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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解决纹样创新对原文物文化内涵继承性的问题，从文物内涵与设计对象关联性角度出发，

提出一种解决传统文物与设计因子之间关联性的设计方法。探析传统器物纹样提取与再设计的应用研究

思路。方法 首先以文物风格意象为基础，明确风格意象评价指标，并将其作为参考序列。依据 CGM

（Conceptual Generative Model）模型对设计因子进行转化，构建出一级基元、二级基元、子图案的层次

表达模型。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对设计因子与文物之间进行关联性分析，利用 Matlab 计算出各个设计

因子与原文物的关联度，根据关联度大小排序对各个设计因子进行重要性分析，从而得到一批既符合现

代审美又继承传统文物特色的设计因子。最后，根据图案气质将其应用在适合的产品载体上。结果 以

清康熙斗彩璎珞纹贲巴壶为例，验证了设计因子与文物之间的关联性。结论 实现了传统纹样的传承与

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代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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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Method of Relevance and Inheritance of Utensil Patterns  

Based on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YANG Xiao-yana, WANG Li-tinga, WANG Wei-weia, YUE Qib 
(a.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b.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relevance between cultural heritage design and traditional object de-

sig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design method that address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artifacts and design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evance of the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to the design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

plication research ideas of traditional utensil pattern extraction and redesign. Firstly, based on the style image of cultural 

relics,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style image are clarified and used as a reference sequence. According to the CGM 

(Conceptual Generative Model) model, the design factors are transformed, and a hierarchical expression model of primary 

primitives, secondary primitives, and sub-patterns is constructe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design factors and 

the cultural relics is carried out by the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the correlation degree between each design factor 

and the original material is calculated by Matlab, and the important analysis of each design factor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he correlation degree, so as to obtain a batch of existing design factors that conform to modern aesthetics 

and inheri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relics. Finally, the design factors are applied to a suitable product car-

rier according to the temperament of the pattern. Taking the Qing Kangxi Doucai Yingluowen Ben Pakistan Kettle as an 

example, it verifies the relevance between design factors and cultural relics, as well as the bidirectional reasoning between 

innovative graphics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relics. It realizes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and 

meets the modern aesthetic needs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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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物作为现代设计元素的重要来源之一，为

设计师提供了丰富的设计素材。对特定文物的元素进

行创意整合，利用创新的设计手法来表达设计情感，

传统文物深厚的文化内涵给文化创意设计产品带来

了弥足珍贵的附加值。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是文创设

计的重要价值源泉，挖掘丰富多彩的博物馆馆藏，将

其与现代设计相结合有利于博物馆文物的传承与创

新。针对以传统文物为基础的文化创意设计领域，文

物与文化创意设计之间的关联性低、纹样创新与原文

物文化内涵脱节等问题，构建出创新纹样与原文物文

化内涵的关联性设计模型，使传统文物通过创意设计

的手法实现再生和利用。 

蒋鹏等[1]通过阐释、比较等质化研究方法，分析

了文创设计中的中国器物精神继承与再造；薛雯等[2]

研究了贵州民间剪纸纹样在织物上的创新设计；李雪

瑞等[3]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HP）和

熵权法研究了工业设计方案的综合评价和排序；阎艳

等 [4]通过模糊决策图与灰关联分析法对枪械设计进

行了方案评价。然而，目前在文化创意设计与器物纹

样创新关联性方面的研究较少，主要表现在 3 个方

面：文化创意设计与传统文物之间的关联性低；创新

后的纹样缺乏原文物的文化内涵，导致受众对设计对

象的识别性较低；设计师的主观意识强烈，导致受众

对文创产品缺乏认同感；设计应用阶段出现纹样气质

与产品载体不符、产品同质化等问题。 

1  研究流程 

首先，确定目标文物后通过文献、书目、网页、

史料等渠道详细搜集文物资料，并构建资料库。接着

从造型、纹样、色彩、材质、工艺等角度全方位地深

入解析文物的视觉效应，并通过调研构建出文物风格

意象模型。然后基于文物风格意象提取出有效的设计

因子，接着根据 CGM 模型对提取的基础设计因子进

行变换。考虑到设计因子是否保留了原文物的含义，

通过灰色关联法对设计因子与文物进行关联度分析，

得到一批既符合现代审美又继承传统文物特色的核心

设计因子。 后，依据灰色关联度排序后的一级基元、

二级基元、子图案的层次表达模型设计出 终图案。以

情境为导向，将经过再设计的创新图案应用在符合文物

气质的载体上， 终生成具有继承性、共享性、重用性、

可逆向推导的文化创意设计方案，研究流程见图 1。 

 

 
 

图 1  研究流程 
Fig.1 Research process 

 

2  器物纹样关联性传承设计方法 

2.1  构建关联性桥梁 

目前，面向传统文物的文化创意设计中的基因提

取关联性较弱。设计因子与原文物之间缺乏相互映射

关系，受众难以对设计对象进行逆向推理，即以文化

创意设计产品联想到原文物。为了提升设计对象的可

识别性，需要将设计因子与原文物进行关联性分析，

对设计基因库进行确权排序，获得一批权重明晰的设

计因子，以便后续的设计应用。在文化创意设计中，

针对传统文物与设计因子的关联性设计，主要涉及文 

物风格意象研究、文物元素的提取创新与文物风格意

象的映射、以情境为导向的设计应用三大模块。设计

因子与传统文物的关联性体系构建见图 2。 

2.2  灰关联分析原理及流程 

灰色关联度分析 [5]（Grey Relation Analysis，
GRA）是一种对多因素进行评价分析的方法。一个系
统可能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中哪一个对系
统的影响更为强烈、哪一个因素对系统的影响较弱，
即所谓的关联度大小，根据关联度大小对因素进行排
序， 终得到一个可分析的结果。应用灰色关联分析
方法，从整体观念出发，对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事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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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设计因子与传统文物的关联性体系构建 
Fig.2 Relevance system construction between design  

factors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relics 
 

 
 

图 3  灰色关联分析流程 
Fig.3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process 

 
现象进行综合评价，将自变量与参考变量的关联性进

行排序，从而得出重要性排序的评价[6]。利用灰色关

联度分析法可以对设计因子进行综合评价，根据关联

度可判断出各设计因子与原文物之间的紧密程度，以

及对原文物的重要度。灰色关联分析流程见图 3。 

3  研究过程 

当下的文化创意设计中，对藏族文化的重视还不

够高，与其有关的产品也为数不多。故宫藏有成千上

万的珍贵文物，贲巴壶作为汉藏文化交融的经典文

物，拥有丰富的图形元素和色彩元素，把藏族传统的

造型、纹饰与汉族的陶瓷烧造工艺结合在一起，是汉

族文化和藏族文化艺术融合的证明[7]，具有较高的历

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值得去考究和再设计。近几

年，故宫文创推出了许多具有深厚内涵的文创产品，

笔者借鉴其优秀的设计手法，以图形关联性为基础，

把斗彩璎珞纹贲巴壶的视觉元素通过归纳、整合、提

取与再设计研究，应用在文化创意设计中。 

3.1  清康熙斗彩璎珞纹贲巴壶的风格意象建模 

在研究设计因子与传统文物之间的映射关系之

前，需要分析传统文物的风格意象。为了实现设计对

象的可识别性和认同感，在提取阶段就保证所提取的

局部设计因子能让受众联想到原文物的完整意象[8]。

风格意象可视化是文化内涵、气质韵味在人脑中的映

现，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将数据以图像形式呈现，建立

文物风格意象的 3 个层次的表达模型：符号层、功用

层、内蕴层。符号层面包括色彩、纹饰、比例、造型、

节奏、工艺和材质等，是风格意象的外显基因；功用

层是风格意象所起到的作用，链接现代审美与传统文

化，使现代设计与传统文物相融合；内蕴层是风格意

象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气质韵味。3 个层次之间相互

包含、相得益彰。 

通过“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史料、网页以

及《中国古陶瓷图典》等途径收集到贲巴壶有效样本

32 个，对其从年代造型等维度进行分类，贲巴壶图

例见表 1。贲巴壶在康熙、雍正、乾隆 3 个时期达到

顶峰，可以看出其图案纹样丰富、造型别致，其中以

斗彩璎珞纹贲巴壶 为出名，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在

清代，斗彩璎珞纹贲巴壶被皇帝用来赏赐西藏地区的

宗教领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因此以清

康熙斗彩璎珞贲巴壶作为典型案例来进行研究。 
 

表 1  贲巴壶图例（部分） 
Tab.1 Ben pakistan pot illustration column (partial) 

名称 斗彩璎珞纹贲巴壶 斗彩璎珞纹贲巴壶 青花璎珞纹贲巴壶 青花斗彩阿拉伯文贲巴壶 青花八吉祥纹贲巴壶

图例 

     

时期 清康熙 清雍正 清康熙 明正德 清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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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阶段，从符号、功能、内蕴 3 个层次收集关

于斗彩璎珞纹贲巴壶的陈述词汇。邀请 100 人进行用

户调研，其中考古学专业人士 14 人、设计师 10 人、

美术学研究者 6 人、主要定位用户 70 人，此部分被

试者记作用户组 A。被试者根据斗彩璎珞纹贲巴壶的

形态、色彩、特点、寓意及用途，使用形容词对斗彩

璎珞纹贲巴壶进行描述，形容词可以是单个也可以是

多个，形成的意象形容词集合 U∈{U1,U2,U3,…,Un}。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可能会产生很多形容词，此次共

收集到 132 个感知样本，除去 U1—U132 中的重复或相

似词汇，剩余意象形容词共 18 个，得到初始意象形

容词集合 U′∈{U′1,U′2,U′3…U′18}。 

第 2 阶段，为了风格的一致性，从用户组 A 中抽

取 5 名被试者，其中 2 名为设计专业人士、2 名为考

古学者、1 名为美术学研究者，此部分被试者记作用

户组 B。利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Likert Scale）对 18

个词汇进行意象值评价[9]。评价分值采用 5 分制，对

结果进行汇总，通过综合数据分析，发现祥瑞的、和

谐的、美满的、典雅的、传承的、神秘的 6 个词汇的

均值较高，因此以这 6 个意象形容词为 终意象，斗

彩璎珞纹贲巴壶意象形容词评价见表 2。使用相同的

方法收集单位设计因子的风格意象，以原文物风格意

象为前提，对单位设计因子进行感知评价，得到权重 
 

表 2  李克特量表评分（部分） 
Tab.2 Likert scale score sheet (partial) 

评审人员 祥瑞的 和谐的 美满的 典雅的 传承的 神秘的

A 4.8 4.1 4.3 4.0 4.1 3.3 

B 5.0 4.4 4.2 3.9 3.9 3.4 

C 4.8 4.7 4.0 4.3 3.2 3.9 

D 4.9 4.8 4.3 3.7 3.8 3.0 

E 5.0 4.5 4.2 4.6 4.0 3.4 

平均值 4.9 4.5 4.2 4.1 3.8 3.4 

 

较大的设计因子，要求设计师和用户群体对设计因子

有正确的认知，让目标用户参与到设计因子的提取过

程中，与设计师共同完成设计因子的提取，将大大提

高设计因子的继承性以及受众对产品的重用欲望。 

3.2  基于 CGM 模型的设计因子提取与演变 

CGM 模型[10]（Conceptual Generative Model）的
转换包括将形状语法的转换规则转换为参数方程和
变量，常见的转换规则有平移、镜像、旋转、对称、
置换、缩放、增删、错切、坐标微调等，在设计过程
中根据设计因子的特征选取相应的转换规则，从而形
成新的形态。形状语法的转换是机械地从一个配置到
另一个配置的过程，缺乏选择机制来确定所产生的解
决方案的美学有效性，因此，需结合 CGM 模型，对
器物纹样进行设计转换。提取纹样所需要的规则，并
用有限集合来表示，记作 R∈{R1,R2,R3,…,R7}，其中
R1 表示位移，x、y 方向平移；R2 表示缩放；R3 表示
垂直镜像；R4 表示水平镜像；R5 表示点旋转，绕自
身中心旋转，根据设计需要确定旋转的角度，可以是
逆时针也可以是顺时针；R6 表示轴旋转；R7 表示圆
周阵列。 

从图形元素和色彩元素 2 个方面对目标对象进
行提取，运用感性分析法对色彩元素进行归纳和提
取，并分别建立图形和色彩元素基因库。在斗彩璎珞
纹贲巴壶的图形提取过程中，以白色乳钉纹为界，分
为 8 个不同单元，有莲瓣纹、如意云纹、火云纹等，
腹部为兽面璎珞纹主题图案。在保留原文物纹样特征
的基础上，借助 Illustrator 图形设计软件，对选取的
元素进行线条化提取，并对提取的基础图形进行编
码，一级基元的集合记作 I∈{I1,I2,I3,…,I9}，见表 3。 

依据 CGM 模型，在保留原有单元形态可延续性

的基础上，产生新的形态图案。对 I 按照规则集合 R

∈{R1,R2,R3,… ,R7}进行单次或多次变换生成二级基

元(T)，记作 T∈{T1,T2,T3,…,Tn}，见表 4。 

表 3  一级基元提取 
Tab.3 First level primitive extraction 

编码 I1 I2 I3 I4 I5 I6 I7 I8 I9 

纹样名称 单独云纹 三角勾云纹 如意云纹 复合莲瓣纹 莲瓣纹 勾云纹 环形联珠纹 兽面璎珞纹 覆莲瓣纹

纹样图例 
     

特征线条 

 

 

 

 
认知属性 圆润吉祥 刚柔并济 吉祥和谐 典雅 大方 吉祥 美满 传承 祥瑞 

特征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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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二级基元 
Tab.4 Secondary primitive extraction 

编号 T1 T2 T3 T4 T5 T6 

衍生图 

形因子  

  
编号 T7 T8 T9 T10 T11 T12 

衍生图 

形因子 

 
  

 
对二级基元通过合理的组合、增删、闭合、添加

辅助图形等手法生成无限可能的子图案，圆周阵列的

小圆代表贲巴壶中的白色乳钉纹，拥有将纹饰分为不

同单元的作用，可成为单独运用的团花纹样，子图案

的集合记作 C∈{C1,C2,C3,…,Cn}。子图案及编码见表 5。 

3.3  基于灰关联分析的设计因子优选 

3.3.1  构建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 

首先，确定参考序列（母序列）和比较序列（子

序列）。参考序列 Y 是后续进行关联性排序的标杆，

在解决综合评价性问题时，参考序列常由比较序列中

的 佳值生成。在面向器物纹样的设计因子优选时，

假设有 m 个待评价设计因子，设计师需要选出较有

代表性的因子，这些设计因子的优选排序关系到 n 个

评价指标。 

每个设计因子的比较序列： 

Xi=Xi(k) k=1,2,…,n，i=1,2,…,m 

按照文物风格意象设置参考序列： 

Y=Y(k) k=1,2,…,n 

为了使 终设计能体现出原文物的文化内涵以

及受众对文创产品的可识别性，对所提取的图形因子

与斗彩璎珞纹贲巴壶进行关联性分析。让用户群体对

初步提取出的设计因子进行属性感知。以设计因子是 
 

否保留原文物的含义为前提，邀请用户组 B 为它们赋

值，总分为 10 分，通过数据处理，取平均值，见表

6。表 6 中的文物意象值（I0）根据表 2 得出，将其作

为参考序列。指标一般分为“效益型”和“成本型”，

此序列的 6 个指标均为“效益型”，与比较序列之间

为正相关关系，I1—I9 均为比较序列。 

3.3.2  数据的归一化处理 

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在数据处理领域一

般也称作无量纲化，目的是减少数据绝对数值的差

异，并统一至一个近似的范围当中。评价器物纹样的

设计因子有多种评价指标。不同因素的数据之间量纲

也不同，所以不能直接拿来比较，常用初值化法和均

值化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为了方便求解，采取均值化

法对各个评价指标的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将各序列

的数值与整条序列的均值作比值： 

( )i
i

i

x k
X k

x


 

(1) 

根据式（1），将表 6 中的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利用 Matlab 进行计算，得到矩阵 Ii'： 

3.3.3  关联系数的计算 

关联系数是用来衡量 2 个系统元素之间的关联

程度，以及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在序列曲线中各点的 

表 5  子图案 
Tab.5 Sub patterns 

编号 C1=[T5+T6+X] C2=[T3+T4+X] C3=[T8+I8] C4=[T11+T3+X] C5=[T9+T10] C6=[T11+T4+X] 

子 

图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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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原文物意象值与初始设计因子评分 
Tab.6 The original image value and the initial design factor score 

意象形容词 文物意象值（I0） I1 I2 I3 I4 I5 I6 I7 I8 I9 

祥瑞的 4.9 9.1 8.9 9.4 9.5 8.9 9.4 9 9 9.6 

和谐的 4.5 9.1 9.2 9.2 9.1 9.1 9.2 9.3 9.2 9 

美满的 4.2 8.8 8.9 8.6 8.5 8.8 8.7 9 8.9 8.4 

典雅的 4.1 8.7 8.6 8.7 8.6 8.5 8.7 8.6 8.5 8.3 

传承的 3.8 8.1 8.2 8.4 8.3 8.6 8.4 8.5 8.6 8.1 

神秘的 3.4 7.5 7.6 7.4 7.3 7.5 7.4 7.6 7.7 7.1 

 
1.180 7 1.064 3 1.038 9 1.090 9 1.111 1 1.038 9 1.088 8 1.038 5 1.040 5 1.140 6

1.084 3 1.064 3 1.073 9 1.067 7 1.064 3 1.062 3 1.065 6 1.073 1 1.063 6 1.069 3

1.012 0 1.029 2 1.038 9 0.998 1 0.994 2 1.027 2 1.007 7 1.038 5 1.028 9 0.998 0

0.988 0 1.017 5 1.00i I 3 9 1.009 7 1.005 8 0.992 2 1.007 7 0.992 3 0.982 7 0.986 1

0.915 7 0.947 4 0.957 2 0.974 9 0.970 8 1.003 9 0.973 0 0.980 8 0.994 2 0.962 4

0.819 3 0.877 2 0.887 2 0.858 8 0.853 8 0.875 5 0.857 1 0.876 9 0.890 2 0.843 6

 
 
 
 
 
 
 
 
    

 
关联程度。若关联系数越大，则该比较序列与参考序
列之间的关联程度越大，表明该设计因子与文物的联
系越紧密。在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之后，根据式（2）
计算关联系数： 

min min ( ) min min ( )
( )

( ) min min ( )

i i
i k i k

i
i i

i k

y k x k y k x k
k

y k x k y k x k






  


  
  

(2) 

在进行关联度系数计算时，首先提取出参考序列 

和比较序列，依次相减分别获取差值，进而求出 大

差和 小差。据此可以求得关联系数矩阵，其中 ρ∈

（0，∞），称为分辨系数，ρ 越小，分辨力越大，一般

ρ 的取值区间为（0，1），具体取值可视情况而定，

通常取 ρ=0.5。 

根据式（2），计算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在各个指

标上的关联系数，得到矩阵 ξi'： 

0.389 0 0.342 6 0.453 2 0.518 3 0.342 6 0.447 4 0.341 8 0.345 1 0.655 6

0.800 3 0.894 6 0.831 1 0.800 3 0.782 6 0.812 0 0.885 3 0.793 9 0.846 6

0.825 9 0.744 4 0.857 0 0.819 3 0.845 0 0.966 7 0.747 8 0.829 1 0.856 6

0.724 2 0.837 8 0.785 6 0.819 3 0.967 5 0.802i 
5 0.966 3 0.954 5 1.000 0

0.709 3 0.647 4 0.559 7 0.577 9 0.457 7 0.567 9 0.535 4 0.487 3 0.619 0

0.565 3 0.524 7 0.659 2 0.690 4 0.572 8 0.669 2 0.566 4 0.513 6 0.764 5

 
 
 
 
 
 
 
 
  

 

3.3.4  关联度计算及排序 

计算关联度。因为关联系数是比较数列与参考数

列在各个时刻（即曲线中的各点）的关联程度值，所

以它的数不止一个，然而信息过于分散将不便于进行

整体性比较，因此有必要将各个时刻的关联系数集中

为一个值，即求其平均值，作为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

间关联程度的数量表示，平均值 ri 称为 Y（k）与 Xi

（k）的关联度： 

1

1
( )1, 2, ,

n

i ik
k n

n
 


 

 
(3) 

式中：n 为每个向量的维度，也就是每个元素的

特征数量。通过关联度排序得到结果，对子序列与母

序列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因此可按照关联度大小排

序得到各设计因子的重要度，反映了设计因子与文物

之间的映射程度。 

后，根据式（3）获取每个设计因子与原文物

的关联度： 

ri=[0.669 0  0.665 2  0.691 0  0.704 3  0.661 4 
0.710 9  0.673 9  0.653 9  0.790 4] 

对一级基元与原文物的关联度进行排序： 
I9>I6>I4>I3>I7>I1>I2>I5>I8 
同时用相同的步骤对二级基元与子图案进行灰

关联分析。 

得到二级基元与文物的关联度： 
ri=[0.678 4  0.665 5  0.530  0.541 8  0.603 2  

0.517 5  0.669  0.721 6  0.725 3  0.646 6  
0.693 5  0.749 7] 

二级基元与文物的关联度排序: 
T12>T9>T8>T11>T1>T7>T2>T10>T5>T4>T3>T6 
子图案与文物的关联度: 
ri=[0.639 2  0.804 5  0.579 7  0.752 1  0.674 2  

0.716 9] 
子图案与文物的关联度排序： 
C2>C4>C6>C5>C1>C3 
从每个设计因子关联度的大小可以看出设计因

子的重要程度，关联度大的设计因子在后续设计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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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频次将会较多，对设计方案也会有较大的影响。

根据 3 组设计因子关联度大小进行设计创作，其设计

结果与原文物之间能相互映射，使设计方案与原文物

的联系更加紧密。 

3.4  色彩元素的归纳 

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色彩的运用是极为重要的
一部分。为了满足风格、喜好、场合等不同的消费者
的需求，同款不同色成为许多产品的设计策略[11]。以
下通过 2 个途径来进行色彩提取。一是对器物固有色
的提取，斗彩璎珞纹贲巴壶纹样以红、黄、绿为主色，
色彩丰富绚丽、沉稳端庄，色调冷暖交替，色彩搭配
舒适协调，是经典的橙兰配色，可直接运用到文创的 

色彩设计中。原文物的配色饱和度和对比度较高，因

此色彩提取的第 2 个途径是在色彩情感化的引导下，

对当下流行色的风格特征进行描述，并对收集到的感

知词汇进行聚类分析。筛选掉意思过于相近的词汇，

将筛选出的词汇进行问卷调研，得到排名前 8 的风格

特征描述语汇为时尚的、简约的、百搭的、活泼的、

沉稳的、清爽的、温柔的、现代的。根据风格特征语

义词汇利用李克特量表法对色彩元素进行评价，由此

生成色彩分析感官评价图谱[12]，见表 7。 

选取评价值较高的色彩因子，在原色值的基础上

进行明度和纯度的变化，从而得到一批符合现代审美

的色彩基因库，见表 8。 
 

表 7  斗彩璎珞纹贲巴壶色彩感知图谱 
Tab.7 Color perception atlas of Ben Pakistan pot with doucai Yingluo pattern 

          

c 33 74 82 28 1 71 79 33 59 32 23 45 43 77 28 6 74 9 5

m 11 38 53 60 33 63 42 44 22 80 86 4 24 37 21 40 43 28 10

y 40 75 75 65 31 7 48 3 29 84 100 36 16 52 50 24 63 39 53

k 0 1 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评价值 4.3 3.4 3.8 4.0 4.4 4.2 3.8 4.7 4.1 3.9 3.7 4.3 4.6 4.2 4.1 3.5 3.4 4.5 4.0

感官词 轻松 自然 大气 沉稳 平和 时尚 高贵 浪漫 开朗 端庄 热烈 清新 清爽 现代 平静 可爱 娴静 温柔 阳光

 
表 8  符合现代审美的色彩 

Tab.8 Color in line with modern aesthetics 

         

原色值         

         

         

 

4  案例验证 

4.1  设计分析 

根 据 设 计 因 子 集 合 I ∈ {I1,I2,I3, … ,I9} 、 T ∈

{T1,T2,T3,…,Tn}、C∈{C1,C2,C3,…,Cn}，以及灰关联度

排序后的设计因子，进行聚合变换。 终得到以灰关

联分析为导向的斗彩璎珞纹贲巴壶设计因子二次聚

合变换创意图案，见图 4。从图 4 中可以看出 终聚

合后单位设计因子的位置所在。画面中心为兽面璎珞

纹，此纹样同时也是贲巴壶的视觉中心，使其绕兽面

璎珞纹进行不同角度、不同大小的圆周阵列，画面中

的珍珠元素代表文物中的白色乳钉纹，画面 外延为

云纹不同方向的线性阵列，此纹样也为贲巴壶 高处

壶口的纹样，恰似斗彩璎珞纹贲巴壶摊开的样子。画

面与贲巴壶壶体纹样之间相互呼应，在创新的同时又

保留了原文物井然有序的纹样特征。 

为了突出原文物的特征，依据前文提取的原文物

的固有色彩因子对其进行配色。根据前文的色彩感官

评价衍生出 2 款配色方案，见图 5。 
 

 
 

图 4  设计因子二次聚合变换分析 
Fig.4 Analysis of the second aggregation 

transformation of design factors 



246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5 月 

 

 
a                                  b 

 

图 5  衍生配色方案 
Fig.5 Derived color scheme 

 
4.2  以情境为导向的设计应用 

文化创意设计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的，其文

创产品的设计也应当融合在相应的情境和氛围中[13]。

收集用户对该文物文创产品的认知、需求、记忆和联

想等信息，归纳整合后形成一个期望值，设计师通过

用户的期望值根据文物的纹饰、色彩、形态、文化内

涵、风格意象等，使不同要素实体化[14]。在用户需求

情境的导向下，找到与文物元素气质相契合的载体，

使纹饰、色彩、形态、文化内涵、风格意象等要素有

序地结合起来，提升文化创意设计产物在情境中的氛

围感，进而满足用户对文创产品的情感需求、功能需

求及重用欲望。 后生成的文化创意设计产物应满足

大情境动态关系，即人—文创产品—环境、文创产品—

设计因子—文物之间相互映射、相辅相成。 

根据前文对斗彩璎珞纹贲巴壶认知属性的分析，

在情境导向下将与其气质相符的产品作为载体，并将

图案应用于现代设计中。在设计过程中结合产品的功

能、外形，可进行局部应用或整体应用。色彩是产品

风格倾向的第一视觉要素，在原调性不变的基础上对

文创产品进行多方案的配色，同款不同色便于消费者

有更多的选择。基于斗彩璎珞纹贲巴壶纹样的文创设

计及包装设计见图 6。 

 

 
 

图 6  设计案例 
Fig.6 Design case 

 

5  结语 

传统器物纹样是中华民族的绚丽瑰宝，为文化创

意设计提供了丰富的价值源泉，使文创产品具有更深

刻的文化内涵。针对文化创意设计中产品与文物之间

的关联度低等问题，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了一种

有效保证创新纹样继承性的方法模型，提升了受众对

文化创意产品的可识别性，并通过案例验证了其通用

性。期望通过该方法，解决传统文化元素创新设计中

的图形关联度问题，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得以传承

与发扬，出现更多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创产品，使优秀

传统文化元素在艺术设计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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