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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羌族传统舞蹈文化的设计因子提取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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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少数民族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内涵，如何保护、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文

化课题，也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以羌族传统舞蹈文化为例，研究其传统民族舞蹈文化的特点并从中提

取设计因子模型，再设计相关文创产品进行验证，该产品既包含了羌族传统的民族文化，又符合了当代

审美。以文创产品为载体把羌族传统的民族文化进行广泛传播。方法 搜集羌族传统民族舞蹈的素材，

进行分类和筛选；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分析图谱，从素材中提取相关设计形态因子和色彩因子；搜集和整

理感性词汇，进行用户调研；根据调研数据了解目标用户的需求并通过调研数据计算出因子权重；再进

行再设计和优化，从而形成最终方案。结论 从羌族舞蹈文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民族舞蹈是少数民族

文化重要的表现窗口。从少数民族舞蹈文化中提取设计因子并运用于设计产品中可以有效地传播少数民

族文化，进而达到提高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价值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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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Design Factor Extraction  

Model Based on Qiangs’ Traditional Dancing Culture 

LIU Lia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China) 

ABSTRACT: Ethnic minorities have abundant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onnotations. How to protect, inherit and develop 

their culture is not only a cultural topic, but also has significate economic values. The work aims to research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its traditional national dance culture and extract the design factor model from it, and then design related cul-

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for verification. The product includes Qiang’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lso fits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which could spread Qiang’s culture broadly by those kinds of products. Qiang’s traditional dancing materials 

were collected, classified and filtered; Related design factors were extracted from materials b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atlas analysis; Emotional vocabularies were collected and filtered to conduct user researches; The needs of target us-

ers were learnt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and the factor weight was calculated through the survey data; Then, redes-

igning and optimizing were conducted to finally form the final plan. From Qiang’s example, it can be seen that dancing is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showing ethnic minorities’ culture. Design factors extracted from minorities’ dancing culture and 

used in design process could spread ethnic minorities’ culture effectively, and achieve the goal ofincreasingminority cul-

tural and creative economic value and spreading its culture. 

KEY WORDS: dancing culture; design factors extract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alysis atlas; emotional vocabulary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共有 56 个民族。其

中汉族人口占比 多，其他 55 个少数民族各自有其

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舞蹈文化一直是各少数民族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即时的表演艺术，具有

强烈的视觉观赏性。表演者根据音乐的旋律和节奏展

示一系列或简单或复杂的肢体动作来表现该舞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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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羌族传统舞蹈文化、设计因子及文创产品关系 
Fig.1  Relation diagram of Qiang’s traditional dancing  

culture, design factor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主题。通过舞蹈，可以展现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风

俗文化、日常生活和婚丧嫁娶等。由于不同地区的环

境、气候和历史发展差异巨大，所以各少数民族舞蹈

文化的内容和主题也有差异。本文提出以四川地区羌

族传统民族舞蹈文化为基础，基于分析图谱和层次分

析法的设计因子提取模型，并设计一套以羌族舞蹈文

化为基础开发的文化创意产品瓷茶具进行验证。该茶

具需要满足物理使用功能和审美功能，既要突显民族

特征，又能适应时代审美，满足目标用户的需求；让

少数民族文化以设计产品为媒介，使更多的人了解和

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建立当代人民的文化自信和民族

自信。 

1  研究现状分析 

设计因子[1]是具有高度识别性的，能够引起用户

对产品所蕴含的文化唤醒和想象的视觉符号，分为显

性设计因子和隐性设计因子。表现形式一般为图案、

色彩和形态。本文所设计的瓷茶具属于富有特定文化

内涵的设计品，除了包含“图案、色彩和形态”等显

性因子外，隐性因子还应包括文化因子[2]，反映和表

现了羌族传统民族的舞蹈文化。如何通过文创产品的

三种主要视觉元素来体现文化内涵，其本质问题为如

何从特定文化中提取设计因子。羌族传统舞蹈文化、

设计因子及文创产品关系见图 1。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提出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对特

定文化进行设计因子的提取并进行了验证。苟秉辰等

人提出了文化基因的概念并构建了半坡彩陶文化基

因库[3]；吴良林等人提出了建立少数民族文化基因库[4]；

王伟伟等人提出了使用基于用户感知的层次分析法

来提取汉文化的设计因子[1]；金心等人提出了基于感

知分析的设计因子提取模型[5]；文献[6]提出了使用动

态动词法和眼动实验等基于感性工学的方法来提取

盐土文化的设计因子。目前针对少数民族传统舞蹈文

化的设计因子提取方法的相关研究较少，并且主流的

少数民族风景区在售的文创产品使用性和审美都相

对落后。以丽江古城风景区为例，出售的多为传统家

庭作坊制作的工艺品和当地工厂大批量生产的扎染

围巾、服装和刺绣提包等，审美比较过时，没有突出

当地民族特色与文化内涵。这里提出一种以羌族舞蹈

文化为基础，基于分析图谱和层次分析法的设计因子

提取模型，运用现代设计方法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文

创产品瓷茶具，为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提出一种研究

方向。 

2  研究框架 

资料收集和分析。首先，通过查阅文献收集羌族

舞蹈文化的相关素材，对羌族舞蹈主题、内容和形式

等进行初步分类。其次，通过观看羌族舞蹈表演，实

地考察羌族民族博物馆，观摩羌族宗教祭祀活动和节

庆表演收集舞蹈动作素材和表演服装素材。再次，通

过和羌族本土舞蹈表演者和羌族文化研究学者等进

行对话访谈收集素材。对以上资料进行筛选和分析，

分为舞蹈动作、表演服装、舞蹈内容和文化内涵四个

部分。 

设计因子的权重判定[7]。首先，基于上述资料运

用图谱分析提取形态因子和色彩因子。其次，大量收

集相关感性词汇[8]并进行筛选，据此设计相关用户调

研表。指派特定用户群进行调研并收集调研数据。

后，运用层次分析法中的层次分析矩阵计算出设计因

子权重。 

瓷茶具设计。首先，按照上述设计因子权重值确

定茶具主要颜色和部分形态设计。其次，基于已确定

的茶具部分形态，从目标用户群的需求出发，运用现

代设计方法设计整体茶具形态。研究流程框架见图 2。 

3  研究流程 

3.1  羌族舞蹈分类、特点及文化内涵 

羌族，作为中国 56 个民族中古老的一支，在商

时期就有其记录。殷商时期甲骨文“羌”字为中国人

类族号的 早记载[9]。几千年的发展，羌族人民经历

过战争，逐渐由游牧民族发展为农牧生活[10]，并且族

群具有深厚的宗教文化基础。这些历史和文化成为羌

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羌族有语言，无文字，主要

通过歌舞形式来展现和传承其民族文化。通过歌舞文

化追忆征战往事，感受羌族的劳作生活和宗教信仰；

参与婚丧嫁娶和节庆活动，深刻体会羌族文化的内

涵。歌舞文化是羌族文化的重要表现窗口，主要有“萨

朗”、“席步蹴”、“羊皮鼓舞”和“铠甲舞”四种形式，

羌族舞蹈的分类见图 3。 

羌族舞蹈的基本动作来源于生活。羌族 早生活

的地区自然环境险峻，属于岷江流域的高山峡谷一

带。涉险爬山与走山路是其主要的出行方式。上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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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流程框架 
Fig.2  Design flowchart 

 

 
 

图 3  羌族舞蹈的分类 
Fig.3  Classification of Qiang’s dances 

 
山需要侧身而行，小腿先试探路径而导致顶胯动作频

频出现，体轴转向和身体单边顺也是为了走山路而训

化出的动作。这些羌族先人们生活出行的动作逐渐变

成了其舞蹈文化的基本动作，成为羌族舞蹈文化的动

律[11]基础。 

本文设计的瓷茶具产品以舞蹈“萨朗[12]”和“羊

皮鼓舞[13]”为设计动机。“萨朗”是羌族自娱性舞蹈

中的一种，其本意为“唱起来，跳起来”，具有祈求

和庆祝丰收之意。“萨朗”注重腿部动作，和早期羌

族人民生活环境需要走山路锻炼出的灵活的腿部动

作有很大关系。“萨朗”的表现形式之一为集体舞。

羌族男女围着火塘又唱又跳，腿部快速交替向前行

进，场面气氛热烈，展现出轻松欢快的场景。“萨朗”

也可以为独舞形式，穿着民族服装的羌族女子，随着

优美的音乐旋律，身体轴向转动，腿部时而屈膝，时

而转圈，亦可迎接贵客，也可庆祝丰收节庆，成为羌

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萨朗”以腿部动作为主，舞

蹈动律向上，体现出轻松、热情和欢快的气氛。 

“羊皮鼓舞”是羌族民间祭祀性舞蹈的一种，是

羌族重要的祭祀舞蹈，由释比领舞和主持。“羊皮鼓

舞”和羌族早期的巫文化有很大关系，展现羌族人民

对于自然的敬畏和崇拜心理。领舞者头戴金丝猴皮

帽，身穿羊皮背心，手持羊皮鼓，随着皮鼓和盘铃的

伴奏声上下左右跳跃。“羊皮鼓舞”的基本动作为拱

手作揖，舞蹈动律向下，身体沉稳，体现出古朴和稳

健的风格，充满了神秘感和号召力。不难看出“萨朗”

和“羊皮鼓舞”从文化起源、舞蹈氛围和肢体动作上

都有着一种对比和碰撞，在设计中会形成一种有趣的

效果，因此选择这两种舞蹈作为瓷茶具的设计基础。 

3.2  目标文创产品和目标用户群体的确定 

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据记载，茶 早发现于

神农时期[14]。陶器和瓷器也从 初的盛物之器，到后

来和茶有了交汇，逐渐形成茶具文化。随着社会的发

展，茶具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在当前文创产

品市场中，茶具设计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在一般人

的印象中，茶文化似乎和年龄略长，以男性为主的群

体联系较为紧密。笔者在某高校内进行了调研，调查

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饮茶习惯。结果显示，20~25 岁年

龄段中具有饮茶习惯的人占比 63%，其中女性占比

36.66%，男性占比 26.66%。25~30 岁年龄段中具有

饮茶习惯的人占比 75%，其中女性占比 40%，男性占

比 35%。30~35 岁年龄段中具有饮茶习惯的人占比

90%，其中女性占比 45%，男性占比 45%。20~35 岁

群体饮茶习惯调研数据表见表 1。该调研对象为某高

校学生和老师，被调研对象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并

且平时会有大量的时间用于伏案学习和工作，有时间

和机会饮用大量液体饮料。从调研结果来看，随着年

龄的增长，男女饮茶的人数有增长的趋势，并且女性

饮茶的比例略高于男性饮茶的比例。如何提高年轻人

的饮茶兴趣，扩展年轻消费群体的茶具市场，笔者认 



330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3 月 

 

表 1  20~35 岁群体饮茶习惯调研数据表 
Tab.1  Survey for habits of drinking tea from users  

between 20~35 years old 

男 女 合计 
年龄段 

饮茶（Y）不饮（N）饮茶（Y）不饮（N）饮茶（Y）不饮（N）

15 15 30 
20~25 岁 

8 7 11 4 19 11 

10 10 20 
25~30 岁 

7 3 8 2 15 5 

10 10 20 
30~35 岁 

9 1 9 1 18 2 

 
为可以从茶具设计入手。 

当前文创产品市场中，故宫文创产品从设计、宣

传和销售等方式上都具有研究价值，并且打开了文创

产品市场新的局面。其主要受众群体定位于 35 岁以

下的年轻群体，以女性为主[15]。本文所设计的文创产

品瓷茶具以“萨朗”和“羊皮鼓舞”为设计动机。其

中“萨朗”属于民间自娱性舞蹈，民众参与度较高。

在一些体验羌族文化的旅游地区，游客可以参与跳

“萨朗”，即围着火塘一起跳舞，是非羌族人民体会

羌族歌舞文化的一种重要参与形式，令人印象深刻。

除集体舞外，“萨朗”也可以是独舞形式，以女性表

演为主，表演服装为羌族传统民族服装，周身配有羌

族特色绣片[16]，颜色艳丽，对比强烈，能引起视觉关

注。从这类服装上提取色彩来设计产品，比较能够引

起女性消费者的注意。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和分

析，本文设定目标文创产品为瓷茶具，目标用户群体

为 20~35 岁的女性群体。 

3.3  设计因子提取模型 

在舞蹈文化中，较为明显的特征包括舞蹈动作和

表演服装。本文以舞蹈动作为基础提取形态设计因

子，以表演服装为基础提取色彩设计因子。 

层次分析法（AHP）[17]和分析图谱[18]是提取设

计因子较为常见的方法。层次分析法能够将定性的问

题通过多种准则评估决策，转化为定量分析问题。层

次分析法的核心部分为构建层次分析矩阵。通过该矩

阵，可以测算出各个设计因子权重。构建层次分析矩

阵的矩阵元素值来自用户调研表数据，满足设计是按

照用户的需求来进行的基本理念。分析图谱是针对复

杂的综合现象进行关键属性的提取，旨在从纷繁复杂

的表象中提取共性。本文使用分析图谱，提取相关舞

蹈动作的特征线条，形成类形态因子，进而形成形态

因子；对表演服装的色彩进行提取，找出颜色共性，

为提取色彩因子做好准备。 

3.3.1  形态因子提取 

形态因子是显性设计因子中的一种，展现被提取

物的形态特征，该因子将会融入于目标设计产品的形

态之中。本文选取“萨朗”和“羊皮鼓舞”中具有代

表性的舞蹈动作，提取特征线条；再提炼特征线条中

人物手部或腿部的动作，进而形成类形态因子；以目

标设计产品瓷茶具的需求为基础，进行设计优化，

终形成形态因子。羌族传统舞蹈动作分析图谱见图 4。 

“萨朗”表演者以女性为主，身穿民族服装。以

独舞形式来看，表演者随着轻快和悠扬的音乐旋律，

身体不时做出体轴转向、身体单边顺、小腿画圈和顶

胯等动作。舞蹈动律向上，气氛欢快轻松。本文选择

了“萨朗”舞蹈中的五个动作来提取形态因子，其中 
 

 
 

图 4  羌族传统舞蹈动作分析图谱 
Fig.4  Analysis atlas of Qiang’s traditional dancing m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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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特征色彩分析图谱 
Fig.5  Analysis atlas of characteristic color 

 
包涵了转向、画圈、单边顺和顶胯等基本动作，配合
丰富的手部动作，展现出羌族女子热情好客、身体婀
娜和姿态优美之意。 

“羊皮鼓舞”属于祭祀舞蹈，表演者以男性为主，
展现出羌族人民的宗教文化和信仰。该类舞蹈主题是
释比向天神祈福，保佑羌族儿女世代平安和安居乐业
等。舞蹈动律向下，舞蹈氛围充满神秘感和号召力。
本文提取了“羊皮鼓舞”中的三个舞蹈动作，表演者
手持羊皮鼓，身体向下微屈，体现古朴和稳健之风，
符合“羊皮鼓舞”的舞蹈特征。 

3.3.2  色彩因子提取 

色彩因子是显性设计因子中的一种，是被提取物
的主要颜色或颜色集合，并且该颜色集合会被有机融
入于目标设计产品之中。色彩是设计类产品非常重要
的视觉元素。人可以通过眼睛直观地感受到色彩，更
可以通过文化背景、心理联系以及大脑反馈对色彩产
生更深层次的解读。 

“萨朗”表演者身穿羌族传统民族服装，该类服
装色彩艳丽，颜色众多，服装不同部分配以精巧的羌
绣绣片[16]，展现羌族女性的巧手匠心。羌族传统民族
服装是其民族文化和民族审美的重要展示窗口。“羊
皮鼓舞”是羌族人民祭祀时所跳的舞蹈。不仅舞蹈氛
围神秘，并且表演者的服装和道具也服务于宗教主
题。表演者为男性，服装以白色为主，头戴金丝猴皮
帽，主要道具为羊皮鼓。该舞蹈表演服装和道具都是
羌族宗教文化的表现。 

本文收集了羌族人民跳“萨朗”和“羊皮鼓舞”
的服装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和筛选，提取出特征色
彩，特征色彩分析图谱见图 5。 

从图谱中可以看出，黑色是所有服装的共有颜
色，是羌族各种特色民族服装的主要颜色。除此之外，
“萨朗”由女性表演居多，穿着为传统民族服装。去
掉样本受到光照和新旧程度不一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总结“萨朗”表演者服装的色彩以暖色和中性色（大
红、桃红、明黄、亮蓝、翠绿色）为主，饱和度高，
对比强烈。“羊皮鼓舞”表演者服装的颜色以冷色（白
色、深蓝色、灰色、棕色、棕黄色等）为主，突显神
秘之感。 

本文从特征色彩集合中，提取黑色、白色、大红

色（来自“萨朗”舞蹈服装）、桃红色（来自“萨朗”

舞蹈服装）、黄色（来自“萨朗”舞蹈服装）、深蓝色

（来自“羊皮鼓舞”舞蹈服装）和深棕色（来自“羊

皮鼓舞”舞蹈服装）作为备选色彩集合。根据目标产

品的设计需求和受众审美需求，对部分色彩进行适当

处理和变化。针对目标用户群体，对目标产品色彩做

出适当提高色彩明度和降低饱和度的处理。改进后形

成的色彩为色彩因子，该色彩因子不仅呈现羌族特

色，并且包涵含蓄淡雅之美。色彩因子提取分析图谱

见图 6。 

3.4  瓷茶具设计方案生成 

3.4.1  感性词汇词对形成过程 

感性词汇一般为形容词，用于描述设计产品或

者设计相关材料的属性和特征[8]。本文通过对羌族民

族服装、传统舞蹈动作、羌族民族文创作品、相关

文献和史料、民族传说等进行初级感性词汇提取。

形成初级感性词汇库后，再与民族学者、专家以及

产品设计师进行讨论和交流；针对目标设计产品的

民族文化特征，过滤掉重复和没有意义的词汇 [19]。

感性词汇提取流程见图 7，初级感性词汇库形成见图

8。整理后形成感性词汇如下：民族的，人性化的，

秀丽的，复杂的，柔和的，独特的，活泼的，稳重

的。在此基础上形成感性词汇词对[8]如下：民族的—

通俗的，人性化的—非人性化的，秀丽的—大气的，

简洁的—复杂的，柔和的—冷峻的，独特的—大众

的，活泼的—稳重的。 

3.4.2  用户调研 

用户是产品的 终使用者。在设计前期了解目标

用户群体的产品需求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产品的设计

方 向 。 本 文 所 设 计 的 瓷 茶 具 产 品 的 目 标 用 户 群 为

20~35 岁的女性群体，前期调研用户角色需要符合该

群体属性。本文在符合该群体属性的潜在用户中选择

了 30 名对象进行调研。由于目标用户并不是专业设

计人员，所以采用以感性词汇为基础建立用户调研

表，并使用“七级标度法”[1]作为评价量表。“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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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色彩因子提取分析图谱 
Fig.6  Analysis atlas of color factors’ extraction 

 

 
 

图 7  感性词汇提取流程 
Fig.7  Extraction flowchart of emotional vocabulary 

 

 
 

图 8  初级感性词汇库形成 
Fig.8  Formation map of primary emotional  

vocabulary library 
 

标度法”把感性词汇词对进行量度划分，分为 7 级。

七级标度法介绍见图 9，对应的文字表达为“非常、

很、一般、等同、一般、很和非常”7 个标度，受测

用户的感受可以通过数字表现，从而实现定性到定量

的转变。 

3.4.3  设计因子权重确定 

层次分析矩阵是确定设计因子权重较为常用的

方法，其矩阵形式如下： 

11 1

1

n

n nn

a a

A

a a

 
 
 



 


  


 

在该矩阵中，n 代表所有设计因子的个数。aij

代表第 i 个设计因子对应第 j 个设计因子的重要程度，

即 aij=Si/Sj（S 为设计因子集合）。确定该判断矩阵 A

的各元素值后，就可计算出其 大特征根 λmax 和对

应的特征向量 K=(k1,k2,…,kn)T。其中，ki 值越大，对

应的设计因子 Si 的权重越大。 

3.4.4  设计方案确定 

按照用户调研表提取的数据，构建层次分析矩阵

并进行计算，得到各设计因子权重见表 2，并进行排序。 

被调研用户群更偏爱圆润和有弧度的形状，这种

形状适合用于茶壶与茶杯的把手设计。为配合这种形 



第 42 卷  第 6 期 刘靓：基于羌族传统舞蹈文化的设计因子提取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333 

 

 
 

图 9  七级标度法介绍 
Fig.9  Introduction of seven scale method 

 

表 2  设计因子权重 
Tab.2  Weights of design factors 

色彩因子 S4 S7 S5 S3 S1 S6 S2 

颜色 黑 粉 蓝 红 黄 白 灰 

ki 0.053 1 0.032 5 0.018 0.011 0.007 5 0.002 1 0.001 9 

形态因子 S14 S9 S12 S8 S11 S13 S15 S10 

 

        
ki 0.031 0.029 8 0.024 1 0.012 0.011 0.009 3 0.008 7 0.004 2 

 

 
 

图 10  瓷茶具形状示意 
Fig.10  Shape of porcelain tea set 

 
 

图 11  瓷茶具基本色彩示意 
Fig.11  Basic colors of porcelain tea set 

 

 
 

图 12  羌族传统服装 
Fig.12  Qiang’s traditional clothing 

 

 
 

图 13  瓷茶具装饰腰带 
Fig.13  Decorative belt of porcelain tea set 

 

状，茶壶的壶身和茶杯的杯身形状都以弧形为主。其

中壶身以球形为基础形状，杯身设计为杯口宽敞和逐

渐向下收拢的形状，和茶壶的形状形成一种对比和呼

应。瓷茶具形状示意见图 10。 

在色彩因子中，被调研用户群更偏好黑色、粉色

和蓝色。粉色和蓝色可以形成一种对比和呼应，茶壶

底色和茶杯底色分别设计为蓝色和粉色。瓷茶具基本 

色彩示意见图 11。 

杜鹃花在羌族文化中代表“姻缘”，富有对爱情

和婚姻的良好寓意。羌族传统民族服装见图 12，腰

间多配有腰带。腰带对整体服装造型有收腰的作用，

显示出羌族女性婀娜多姿，男性威武有力。本文运用

黑色和黄色，结合羌绣中杜鹃花的纹理设计出条纹瓷

茶具装饰腰带见图 13，附于茶壶和茶杯的腰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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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瓷茶具产品效果 
Fig.14  Design sketch ofporcelain tea set products 

 

杜鹃花腰带贴合于瓷茶具壶身和杯身中，与羌族传统

服装形成一种呼应。 

羊是羌族图腾，具有宗教文化的象征意义。羊的

形象存在于羌族各种生活物品和民族文化中，羌人会

用羊皮和羊毛做背心保暖；羌绣纹理图案中有羊纹理

图案；“羊皮鼓舞”是祭祀释比祭祀天神和保佑族群

的舞蹈；羊在羌族信仰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形态因子

4 取自“羊皮鼓舞”中鼓的形状，可用于茶勺上部手

握部分，以白色为底色，并印上羌绣中羊的纹理图案，

反映出羌族宗教文化和祭祀舞蹈文化。瓷茶具产品效

果见图 14。 

4  结语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渊源流长，如何运用现代设计

知识理论去发掘其中的美，并且反映和表现在现代

设计产品中，是一件任重道远且意义重大的事。设计

贯穿于人们的生活，组成人们生活中的点滴，把民

族之魂和民族之美赋予到设计中去，让更多的人在日

常生活中体味到民族之美，是成功的设计行为，也是

成功的商业行为，更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有效途

径。本文从羌族舞蹈文化出发，建立一套设计因子提

取模型，并且设计出一套瓷茶具进行验证，为少数

民族文化依托文化创意产品发展和传播提供一种研

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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