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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突破文创产品概念设计前端的“黑箱”思维定势，提出一种以感性叙事为导向的文创产

品概念设计方法。方法 首先，对叙事文化与叙事意象进行分析，构建叙事要素发散树；其次，运用前

向式感性工学、因子分析等方法，建立叙事要素关联性评判指标；最后，采用模糊评价法优选叙事要素，

为文创产品设计提供有效的知识辅助。结果 以苗族银器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为例，验证了本设计方法的

可行性。结论 该方法实现将文创产品设计的“黑箱”转为“白箱”思考模式，实现设计知识的共享，

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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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opose a conceptual design method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kansei 
narrative, so as to break through the “black box” thinking patter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conceptual design of culture and 
creative product. Firstly, the narrative culture and narrative image were analyzed and the divergent tree of narrative ele-
ments was constructed. Secondly, the forward-type kansei engineering, factor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were used to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correlation of narrative elements. Finally, fuzzy synthetic evaluation method was 
adopted to optimize narrative elements to provide effective knowledge assistance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Taking the design of Miao nationality silver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verified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design method. This method will change the thinking mod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from 
“black box” to “white box”, and realize the sharing and reference of design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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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了产品品质，提升了消费者对文创产品的品

质需求，进而促使设计师对文创产品设计进行深思：

即如何基于文化进行创意发想，如何设计诠释文化意

涵或叙述故事内涵的产品[1]。目前，有关文创产品的

设计方法，如叙事设计、情境故事法、语义分析、隐

喻设计等已广泛用于文创产品设计，为设计前端的不

确定性提供了指导策略[2-4]。但上述方法主要表现为

设计师以黑箱运作模式对文化内涵及创意概念进行

推导，该模式固然能够产出优秀的产品，但往往是以

设计师自身出发表征产品意涵，却少考虑到用户感性

认知的角度，导致产品设计所表征的内涵与用户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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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背离。为此，杨静[5]提出集 QFD 和 TRIZ 于一体的

文化旅游纪念品创新设计模型。刘玲玲[6]、金颖磊[7]

等以产品语义学为落脚点，运用可拓创新设计方法对

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知识进行分析及表征，打破了传统

设计直觉、灵感生成过程的黑箱模式，但该方法的深

度有待进一步加强。长町三生[8]提出感性工学，将用

户感知因素纳入设计思考。许占民[9]利用感性工学技

术构建了花意文化设计因子空间，并通过 AHP 法建

立花意文化产品设计因子提取模型，为花意文化的进

一步发展提供了方法指导。然而，感性工学技术多数

情况是用于解决产品同质化问题，增强产品对用户的

吸引力，且感性工学与文化内涵传承的关联度较为薄

弱，有待加强。鉴于此，本研究将叙事设计引入到感

性工学技术中，提出一种以感性叙事为导向的文创产

品概念设计方法，旨在以系统、科学的方法指导设计

者对文化创意产品概念进行构想。 

1  感性叙事 

叙事，即叙述故事，隐含了人的认知逻辑、情感

意象等信息[10]。20 世纪末，叙事从文学范畴发展到

设计领域。设计领域的叙事指设计作品除了满足功能

需求以外，还需要具备表达意涵的能力。叙事设计从

本质上讲，是将构成产品概念的各个叙事要素，运用

叙述逻辑重新整合，从而产生作品的一种设计方法[11]。

与叙事设计相关的概念有产品语义、情境系统及隐喻

设计等，这彰显出叙事设计日趋成熟，并成为新兴的

设计理论和方法。然而，叙事设计的发展仍遭遇瓶颈，

主要因为运用该方法的设计多由单一设计师统筹，所

以设计作品时有含糊、不合的叙事表征，从而导致消

费者难以获取正确的认知和解读。 
为打破现有瓶颈，本研究提出一种以感性叙事为

导向的文创产品概念设计方法。感性叙事是一种以设

计师为导向的文创产品开发技术，一种通过分析产品

与文化之间的契合关系，从而辅助设计者以高效的方

式明确叙事要素的技术。感性是主观的，设计师的感

性直觉亦是如此，只有通过多位设计者、消费者共同

协作，才能充分挖掘出具有文化特色的叙事要素，才

能以产品为载体将特色文化元素输出。文创产品的设

计活动始于表意传念，终于感受理解。通过对文化的

深入挖掘与开发，使用户在消费产品时获得文化感

知，通过文化元素引导消费者在体验中建立文化感知

空间[1]。因此，文化元素的合理运用关系到产品呈现

的“事”能否引发消费者自身的情感共鸣，从而实现

消费者与产品深层次的精神交流。 

2  文创产品叙事概念优选方法 

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其他产品设计均存在差异性，

其主要体现在设计着重点的不同。其他产品设计着重 

 
 

图 1  文创产品叙事概念优选方法 
Fig.1  Optimization method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narrative concept 
 

 
 

图 2  产品叙事要素集的树形结构 
Fig.2  Tree structure of product narrative elements set 

 
产品的实用性与认知理性，而文创产品设计着重于文

化性与认知感性。与其他产品关注于造型与功能的设

计不同的是，文创产品更加强调文化创意内容。而与

之相对的，文创产品的价值，也是由文化创意内容所

附加的价值与产品载体的价值共同决定。只有文化意

涵与产品载体间具有契合关系，才能彰显出文创产品

的最大价值[12]。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以产品为对象，以文化为焦

点，将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到产品中。在文创产品的

设计过程中，将文化元素融入产品的途径可概括为两

种：先确定产品载体（如胸针、折扇、书签等），再

寻找与该产品载体相契合的文化元素；先指定文化元

素，再寻找与该文化元素相契合的产品载体。本研究

以第一种文创产品设计途径为例，提出一种文创产品

概念优选方法，见图 1。 

2.1  叙事要素分析 

叙事要素是指产品造型中具有很强识别性的、能

够引起用户感性认知的视觉符号，但叙事要素不止是

显性视觉符号的呈现，更是故事性与主题性的展现，

引导用户理解设计语言。叙事要素的确定，有助于设

计者从整体把握设计基调，提升产品的文化认同感与

可识别性。本研究从叙事文化与叙事意象出发，将设

计者的设计思考过程作系统的外显呈现，将原属感性

发源的创意黑箱模式以理性系统形式表征。 
以某一文创产品为实例，产品叙事要素可概括为

一个集合 P ，以发散树的形式表达为  ( , )c kP Tree P P 。

其中， cP 表示叙事文化集, 1,2, ,c n  ;   kP 表示叙事意

象集, 1, 2, ,k n  。通常，叙事文化为特定地域的文

化特色，叙事意象为该地域特色产品所呈现的感性

意象，以形容词表达。产品叙事要素集的树形结构见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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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立关联性评判指标 

由上述对感性叙事理论的分析可知，文化感知渠

道的构建，关键在于寻找到产品与文化要素的契合

点。因此，需要建立产品与叙事要素间的关联性评判

指标，为挖掘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叙事要素提供依

据。该指标的建立主要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设计策略规划。由设计小组分析与设计

项目相关的产品载体、文化背景及市场需求，并以发

散树形式整理与表达。 
第二步，推论感性评判因素。引入前向式感性工

学，以定性推论的方式逐一推论出设计策略相应的感

性评价因素。此推论过程是以“为了达到……，必须

要考虑的设计要点是……”的方式开始，通过对约束

子问题的求解得到清晰且适合该文创设计的感性评

判因素。 
第三步，确定关联性评判因素与因素权重。以上

述感性评判指标为实验样本建立语义差分量表，采用

因子分析法从感性评判因素中萃取出关联性评判因

素集与因素权重系数集，获得关联性评判指标。 

2.3  优选文创产品叙事要素 

2.3.1  优选叙事意象要素 

为有效减少设计决策过程中主观思维的影响，优

选出与产品具有契合关系的叙事要素。这里引入模糊

综合评价，以上述关联性评判指标作为优选叙事文化

要素的选择依据。首先，定义感性评语集 V，V=(很
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非常不重要)，采用语

义差分法对感性评语予以赋值，即 V=(5,4,3,2,1)；然

后，设关联性评判因素集为 U，采用专家评估法对各

个关联性评判因素作评价，得到关联性评判因素 U1, 
U2,…, Un 的第 n 级指标在感性评语集 V 上的隶属矩阵

R1, R2,…, Rn；接下来，设因素权重系数集为 W，对 W
进行模糊线性变换，得到模糊向量 B，  B W R    

1 2( , , , )nb b b ；在综合评价模型建立后，计算叙事文

化要素的综合得分。设第 i 项叙事文化要素的模糊综

合评价集为 Bi，Vj 为 Bi(b1, b2,…, bi)各评价值对应的

感性评价值，G 为综合评分，则
( )i j

j

B V
G

V


 


。最

后，根据各叙事文化要素 G1, G2,…, Gn 的综合评分，

选出与目标产品具有契合性的叙事文化要素。 

2.3.2  优选叙事意象要素 

首先，由设计小组提供叙事意象集，用户从中挑

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叙事意象词；然后，以筛选的叙事

意象词建立语义差分量表，进行意象认知实验。被试

者按其经验对形容词进行两两比较，给予的分值越高

表示两个形容词间的相似度越高；接下来，整理意象

认知实验数据，统计意象均值后列出 n n （n 为形容

词个数）的相似性矩阵；最后，将相似性矩阵输入 

 
 

图 3  苗族银器设计概念集 
Fig.3  Miao nationality silver design concept set 

 
SPSS 统计软件，以 K-means 聚类法分析数据，得到

优选的叙事意象词。 

3  文创产品概念设计案例 

本研究提出感性叙事为导向的文创产品概念设

计方法，下面以“苗族银器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为课

题案例，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 

3.1  苗族叙事要素分析 

针对苗族银器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以苗族文化特

色为叙事文化要素，苗族文化感知意象为叙事意象要

素，尽可能多地搜集体现苗族区域特色和深厚文化内

涵的文化要素与意象要素，构建苗族文化的叙事发散

树，见图 3。 

3.2  苗族银器的评判指标构建 

招募课题组成员共十名，其中研究生七名，本科

生三名，均具有一定苗族文创产品设计经验，另邀请

九名工业设计老师及六名研究生组成专家组，二十名

从业人员组成市场组。苗族银器的评判指标构建流程

如下。 
1）推论感性评判因素。课题组从产品的造型目

标、文化背景和市场需求三个维度出发，以“为达到

苗族银器设计策略的要求，必须要考虑的设计要点是

什么”为题开始进一步推论。然后继续推论“为达到

造型目标，必须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推论得出需

要考虑的因素有“器物形态”、“器物纹饰”、“器物材

质”和“器物细节”，再分别针对各个考虑因素进行

下一步推论，进而得到具体的评判指标。同理，针对

文化背景和市场需求进行逐一推论，以发散树形式表

达，直到得出相应的评判指标，见图 4。 
2）确定苗族银器的评判因素与因素权重。运用

语义差分法，设计附有上述十三项评判指标的“苗族

银器设计评价指标重要度”问卷，专家组和市场组作

为受测对象，发放问卷 35 份，收回有效问卷三十五

份。用 SPSS 对问卷结果进 KM 和 Bartletts 检验，得

到 KMO=0.621(>0.60)，Chi-Square=201.517，df=78，

sig=0(<0.01)，说明十三个指标的相关矩阵间存在公

因子，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萃取法提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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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苗族银器设计的感性评判指标推论 
Fig.4  Inference of kansei evaluation index of  

Miao nationality silver ware design 
 

 
 

图 5  13 项评判指标的碎石图 
Fig.5  Gravel map of 13 evaluation indexes 

 
表 1  十三项评判因素的因子分析 

Tab.1  Factor analysis of 13 evaluation factors 

萃取公 
因子 

评价因子 
因子 
载荷 

方差 
百分比 

累积方差

贡献率/%

有苗族特色的形态 0.896 造型 
适宜性 有苗族特色的纹饰 0.702 

14.406 58.362

应用地域特色材质 0.780 设计 
表达性 合理应用传统技艺 0.838 

12.523 70.885

传承苗族文化精髓 0.749 
苗族地域文化特色 0.644 
蕴含苗族故事传说 0.722 

文化 
显著性 

具有一定象征寓意 0.706 

20.791 43.956

产品具有创新性 0.802 
造型具有吸引力 0.824 

产品具有市场前景 0.601 
产品具有卖点 0.688 

市场 
需求性 

目标人群明确 0.820 

23.166 23.166

因子，输出碎石图，见图 5，并以最大方差正交旋转

法旋转成分矩阵，十三项评判因素的因子分析见表 1。 
由图 5 可知，在第四个成分转折点后代表成分的

折线渐渐趋于平缓，且前四个成分折点的初始特征值

都大于 1，因此可以萃取出四个公因子。 
由表 1 可知，设计表达性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70.885%，说明因子的解释能力较好，信息损失量小

于 30%，符合实验要求。其中，第一个公因子 Y1 主

要与苗族特色的形态与纹饰有关，因此将其定义为造

型适宜性因素；第二个公因子 Y2 主要与应用传统技

艺与地域材质有关，因此将其定义为设计表达性因

素；第三个公因子 Y3 主要与传承苗族文化精髓、表

达苗族地域文化特色、表达苗族故事传说、具有一定

的象征寓意有关，因此将其定义为苗族文化显著性因

素；第四个公因子 Y4 主要与产品创新性、产品造型

的吸引力、产品卖点、市场前景及目标人群有关，因

此将其定义为市场需求性因素。对四个公因子及其下

属因子得分系数进行分析，得到的因素权重系数集

W ， 1 2 3 4{0.203 ,0.177 ,0.327 ,0.293 }W Y Y Y Y 。 

3.3  苗族银器的叙事要素优选 

1）优选叙事文化要素。由课题组对上述叙事文

化要素集进行初步筛选，选五个苗族文化特色元素作

为实验样本，分别是“牛角、蝴蝶、太阳鼓、傩面具、

银帽子”，记为 1 2 5, , ,S S S 。以专家组作为测试对象，

每位专家基于评价指标“造型适宜性因素、设计表达

性因素、文化显著性因素和市场需求性因素”对五个

实验样本进行评分，分值为 1~5 分（各题皆是分数越

高表示该指标越重要）。根据分值计算得到每个样本

的隶属度矩阵，见公式(1)。 

1

5

0 0 0.13 0.33 0.53
0 0 0.07 0.33 0.60
0 0.33 0.40 0.20 0.07
0 0 0 0.13 0.87
0 0 0.07 0.33 0.60
0 0.07 0.20 0.33 0.40
0 0.07 0.47 0.40 0.07
0 0 0 0.40 0.60

R

R

 
 
 
 
 
 
 
 
 
 
 
 



 

(1)

 

其中， 1 2 5, , ,R R R 上的有序对分别表示 1 2, , ,S S   

5S 对应有序对 U V （关联性评判因素集 U 与感性评

语集 V ）的隶属度。由于篇幅原因，仅列出了 1S 和 5S
的隶属度。 

基于上述隶属度矩阵和因素权重系数集，可得到

模糊向量： 

1

5

(0,0.11,0.17,0.23,0.49)
(0,0.03,0.20,0.37,0.39)

B
B





 (2)

 

最终计算出各叙事文化要素的综合感性评价值，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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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样本的综合感性评价值 
Tab.2  Comprehensive kansei evaluation  

value of each sample 

 S1 S2 S3 S4 S5 
评价值 4.10 4.39 3.40 3.88 4.12 

 

表 3  感性意象词甄选结果 
Tab.3  Selection result of kansei word 

组别 形容词 距离 组别 形容词 距离 
1 精致的 2.268 3 隐含的 1.932
1 亮丽的 2.530 3 和谐的 2.251
1 典雅的 3.336 4 文化的 1.743
1 装饰的 3.676 4 民族的 1.791
1 独特的 3.859 4 本土的 1.837
2 古典的 2.319 4 传承的 2.090
2 神秘的 2.313 4 传统的 3.142
2 古朴的 2.333 4 地域的 3.431
3 沟通的 1.633 – – – 

 
表 4  叙事要素 

Tab.4  Narrative elements 

叙事文化要素 蝴蝶 
叙事意象要素 愉悦感 沟通感 文化感 

 
基于造型适宜性因素、设计表达性因素、苗族

文化显著性因素和市场需求性因素对苗族文化特色

元素进行综合考量，感性评价结果为 2 5 1S S S    

4 3S S ，“蝴蝶”的感性评价值最高，因此“蝴蝶”

为最优文化特色元素。 
2）优选叙事意象要素。首先，课题组提供用来

描述苗族文创产品造型的形容词四十二个，由非设计

专业用户对四十二个形容词进行挑选，统计每个词的

选中率，挑出选中率达到 40%以上最符合苗族银器造

型感觉的十七个形容词。课题组对选出的词进行聚类

分析，构建 17×17 的相似性矩阵，然后将相似性矩阵

输入 SPSS 统计软件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见表 3。 
由表 3 可知，苗族银器的感性意象为“精致的、

古典的、沟通的、文化的”。其中，“精致的”和“古

典的”属于愉悦性感性意象，因此统称为“愉悦感”；

“沟通的”与“文化的”分别称为“沟通感”和“文

化感”。 

3.4  苗族银器设计 

依据苗族银器设计概念的优选结果，总结出适用

于苗族银器旅游文创产品设计概念设计的叙事要素，

见表 4。 
由表可知，苗族叙事文化要素为“蝴蝶”，叙事

意象为“愉悦感、沟通感和文化感”。其中“蝴蝶”

来自“苗族蝴蝶妈妈”传说，这一充满想象的民间传

说与装饰美学为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可作为 

 
 

图 6  苗族银香炉设计 
Fig.6  Design of Miao nationality silver incense burner 

 
设计者在设计创作时的概念依据和文化切入点。设计

过程中，从愉悦感、沟通感和文化感出发，紧紧围绕

“蝴蝶”进行设计创作，设计实例见图 6。采用“蝴

蝶”为基础元素设计银香炉器具，营造蝴蝶飞舞的情

景，该作品在中国国际民间工艺品·文化产品博览

会——贵州代表性旅游工艺品设计大赛中获奖，进一

步验证了感性叙事理论导向的文创产品概念设计方

法的可行性。 

4  结语 

本文提出一种以感性叙事为导向的文创产品概

念设计的方法，用来协助设计师分析产品与文化之间

的契合关系，为文创产品设计过程中如何选取文化要

素提供了新途径和方法。其中，叙事文化与叙事意象

的发散树构建，有助于设计者从整体把握设计基调；

而叙事关联性指标的建立为优选叙事文化要素与叙

事意象要素提供了评判依据。本研究提出的文创产品

概念优选方法合理，以苗族银器旅游纪念品设计作为

案例，对苗族文化进行分析，最后选择蝴蝶为叙事要

素进行设计创作，优选结果能够满足文化创意产品的

设计需求，能辅助设计师合理、高效地进行设计创作，

塑造产品的文化感知空间。然而，本文侧重于以设计

师为导向的前期设计概念构想，没有深入研究具体叙

事要素与消费者的感性认知。在今后研究中应继续对

叙事要素进行深入研究，从相关民间传说中挖掘可用

于设计造型的元素，建立产品造型相关元素与用户感

性意象间的映射关系，为进行造型实践提供更具体的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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