化手表以新颖的形式传达了产品古朴

自然的文化特质，增加了产品的文化内涵和更深层次

的情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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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文化手表设计 
Fig.3  Design of cultural watch 

 

5  结语 

基于人类认知特征的隐喻机制可以通过映射实

现源领域向目标领域的特征移植。通过隐喻设计，源

领域的意象源所蕴含的特征及内涵得以体现。这不仅

可以丰富现代产品的语义，而且可以提高产品的文化

价值和内涵。将该方法应用于传统文化符号的再设计

中，无疑可以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一定的研究思

路，也可以为文化产品的开发与设计指明方向。由于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特定事物的认知存在差异性，所

以设计师和用户文化背景不同是否会对隐喻设计的

方案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将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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