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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mode of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of Xiangxi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design of public furniture by analyzing the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in the context of Xiangxi traditional villages, es-
tablishing a pattern base of the symbols and extracting design elements with distinct regional cultural features according 
to actual cases. The concept as well 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Xiangxi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public furniture was ana-
lyzed and summarized. Then, the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of Xiangxi traditional villages were collected and refined from 
four dimensions, namely “texture”, “shape”, “color”, and “rhyme” and the distinct design elements were extracted through 
perception and shape grammar.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case, the application mode of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of 
Xiangxi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design of public furniture was concluded. The application mode of public furniture de-
sign that can reflect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Xiangxi has been proposed, which is conductive to creating a livable en-
viron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carrying forward the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widening the theoretical re-
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in public furni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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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村落，原名古村落，指形成较早，拥有 较丰富的文化与自然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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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艺术、经济、社会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1]。

截至 2018 年湘西共有一百七十二座中国传统村落、

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三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湘

西传统村落并属于川滇黔渝古村镇群，与苏浙沪皖交

界古村镇群、晋中南古村镇群、粤中古村镇群[2]共同

构成内地传统聚落主要的文化基因库。长期以来湘西

发展相对滞后，在吴承照先生提出的传统村落保护与

发展的五大矛盾中[3]，湘西传统村落的现代生活方式

与传统物质空间的矛盾显得尤为明显，因此如何通过

公共家具的设计营造传统村落宜居环境和弘扬地域

文化是本次研究的重点。 

1  传统村落与公共家具 

1.1  公共家具的概念 

“街道家具”直译于英文“Street Furniture”，这

个名词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公共艺术刚刚萌芽的欧

洲，它主要指为了提供某种公共服务或某项功能，装

置在公共空间里的私人或公共的对象或设备的统称，

也被称为“城市家具”或“公共设施”[4]。公共家具

主要分为交通类、卫生类、信息类、照明类、休憩类、

活动类等六类，不仅具有实用性，更是对场地历史文

化底蕴的诠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家具

的舒适性、文化性、公益性、互动性日益受到重视。

通过优秀的公共家具激发更多有意义的交流，活化公

共活动空间，散发场地活力是本次研究的意义。 

1.2  湘西传统村落与公共家具 

湘西作为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集

地，其公共家具的布局和特征受到自然气候环境、宗

教信仰、民俗习惯等的影响。一方面，这里的公共家

具大多出现在凉亭、风雨桥、鼓楼、戏台、摆手堂堂

外平坝、祖母塘和萨坛等公共活动空间。在大湘西，

苗侗杂居的会同县西楼村，人们坐在建筑一层地板外

挑的木板上休闲纳凉；靖州藕团乡新街村村口的条椅

是村民务农归来的休息场所；麻阳小江村的告示直接

贴到交通要塞处的建筑外立面上。 
 

另一方面传统村落的公共家具也是村落历史文

化和场所精神的载体，能传达其特色性和差异性。湖

南首个世界文化遗产——永顺老司城，原名“福石

城”。街巷中放置的水磨装置小品、鹅卵石覆面的条

凳、携有西兰卡普图案元素的导视系统，都是对福石

城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挖掘与传递，见图 1。

可见公共家具在村落建设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

作为旅游开发类的传统村落更需要完善的景区公共

家具设施体系，刺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2  湘西传统村落地域文化符号 

2.1  湘西传统村落地域文化符号分类 

符号是民间约定俗成的指代某一对象或意义的

标志物，它是通过人类感觉传达民族、地域文化显性

及隐性特点的所有对象的总称[5]。湘西地域文化符号

基于皮尔士的符号分类方法可被分为：图像性类、指

示性类、象征性类[6]；从载体来分主要有：建筑类、

织锦类、蜡染类、银饰类、剪纸类、家具类；从符号

内容来分主要有：动物类、植物类、几何类、生活物

品类。这些符号是日常所见事物和民众内心深处信仰

的物化，物化后的符号经过挑选、重构与转换可以再

生成地域文化符号，这种地域文化符号具有不断强化

湘西神秘、浪漫、淳朴的隐性功能。公共家具在公共

空间中有很高的使用率，只有当地域文化符号与公共

家具的材质、色彩、造型和工艺完美结合时，才能最

大限度地释放这种隐形功能。 

2.2  湘西传统村落地域文化符号提炼 

2.2.1  符号提炼路径 

通过文献查阅、调查问卷和野外踏勘，在“质”、

“形”、“色”、“韵”四个维度下收集和筛选湘西传统

村落地域文化符号。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形状文法，遵

循变化与统一、节奏与韵律等形式美法则，利用抽象、

简化、组合、夸张、象征等艺术手法，对地域文化符

号进行再加工，最后将其运用于公共家具设计中并进

行衍生设计。研究路径见图 2。 

 

 
 

图 1  湘西传统村落中的公共家具 
Fig.1  Public furniture in Xiangxi tradition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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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路径 
Fig.2  Research path 

 
表 1  湘西传统村落文化艺术符号归纳 

Tab.1  Summary of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of Xiangxi traditional villages 

提炼四源 定义 元素归纳 

“质” 
物质特殊的视觉表达语言、质感和

肌理 
（1）墙：砖墙、篱笆墙、石墙、土墙、木板墙等；（2）屋面：茅草屋面、

杉树皮屋面、瓦屋面、片石屋等；（3）护坡：卵石、青石板、红砂岩等 

“形” 
靠人的感觉器官感受到的具有物

质属性的轮廓 

（1）街道布局：鱼骨形等；（2）建筑形制：单列、窨子屋、两进两层等；

（3）建筑构件：门、窗、罩、撑拱、吊柱、梁枋、屋顶等；（4）村落图底

关系 

“色” 
村落的环境色、服饰色、建筑色、

宗教色等 
（1）环境色：墨绿、碧绿、褐色等；（2）服饰色：红、黑、靛蓝等；（3）宗

教色：红、藏青等 

“韵” 
民间传说、传统信仰、民俗民风、

生产劳作的场景等 

（1）民间传说：渔耕樵读、蝴蝶妈妈、老鼠娶亲、百鸟朝凤等；（2）民俗

民风：摆手舞、撒叶尔嗬、苗族鼓舞、傩戏等；（3）生产劳作：狩猎捕鱼、

刀耕火种等 

 

 
 

图 3  湘西传统村落物象与色彩感知词汇 
Fig.3  Vocabularies of image and color perception of 

Xiangxi traditional villages 
 

2.2.2  符号提炼归纳 

基于地图学，刘沛林等人将我国古城传统聚落景

观基因的图示表达分类为写实符号、写意符号、平面

几何符号、立体几何符号、影像符号、透视符号和象

形符号等七种类型[7]。湘西地处云贵高原的余脉武陵

山区，层峦叠嶂，河溪遍布，民间信仰主要有自然崇

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加之巫楚文化的沁融，使

其民族文化独特而神秘，其地域文化符号更具有显性

与隐形特征。因此，从“质”、“形”、“色”、“韵”四个

维度来对湘西地域文化符号进行归纳和提炼，见 表 1。 

2.2.3  符号提炼分析 

通过对周边八十位不同工种、性别、年龄、地区、

受教育程度的人进行问卷调查。得出湘西传统村落感

性意向词汇频次最高的八个名词依次为：吊脚楼、老

司、银饰、蛊毒、织锦、鼓楼、蝴蝶妈妈、牛角；色

彩感性意向词汇频次最高的八个名词依次为：绿色、

红色、湖蓝、褐色、银色、黑色、灰色、藏青色。从

而确定了湘西神秘、浪漫和生态的第一印象。此后，

对湘西传统村落典型地域文化符号进行图案化的表

示。湘西传统村落物象与色彩感知词汇见图 3，湘西

传统村落地域文化符号的图案化见表 2。 

3  湘西传统村落地域文化符号在公共家具

中的应用 

3.1  湘西传统村落地域文化符号在公共家具中的应

用模式 

湘 西 传 统 村 落 地 域 文 化 符 号 在 公 共 家 具 中 的

“FPCC”应用模式，见图 4，即公共家具的符号形态

应用（Form）、符号图案应用（Pattern）、符号色彩应

用（Color）、符号文化应用（Culture）的设计应用模

式。“FPCC”应用模式能很好地带给受众感官体验、

行为体验、情感体验，最后产生丰富的景观体验，增

强对地域文化的感知。 

3.1.1  符号形态应用 

公共家具的形态即将传统符号进行提炼、简化、

变形，进而再设计。如将建筑形态符号运用于公共家

具结构设计，将建筑构件运用于公共家具局部造型设

计等，通常形态可参考：飞罩、花窗等局部形态；穿

斗式木结构、窨子屋、吊脚楼等整体形态。此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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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湘西传统村落地域文化符号的图案化 
Tab.2  Patterning of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of Xiangxi traditional villages 

提炼四源 元素提炼 

 
“质” 

“玉竹石”           “片石”           “木纹”          “卵石” 

 
“形” 

“花窗” “如意云纹门” “虎腿凳”   “窨子屋”    “路网肌理图”   “图底关系图”

“色” 

 

 
“韵” 

“蜡染” “连年有余”“四十八勾纹样”“台台花纹样”  “渔翁得利”   “苗绣” 
 

 
 

图 4 “FPCC”设计应用模式 
Fig.4  “FPCC” design application mode 

 
类型具有移天缩地、小中见大的特征。 

3.1.2  符号图案应用 

公共家具的图案即将传统符号图案、肌理纹样、

图案构成经过艺术化处理后的图案。其中符号图案是

通过简化吉祥图案、文字图案、自然装饰图案再生成

的新的图案；肌理纹样通过转借、重构的提炼后，运

用于公共家具表皮肌理设计；图案构成将环境中的虚

实景象艺术图案化。图案的艺术设计手法包括符号图

案的虚实设计、雕刻设计、喷绘设计等。此种应用类

型能给受众深刻而细腻的视觉感受。 

3.1.3  符号色彩应用 

公共家具的色彩即运用能凸显地域特色和识别

性的色彩构成所展开的涂装色彩设计。包括根据家具

的造型和功能确定其主体选色和局部色块的划分。通

常主体选色可参考：低彩度、中明度的环境色；土家

族服饰常用的深蓝色、黑色等。局部选色可参考：织

锦中的互补色、银饰色等。此种应用类型能保持和弘

扬色彩的地域原始性和多元性。 

3.1.4  符号文化应用 

公共家具的文化即将传统民俗文化、传说故事



第 41 卷  第 18 期 朱静等：湘西传统村落地域文化符号在公共家具中的应用 187 

等，有故事性和序列性地应用于公共家具设计中。包

括结合公共艺术、景观装置、雕塑小品等进行公共家

具设计。通常可结合传说典故，如老鼠娶亲、白虎救

人、傩戏、蝴蝶妈妈等，提高文化性；结合乡村儿童

玩具，如跷跷板、秋千、高跷、草毽、棕蛇、木车、

木弓、叶笛、草马、抛筹等，提高互动性。此种应用类

型能使人与公共家具产生交互，对地域文化产生共鸣。 

3.2  湘西传统村落地域文化符号在公共家具中的应

用设计 

3.2.1  阳雀椅 

“西兰卡普”作为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

展示了土家族生活环境和民俗民风，表达了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西兰卡普的图案纹样大致可分为植物

类图案，如牡丹花、九杂梅、猴子花、锦鸡花、大蛇

花等；动物类图案，如马必花、阳雀花、燕子花、台

台花等[8]。如今土家传统用来织花的腰织机上，都有

阳雀鸟的图案[9]。阳雀椅是以“阳雀花”几何图案为

座椅纹案的单元图案，然后利用衍生性规则进行演化

创新设计，通过旋转、平移、镜像、变形等方法，按

照特定的演变规律得到新的形态[10]。以湖蓝、红色、

橙黄色、黑色为主色调，图案再设计过程见图 5。座 
 

椅底色选取炭黑色，红配黑是土家最常用的审美习

惯，玄即黑，而黑是天；朱者赤，而赤为东，紫气东

来。因此红与黑是土家人永远都遵循的万物之道，成

为 象 征 甚 至 是 直 接 与 生 命 本 体 息 息 相 关 的 永 恒 主  
题[11]。设计效果见图 6，座椅整体模仿飘逸的织物，

彩色纹样是对纺织过程的模拟，见图 6a。 

3.2.2  地图椅 

座椅作为公共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能让人近距

离地感受其造型、质感与图案。在此，地图椅以村落

平面图为设计元素，将村落地图的图底关系镂空处理

形成座椅面，故地图椅还能兼顾导视系统的功能，见

图 6b。 

3.2.3  如意椅 

湘西建筑形式灵活多变，给人以小巧精致之感，

随处可见富含美好寓意的纹样图案。凤凰古城内的熊

熙龄故居是典型的苗族古代建筑格式，故居中的如意

云纹门洞寓意出入平安如意，吸引了众多参观游客的

驻足，这体现了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特征。因此，如

意椅以如意云纹门洞与苗族牛角为主要设计元素，覆

顶的座椅组合满足人们遮阳挡雨、出入平安的双重心

理需求，见图 6c。 

 
 

图 5  图案再设计过程 
Fig.5  Pattern redesign process 

 

 
 

图 6  设计效果 
Fig.6  Desig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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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吊脚亭 

土家吊脚楼的营建，充分表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天

人合一、人化宇宙、法天祭祖的文化思想，是本民族

独特精神风貌的体现[12]。吊脚楼数根落地柱依附于复

杂的地势之上，这种粗狂古朴的原始建筑形式是湘西

风俗建筑的代名词。因此，在吊脚亭造型设计中，吊

脚楼的落地柱子是亭子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传递湘

西建筑形式的意蕴。同时结合经典的四十八勾纹和九

杂梅等织锦图案，诠释出地域文化内涵，见图 6d。 

4  结语 

湘西传统村落地域文化符号携带着丰富的文化

基因，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系统，有极强的可解释性和

可操作性，诠释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美好愿

望。过去湘西地区给人一种匪患肆掠和贫穷落后的印

象，而现今这里是人们向往的“梦里故乡”。可见，

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挖掘与传承至关重要。通过提取

湘西特色物象的纹样和造型并应用于公共家具中，在

完成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是文化的传播和再生。该套方

案能较好地呈现出湘西特色，传达出湘西韵味，并拓

宽了湘西传统村落地域文化符号在公共家具中运用

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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