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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继承和发扬商代青铜酒器的典型特征，塑造出具有延续性、独特性、差异化的产品形态，

满足现代消费者对酒器产品的个性化需求。方法 引入形状文法的基本理论和推演机制，通过对商代和

现代酒器形态特征的调研，总结并提取商代酒器的典型形态特征及符合现代消费审美需求的形态要素。

在形态推演过程中结合审美意向、尺寸等主客观约束条件，以现代酒器中的瓶、壶、杯和温酒器为例展

开形态设计推演。结论 构建了酒器形态融合推演设计模型，通过实践案例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

性。降低了形态创意设计过程中的不确定型和模糊性，同时将商代青铜酒器特征元素融合现代酒器特征

及审美趣味进行传承与创新，既丰富了现代酒器设计的文化内涵，又为同类产品设计研究提供了方法支

撑和过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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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 Deduction and Design Application of Bronze Wine  
Utensils Based on Shape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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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ijing University, Xi'an 710123, China; 2.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Order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ang Dynasty bronze wine vessel, it 
has created a continuous, unique and differentiated product form to meet the individualized needs of modern consumers 
for wine products. The basic theory and deduction mechanism of shape grammar are introduced.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hang Dynasty and modern liquor, the typical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hang Dynasty wine ware and the morphological elements that meet the aesthetic needs of modern consumption are 
summarized and extracted. In the process of morphological deduction, combined with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
straints such as aesthetic intention and size, the bottle, pot, cup and warm wine in the modern wineware are taken as ex-
amples to develop the shape design. The design model of wine vesselsl fusion was constructed. The validity and feasibil-
ity of the method were verified by practical examples. Reduce the uncertainty and ambiguity in the process of morpho-
logical creative design,At the same tim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ronze wine vessels in Shang Dynasty were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wine vessels and aesthetic taste for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which not only enriche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modern wine vessel design, but also provided method support and process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oduct design research. 
KEY WORDS: product design; bronze ware; shape grammar; wine vessel; form d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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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具有浓厚的酒文化，酒器是酒文化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和符号载体。酒的酿造始于殷，殷商时期的

青铜酒器盛行，品类繁多、形制丰富独特，这得益于

当时的酿酒业和青铜器技艺的发展[1-2]。随着时代的

变迁，酒器的形制受生活方式、审美趣味、材料及工

艺的进步等多维因素影响，现代酒器形制已发生了重

大变化。曾经优秀的中国酒器符号没有得到很好地传

承，呈现出明显的分段，其中原因有：（1）商代酒器

的 复 杂 性 与 现 代 酒 器 追 求 的 简 约 型 直 接 的 矛 盾 ；  
（2）没有较为科学的方法辅助设计师完成商代酒器

特征的演变；（3）不同时期人们对酒器的功能需求、

产品情感交互体验和审美不同。上述三点是文章重点

研究及要解决的问题。经文献资料查阅发现，目前对

商代青铜酒器及商代青铜酒器融合现代需求的设计

研究很少，多以研究器型纹案装饰、造型特点、文化

内涵为主[3]，因此将商代青铜酒器的形制特征结合现

代多维需求的约束，运用形状文法的逻辑规则方法，

推演出具有延续性、创新性的酒器设计，满足市场多

样性的需求，适应激烈的同质化产品竞争。同时对弘

扬、传承、激活我国青铜酒器文化具有促进作用。 

1  形状文法 

1.1  形状文法理论 

形状文法由乔治·史汀尼于 1972 年提出的[4]。它

是将语言学中字、词、句的演绎逻辑方法运用到图案

设计推演中，使新生成图案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差异

性，避免设计人员主观意识的模糊推断[5]。 
形状文法的演绎过程通过对初始形态要素的提

炼、权重赋予、空间约束后，应用形状文法的演绎规

则生成具有传承性的新形态[6]，并以此作为形态创新

依据展开设计。根据乔治·史汀尼对形状文法的定义，

可以用 SG=(S,L,R,I)进行描述。SG 为 S 通过规则（如

镜像、旋转、置换、微调等）推演出来的形状集，其

中，S 表示形状的有限集合；L 表示标记的有限集合；

R 表示推演的规则集；I 表示初始形状。 
形状文法 初在建筑设计中得到应用，后拓展到

产品设计、服饰、装饰图案领域[7-9]。张欣魏对形状

文法进行了改进，有助于满足系列化复杂图案设计的

推演[10]；李阳等将形状文法逻辑规则分成处理逻辑、

修正逻辑和重构逻辑用于产品造型创新设计中[11]；王

伟伟等提出一种结合流行趋势符号的形态推演模型[12]；

Dhuha A. Al-kazzaz 使用形状文法中的规则对建筑设

计进来的方案推演[13]。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形状文

法对于图案、形态方案的演变与传承具有科学的指导

意义，目前有关形状文法应用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

三个方面的探索：一是初始形状的推演与延续，二是

形状文法与风格意向、多维约束下的设计推演，三是

流行元素结合初始形状的文法逻辑推演。对于中国传

统文化符号结合现代审美趣味的二次创新推演研究

较少，因此从传统形制符号入手结合现代审美需求，

运用形状文法机制推演出具有延续性、传承性的现代

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1.2  形状文法推演规则 

常用的形状文法的推演规则有增减 P1、置换 P2、

缩放 P3、复制 P4、镜像 P5、旋转 P6、微调 P7、错

切 P8。初始形状 I 可通过多个规则 L 的进行形状逻

辑推演。  
增减，是对形状或集合中的某一特征元素进行增

加或减少引入的某一特征集 S1。逻辑规则可以描述

为：增 T1S=S⊕S1，如 S={○，◇，☆}，S1={○，△}，

则 T1S={○，◇，☆，△}；减 T2S=SӨS1，如，S={○，

◇，☆，□，△}，S1={○，◇，□}，则 T2S={☆，

△}；置换，是对形状或集合中的某一特征元素替换

成引入的某一特征 S1。逻辑规则可以描述为：S={○，

◇，☆}，S1={○，◇，□}，则 T3S={○，△，□}；

缩放，是对形状中的单元素或多元素进行放大缩小变

化，缩放规则分为等比、不等比；复制，是对形状或

集合中的某一特征元素进行复制，位移；镜像，是对

形状或集合中的某一特征元素延着某一设定轴进行

翻转操作；旋转，是对形状或集合中的某一特征元素

延着某一参考点进行角度偏移；微调，是对形状或集

合中的某一特征元素进行细微调整，错切，是使形状

继承原特征的同时产生扭变[14]。 
在实际形状推演过程中，形状受多维因素的制约

或影响，如尺寸约束、功能架构、结构要求、人机环

境、心里感知、美学法则等。推演规则在应用时可以

重复或多规则作用于形状元素[15]。 

2  青铜酒器形态推演模型构建与特征分析 

2.1  形态推演模型构建 

青铜酒器形态推演模型由收集与认知，建立特征

与约束集，文法逻辑推演和酒器设计四个模块构成，

酒器形状推演模型见图 1。 
收集与认知模块。主要对商代青铜酒器和现代酒

器进行资料收集、分类；对现代酒器审美特征、材质、

功能、容量等多维因素进行分析。 
建立特征与约束集模块。以前期调研为依据，由

三名设计师和三名普通消费者对商代和现代典型酒

器特征进行筛选，为了保证筛选不受其他因素的干

扰，参与筛选的所有酒器图片进行灰度和去字标处

理。对选出的酒器进行特征提取建立商代酒器特征集

和现代目标产品特征集。约束集的建立包含主观约束

（如审美意向）和客观约束（如尺寸、材料）。 
文法推演模块。设计师根据文法规则和主客观约

束推演出方案集并做初步筛选与微调。 
酒器设计模块。设计师对方案集进行筛选、形状

设计应用、方案评价及优化，方案冻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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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酒器形状推演模型 
Fig.1  Shape deduction model of wine Apparatus 

 
表 1  商代酒器典型器型分类及特征提取 

Tab.1  classification and feature extraction of typical wine Utensils in Shang Dynasty 

名

称 
饮酒器 煮酒器 贮酒器 盛酒器 

        

商

代

酒

器 爵觚 角 觚 顶流 方腹斝 圆腹斝 盉 圆腹尊 方腹尊 瓿 圆腹壶 方腹壶 方腹卣 圆腹卣 罍 觥 

特

征

提

取    
    

编

号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2.2  商代青铜酒器形态特征 

商代青铜酒器种类多样，器型独特，主要有爵、

角、觚、斝、尊、壶、卣、觥、罍、瓿、盉等二十余

种[16]；按用途可分为饮酒器（爵、角、觚）、煮酒器

（斝、盉）、贮酒器（尊、瓿）和盛酒器（壶、卣、

罍、觥）。饮酒器中爵与角的器型相似，角是从爵中

演变而来，无爵柱，三足、流尾[17]。觚的器型独特古

朴，口宽腰细；煮酒器中以斝为代表，器型由三足，

一鋬，两柱构成，开口呈圆形。盉用以温酒或调和酒

水的浓淡，器型多为圆口，腹大，流长、有鋬，三足

或四足；贮酒器中尊的体型较大，口大超过肩径，腹

部向外凸起形态或圆或方，圈足位于器型三分之一以

下呈八字形，是商代早中期常见的形制。瓿腹部较大，

与尊相比横向宽，纵向低开，口与圈足口径相对一致；

盛酒器中壶与卣器型相似，多为圆形部分呈方形和直

筒形，颈微收，腹部饱满圆润，卣圈足略大于壶，带

提梁。罍的器型有圆形和方形(商代晚期)特征为口小，

肩广，深腹，圈足，有盖，两侧有提环。觥的器型多

为兽形，呈圆形或方形器身，圈足或四足，带盖。觥

的流部为兽形的颈部，可用作倾酒[18]。在形状特征提

取和文法推演过程中，器型形状可根据相似性进行形

状分类，相似器型天然有一种延续性特征。商代酒器

典型器型分类及特征提取见表 1。 

2.3  现代酒器形态特征 

工业化时代高速发展，标准化的酿酒工艺和酒的

贮盛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过去的贮酒器和盛酒器逐

步淡化，由批量化的容器包装所替代（如酒瓶）。现

代酒器形式相对简单，同一器物会兼备多种用途，如

酒瓶既是贮酒器又是盛酒器。不同酒类所选用的酒器

种类不同，本次研究针对白酒品类的酒器展开。酒器

调研由三名专业设计师和三名普通消费者通过互联

网共同完成资料收集，共收集到三百三十七张白酒酒

器图片，根据功能和器型风格进行分类。为了保证分

类和筛选器型特征时不受色彩、品牌等其他因素干

扰，在实验开始前对资料做去标、白底、灰度和统一

视角的处理。实验分类可以划分为饮酒器（杯、盅）、

温酒器（加热台、温酒钵）、盛酒器（壶、分酒器）

和贮酒器（瓶）四类，现代酒器典型器型分类及特征

提取见表 2。饮酒器（实验标记为 C）常见的有杯、

盅两种，材质多为陶瓷和玻璃，器型现代简洁，部分

仿古形态。温酒器（实验标记为 D）分加热台和温酒

钵两部分组成，其中温酒钵的形态特征多以加热台相

似，器型多为倒八字、正八字、直臂为主。盛酒器（实

验标记为 H）有壶和分酒器，现代使用场景中充当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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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现代酒器典型器型分类及特征提取 
Tab.2  Classification and feature extraction of typical types of modern wine vessels 

名

称 
器型样本 器型特征提取 

    
   

饮

酒

器 

C1 C2 C3 C4 C5 C6 C1 C2 C3 C4 C5 C6 

    
  

温

酒

器 
D1 D2 D3 D4 D5 D6 D1 D2 D3 D4 D5 D6 

     
   

盛

酒

器 

H1 H2 H3 H4 H5 H6 H1 H2 H3 H4 H5 H6 

      

  

贮

酒

器 

E1 E2 E3 E4 E5 E6 E7 E1 E2 E3 E4 E5 E6 E7 

 
表 3  酒器推演主客观约束条件 

Tab.3 The wine vessel deduce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straints 

名称 饮酒器（杯） 温酒器（加热台、温酒钵） 贮酒器（瓶） 盛酒器（壶）

材质 陶瓷 陶瓷 陶瓷 陶瓷 
规格 mm（长*宽*高） 45*45*50 110*100*65 温酒钵依据加热台规格演变 95*95*200 65*65*140 

风格意向 简约、朴拙、现代、中庸（根据调研器型喜好度评价） 
融合器型建议 爵、角、觚、斝 斝、盉、罍、尊、卣 觚、壶、盉、卣 觥、盉、瓿、卣

 
暂贮酒和分酒的功能。器型风格传统，材质以陶瓷玻

璃居多。贮酒器瓶（实验标记为 E），用于储存、流

通、宣传等功能的容器，酒瓶的设计多受地域文化和

品牌形象的影响 [19]。经过调研可以将其分成三种风

格，一是传统型，器型特征古朴（如 E1、E2、E3）；

二是现代型，器型简洁硬朗（如 E5、E6、E7）；三是

中间型，介于传统和现代型之间，器型优雅（如 E3、

E4），是实验中满意度投票 多的一种。 

3  形态推演 

3.1  酒器的多维约束 

酒器形状推演是将商代典型的酒器形态特征与

现代优秀的酒器形态特征相互融合的设计过程，因此

新的器型应适应于现代人的使用场景。设计约束根据

人的使用方式和习惯进行定义。依据前期调研制定出

本次设计的主客观约束，酒器推演主客观约束条件见

表 3，其中规格在限定范围内可以根据器型需要微调。

融合器型建议可以根据器型特征和功能进行文法推

演。形态设计是主客观条件相互约束、选择、妥协的

结果，但不是唯一的，这正是设计的魅力所在。形态

推演过程中规则的选择不是唯一的，推演规则的相互

组合会生成大量的方案，在这些可能性中不是所有方

案都符合实际需求，需要设计师和决策者在满足产品

客观约束条件下，根据经验作出主观判断，这样既可

以高效地规避大量不合理方案和繁重的筛选过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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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可以保证推演方案设计的快速应用性和多样性。

本次实践的推演过程只是众多设计可能中的一种，只

具有代表性，不具有唯一性。 

3.2  推演过程 

饮酒器（杯）文法推演，选择商代饮酒器（表 1）

中的 A1 和现代饮酒器（表 2）中的同族产品 C4 作为

推演的初始形态，饮酒器（杯）形状文法推演示意见

图 2。对 A1、C4 施加规则 P3+P5（缩放+镜像）得到

形状 F1，对 F1 施加规则 P1+P2（增减+置换）得到形

状 F2， 后对 F2 施加规则 P7（微调）得到形状 F3。

规格约束控制为 45*45*50 mm。截面参照 A1 进行设

计优化。 
温酒器（加热台）形态推演选择商代煮酒器（表

1）中的 A5 和现代温酒器（表 2）中的同族产品 D6

作为推演的初始形态，温酒器（加热台）形状文法推

演示意见图 3。对 A5、D6 施加规则 P3（缩放）得到

形状 J1，对 J1 施加规则 P1+P2（增减+置换）得到形

状 J2， 后对 J2 施加规则 P3+P7（缩放+微调）得到

形状 J3。规格约束控制为 110*100*65 mm。截面参照

A5 进行设计优化。 
盛酒器（壶）形态推演选择商代盛酒器（表 1）

中的 A16 和现代盛酒器（表 2）中的同族产品 H6 作为

推演的初始形态，盛酒器（壶）形状文法推演示意见

图 4。对 A16、H6 施加规则 P5+P6（镜像+旋转）得到

形状 L1，对 L1 施加规则 P1+P2（增减+置换）得到形

状 L2， 后对 L2 施加规则 P3+P7（缩放+微调）得到

形状 L3。规格约束控制为 75*75*125 mm。截面参照

H6 进行设计优化。 
贮酒器（瓶）形态推演选择商代饮酒器（表 1）

中的 A4 和现代贮酒器（表 2）中的同族产品 E5 作为

推演的初始形态，贮酒器（瓶）形状文法推演示意见

图 5。对 A4、E6 施加规则 P1+P3（增减+缩放）得到

形状 K1，对 K1 施加规则 P3+P4（缩放+复制）得到形

状 K2， 后对 K2 施加规则 P5+P7（镜像+微调）得到

形状 K3。规格约束控制为 65*65*140 mm。截面参照

E5 进行设计优化。 

3.3  方案设计 

设 计 师 根 据 形 状 文 法 推 演 出 来 的 特 征 形 状 集

SG={F3，J3，L3，K3}展开酒器器型设计。色彩选用

灰黑色，营造出古朴、天然的质感，形态在贴近推演

形状的同时进行型面特征的优化，增加型面的饱满度

设计效果，酒器方案设计效果见图 6。上述所推演的

器型只是诸多可能中的一种形式，在实际设计应用过

程 中 可 以 借 助 计 算 机 二 次 开 发 的 方 式 推 演 形 状 集

SG，也可根据设计师的行业经验结合设计约束输入

自行推演。 
 

 
 

图 2  饮酒器（杯）形状文法推演示意 
Fig.2  A grammatical deduction of the shape of drinking Apparatus (Cup) 

 

 
 

图 3  温酒器（加热台）形状文法推演示意 
Fig.3  Illustration of shape grammar deduction of Warm wine Apparatus (heating table) 

 

 
 

图 4  盛酒器（壶）形状文法推演示意 
Fig.4  Illustration of shape grammar of wine container (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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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贮酒器（瓶）形状文法推演示意 
Fig.5  grammatical deduction of the shape of wine storage (Bottle) 

 

 
 

图 6  酒器方案设计效果 
Fig.6  Effect diagram of wine device design 

 

4  结语 

以商代青铜酒器作为器型设计的符号本源，结合

当代酒器器型呈现出的新风格、新元素等特征，应用

形状文法的推演机制，在主客观约束的条件下科学的

推演出具有延续性、创新性的酒器器型设计。设计结

果表明推演模型有助于快速融合两种符号特征，并能

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达到设计要求，对符号提取及传承

演变具有较强的实际应用价值。下一步将对不同时期

的酒器器型特征作符号提取，分析器型演变中的变化

规则，将其与文法推演机制相结合，使推演方法更符

合器型的进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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