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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国内设计叙事研究的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以便客观可信地解读国内设计叙事研究

的特征和动态，继而获得阶段性的总体认知。方法 量化分析和质化论述结合，以 CNKI 数据库中的设

计叙事核心期刊文献为研究的数据来源，通过 VOSviewer、Citespace 等工具进行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解读与论述设计叙事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结论 检索范围内设计叙事文献年度发文

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理论概念、效用价值、实践场景、媒介形态和方式路径等方

面；呈现出从跨学科理论引介到基于设计学科方法构建，从设计理念和形式的语言学符号诠释转向设计

体验构建，从以空间类为主全面扩展到各种设计题材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更加关注叙事对于设计的意义

构造、情感体验，强调叙事对于设计的个性化和差异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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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nalysis on Bibliometrics of Design Narrative Research in 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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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make a quantitative visual analysis on the literature of design narrative research in China, 

in order to objectively and credibly interpre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s of design narrative research, and then obtain 

phased overall cogni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discussion were combined to make a quantitative visual 

analysis by VOSviewer and CiteSpace with the core journal literature of design narrative in CNKI database as the data 

source of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is, the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design narrative research were further inter-

preted and discussed. The number of design narrative literature published annually within the search scope shows a rapid 

upward trend, mainly focusing on theories and concepts, utility and value, practice scenarios, media and forms as well as 

ways and paths. It presents a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trend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ory to the con-

struction based on the design discipline method, linguistic symbol interpretation of design concep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esign experience and space-based categories to various design themes and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meaning structur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narrative for design, and emphasizes the personalized and differentiated expression of narra-

tive fo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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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叙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扩大，

对叙事的应用早已超出故事讲述的范畴，扩展为人类

基本的阐释模式和认知方式，并延伸到包括设计在内

的各个文化领域。把叙事应用到设计中，是一种既实

用、又有力的策略，在这里，叙事被默认为一种支撑

设计的方法和机制。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设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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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应用叙事进行研究和实践，围绕着设计叙事进行
的探索成为当下设计界的一个热门议题。近年来，关
于设计叙事相关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文献成
果。这些文献成果背景多元、结构复杂，如果仅采用
质性文献研究方法难以精准、客观分析和把握该领域
研究热点主题与演进趋势。基于此，本研究以 CNKI
数据库的核心期刊作为文献数据，应用文献量化工具
进行可视化分析和论述，力求更加客观、可信地描绘
该领域研究的全局概况，继而可以为该领域后续研究
者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整体概览和文献导引。 

1  研究方法与文献统计 

1.1  数据来源 

以 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期刊文献为计
量分析的数据来源。期刊文献选择限定为《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北大核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
期刊要览》（CSSCI）、《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3 种收录类型，时间不限。首先，对“设计叙事”研
究文献进行篇名、主题、篇关摘、关键词等多组合预
检索，测试和对比各种检索结果数据的完整性和有效
性。最终，确立文献高级检索模式以主题“设计”（精
确）AND 主题“叙事”（精确）匹配的检索式进行文
献检索。检索共获得检索文献 789 篇，为了更进一步
保证研究的有效性，通过仔细阅读研判，把与设计学
科主题及内容不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手动剔除，并对缺
失关键词、作者等关键信息的干扰文章进行了排除，
文献检索最终更新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6 日，确定 473

篇文献作为分析数据。 

1.2  研究方法 

借鉴已有文献计量分析研究中采用的方法。以
VOSviewer（1.6.16 版本）和 CiteSpace（5.8.R3 版本）
两款软件为主对设计叙事的文献数据进行计量可视
化计算和呈现，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解
读和论述，形成有价值的研究理论。VOSviewer 和
CiteSpace 是目前全球广泛使用的学术分析软件，基
于 JAVA 语言。其中 VOSviewer 具有可以对文献进行
合作网络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引证分析、文献耦
合分析和共被引分析等功能。CiteSpace 这款软件除
了具有 VOSviewer 主要分析功能外，还能够通过时
间切片处理呈现关键信息的发展趋势动态。概括而
言，这两款文献分析软件优势逻辑在于可以通过对文
献计量关系的计算，发现和挖掘文献数据中潜在的规
律和信息。对于本研究而言，结合两种分析软件对筛
选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能减少主观信息过滤选择
带来的失真和偏见，可以更清晰、高效地掌握设计叙
事的研究热点与趋势。 

1.3  文献特征统计 

1）年度文献分布。设计叙事文献的发文量不仅是

反映其研究持续性与关注度的体现，而且对其分析还

能够从时间维度上体现研究的发展速度和特征；通过

发文量可以有效分析设计叙事的研究动态，为后续研

究提供量化数据要素支持。设计叙事文献年发文量分

布见图 1，文献发文量各个阶段特征鲜明。因此，自

2006 年起设计叙事研究发文量也经历了类似“缓慢起

步—平稳发展—蓬勃扩展”的三个发展阶段：2006—

2011 年处于起步期，这个阶段发文数量的年平均值都

是个位数，其中 2006 年 4 篇，2010 年为 9 篇；2012—

2017 年处于发展期，自 2013 年后都保持在每年 20

篇以上的发文量，表现为一种平稳发展的状态；从

2018 年开始处于蓬勃发展状态，每年文献发表数量

均达到 40 篇以上，其中 2021 年发文量达到 103 篇，

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从发文量的数字统计来看，设计

叙事的研究已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

其受关注程度呈年度递增态势。 
 

 
 

图 1  设计叙事研究发文量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in design narrative research 
 

2）载文期刊。对刊载设计叙事文献的学术期刊进

行统计，以分析国内该主题研究成果的主要发布平

台，最终确定的 473 篇文献分布在 143 本期刊中。这

些期刊可以分为艺术设计类专业期刊，如《装饰》和

《包装工程》等；美术加设计的期刊，如《南京艺术

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美术观察》《新美术》

《美术学报》等；综合性社会科学类期刊，如《江西

社会科学》《艺术百家》《东南文化》等。基于数据统

计发文量排名第一的期刊是《装饰》，合计发文量 81

篇，约占文献总量的 17%；排名第二的期刊是《包装

工程》，发文量为 60 篇；排名第三的期刊是《南京艺

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发文量为 23 篇。从

期刊的发文量数据分析可以看到，《装饰》和《包装

工程》艺术设计类专业期刊处于设计叙事研究的主要

学术阵地。同时也可以看出，国内设计叙事载文期刊

比较多元，涵盖了艺术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规划、

电影、戏剧、博物馆等不同学科门类，充分体现了设

计叙事研究的跨学科属性，见表 1。从高产期刊的分

布来看，专业艺术设计类期刊是推动设计叙事研究发

展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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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被引文献。表 2 设计叙事高被引文献分布

TOP 10 数据统计可以看到，国内设计叙事研究比较

集中的是空间类题材，包含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

和博物馆空间设计等。发表时间基本都在 2013 年之

前，Top10 文献中只有 1 篇是在 2013 年之后，为 2016

年发表。基于高被引数据来看，陆邵明可以被认为是

国内设计叙事研究领域的核心学者，且建筑空间类题

材的设计叙事研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表 1  TOP10 高产核心期刊统计 
Tab.1 Statistics of TOP10 high-yield core journals 

排序 期刊名称 复合影响因子 综合影响因子 发文数量 收录情况 

1 装饰 0.875 0.533 81 中文核心、CSSCI 

2 包装工程 1.463 0.996 60 中文核心 

3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0.602 0.343 23 中文核心、CSSCI 

4 建筑学报 1.635 0.827 12 中文核心、CSSCI 

5 美术观察 0.224 0.106 11 中文核心 

6 电影文学 0.249 0.049 11 中文核心 

7 四川戏剧 0.256 0.112 10 中文核心 

8 艺术设计研究 0.547 0.447 7 CSSCI 

9 规划师 2.453 1.414 7 中文核心 

10 工业建筑 0.882 0.551 7 中文核心、CSCD 

 

表 2  设计叙事高被引论文 TOP 10 
Tab.2 TOP 10 highly cited design narrative papers 

排序 篇名 作者 期刊名称 发文时间 被引量 下载

1 
当代建筑叙事学的本体建构——叙事视野下的

空间特征、方法及其对创新教育的启示 
陆邵明 建筑学报 2010-04-20 144 3 556

2 建筑叙事学的缘起 陆邵明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10-25 104 2 042

3 
基于景观“叙事语法”与“层积机制”的历史城

镇保护方法研究 
萧竞、曹珂 中国园林 2016-06-10 92 2 495

4 
存量型城市设计路径探索：宏大场景 VS 平民叙

事——以南京市鼓楼区河西片区城市设计为例 

陈沧杰、王承华、

宋金萍 
规划师 2013-05-01 80 1 667

5 
叙述历史的空间——叙事手法在名城保护空间

规划中的应用 
萧竞、曹珂 规划师 2013-12-01 72 1 610

6 
场所叙事及其对城市文化特色与认同性建构探

索——以上海滨水历史地段更新为例 
陆邵明 人文地理 2013-06-15 71 2 540

7 叙事空间设计解读 
张楠、刘乃芳、

石国栋 
城市发展研究 2009-09-26 70 1 909

8 论空间的叙事性设计 杨岩 艺术百家 2007-11-15 67 1 274

9 叙事空间——构建展示空间的情感体验 童小明 装饰 2012-10-01 60 1 781

10 设计的叙事——论后现代设计中的非物质设计 屠曙光 新美术 2008-10-15 58 1134

 
2  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研究的热点主题 

关键词是体现设计叙事文献主题、内容、思路以

及研究方法的关键性词汇，是文献研究的高度提炼，

是信息计量研究的重要指标内容。对设计叙事文献关

键词进行计量聚类分析可以可视化呈现其研究热点。

应用 VOSviewer 对 473 篇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

形成关键词共现聚类的可视化图谱。在此基础上，结

合对于文献的深度研读，可以把设计叙事关键词共现

聚类排序靠前的研究归纳为 5 个热点主题：#1 叙事—

设计叙事的理论概念、#2 叙事性—设计叙事实践的

效用价值、#3 博物馆—设计叙事的典型化实践场景、

#4 空间叙事—设计叙事的媒介形态、#5 叙事设计—

设计叙事的方式路径。见图 2、图 3。以可视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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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设计叙事研究关键词共现聚类热点图 
Fig.2 Co-occurrence clustering hotspot map of key words in design narrative research 

 

 
 

图 3  设计叙事研究关键词共现聚类网络图谱 
Fig.3 Co-occurrence clustering network map of key words in design narr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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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线索，对这 5 个主题共现聚类展开研究分析可以深

入性地刻画和解读设计叙事的研究热点。 

2.1  叙事：设计叙事的理论概念 

该主题聚类连接强度为 141，主要包含叙事理论、

叙述者、受述人、叙事美学、消费社会等关键词。很

多研究者把叙事学的相关理论看作是设计叙事逻辑

源起和理论依据[1]，认为设计叙事是以叙事学为理论

指导的一种设计方法[2]。因此，学界纷纷把语言学、

文学等理论中的叙事术语转化为设计叙事的实践概

念，如把设计者看作是叙述者、体验者看作受述人，

立足于把叙事美学看作是设计叙事的一种评判要素

都是该聚类关键词的体现。研究者们认识到促成设计

进行叙事的直接动因是社会科学所谓的叙事转向。叙

事转向使叙事研究扩展到各种领域，表现为从专注小

说为主的文本研究转向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下的文化

产品研究[3]，推动很多包含设计学在内的人文学科都

开始应用叙事进行理论研究和创新实践[4]。促成设计

应用于叙事的另一个重要动因是后现代强调多元化

体验的消费文化需求。屠曙光[5]在《设计的叙事——

论后现代设计中的非物质设计》中，探讨了设计叙事

是消费社会语境下重视体验的设计取向标志之一，表

现为由“为人造物”转为“为物叙事”，通过叙事增加

设计附属消费价值，继而打动用户。杨祥民[6]更进一

步指出后现代的设计主张不仅需要关注设计的功能

体验，还需要关注设计的意义体验，叙事能增加设计

的意义体验。该主题聚类研究的热点分析反映出，研

究者不仅立足于设计学科来进行设计叙事研究，还致

力于站在文化和哲学的角度，将设计叙事理论和概念

研究与共时社会语境的需求问题结合起来探讨。 

2.2  叙事性：设计叙事的效用价值 

该主题聚类连接强度为 103，热点关键词主要包

含叙事学、情节设计、符号学、建筑空间、文化传承

等。叙事学理论认为叙事性就是故事的可读性，叙事

性需要通过情节设计来实现，情节是组织故事的逻辑

和代表故事的品质，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设计叙事，

所以设计叙事也需要重视情节设计。按照著名叙事学

者赵毅衡的观点，设计叙事属于一种广义叙事，应该

归为符号学的范畴。因此，很多设计叙事的效用和价

值研究都和符号学联系起来。设计中的叙事性实践效

用和价值主要体现在叙事有助于设计沟通交流[7]、增

强设计的趣味体验[8]、使设计更有内涵等诸多方面[9]。

正是如此，建筑设计师认为叙事的价值不仅是建筑师

开展建筑设计实践的有效工具[10]，叙事还能文化地建

构建筑的社会意义[11]。对产品设计而言，叙事具有注

重关联性、时序性与感染力三个优势特征，有助于用

户与产品之间建立更深刻的互动关系及信任依赖[12]。

信息设计研究者认为，叙事能给信息设计带来更加人

性化的体验，交互叙事能多维度刺激使用者的感官，

可以激发使用者对信息的主动搜索[13]。站在设计的功

用性角度来考虑，应用叙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叙事

性主题的研究热点主要在于阐述设计叙事效用和价

值的存在，并且能结合实践解释其独特性，进而能够

探索恰当的表达形式和实现路径。 

2.3  博物馆：设计叙事的典型化实践场景 

博物馆聚类主题连接强度为 70，包含展陈设计、

跨媒体、展示体验和数字技术等关键词。博物馆作为

设计叙事的典型化实践场景，可以归因于二。一是当

下博物馆空间越来越多地被概念化为叙事环境，这种

观点是将博物馆展览作为讲述故事的场所，而不是知

识的宝库。所以博物馆逐渐从“收藏和教育为中心”

转向“以体验为中心”[14]。该主张下的博物馆空间被

看作一种跨媒体叙事方式，叙事媒介有展览文本、展

品、空间、图文、影像、技术等多种要素。因此，博

物馆几乎可以为各种叙事研究提供场景对象。不仅设

计学科的信息设计、室内设计、展示设计、工业设计

等专业能在博物馆这个场景里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和

话题，博物馆学、语言学、数字技术等学科和专业也

可以基于不同立场在博物馆这种题材里从事和设计

叙事相关的探索。 

二是博物馆具有多界面的叙事特征，既可以对其

整体展览进行设计叙事，也可以集中于片段，从不同

角度论述，通过设计叙事来优化博物馆的参观体验。

如具体于博物馆空间节奏体验，孙媛媛[15]指出叙事可

以有效地控制展示空间的无序关系，将诸多空间单元

编排成为一种有内在张力与逻辑的秩序组合；针对展

品缺失问题，李德庚[16]认为通过叙事可以把展览看作

是一种典型的当代文化创作方式，有效应对当下很多

展品缺失的展览困境；还可以通过陈列内容故事化，

把原本零散的造型元素高效地整合起来，使其更具有

情感冲击力[17]。博物馆作为展示人类历史与文化的重

要公共场所，天生就具有叙事的言说属性，不仅作为

设计叙事的重要应用场景，也契合社会与大众对历史

文化的后现代解读态度。 

2.4  空间叙事：设计叙事的媒介形态 

该聚类主题连接强度为 52，主要包含建筑设计、

景观设计、城市设计、博物馆等关键词。不仅是设计，

任何类型的叙事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和呈现一定

的形态。从设计叙事的媒介角度来看，空间叙事就是

把空间作为叙事的载体，意在通过空间讲故事，通过

叙事建构空间的意义体验，增加人对空间的交流和认

同。其实，设计叙事较早就是应用在建筑这种空间类

型的题材上，国外以曲米（Berrand Tschumi）为代表

的一批英国先锋建筑设计师对建筑设计叙事探索可

以视为设计叙事的序曲。国内则是以陆邵明为代表的

建筑师较早进行建筑设计的空间叙事研究，可以说，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以建筑为代表的空间叙事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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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叙事研究的先声。如城市设计的空间叙事，作为

叙事媒介的空间，可以通过“事件”“隐喻”“概念”

等叙事的语言符号进行空间设计，挖掘城市历时性的

文化积累，塑造特别的城市故事和内涵[18]。叙事可以

为建筑空间建构历时性、共时性的关联关系，有助于

将空间的文脉信息及其语境呈现出来[19]。建筑空间的

多层面媒介特点可以将时间进行叙事重构，进行映

射、穿越、拉伸和挤压，激发人与空间环境的对话与

交互[20]。把景观作为空间叙事的文本，从叙事主题营

造、叙事文本建立、空间情境体验三个方面探讨景观

空间营建的策略[21]。 

其次，文字叙事的空间，实质是读者对叙事文本

想象性复建，其形态是一种心理的意向虚构，表现为

抽象的意念；设计叙事的空间则是把想象外化为现

实，其形态是具象的、有形的、可感受和能直观体验

的。空间不仅是设计叙事的一种媒介，更是其形态存

在的方式。设计叙事就是故事的空间化，无论是立体

的建筑和景观设计，还是平面的视觉传达和符号设

计，设计叙事的形态实质上都是空间性的，从形态上

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空间叙事。所以，空间既是设计叙

事的媒介也是其形态的存在方式。 

2.5  叙事设计：设计叙事的方式路径 

该聚类主题连接强度为 49，聚类关键词主要包

含互动叙事、叙事结构、人机交互和混合现实等。作

为一种理论的叙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路径在各种

设计题材中实现，是该聚类主要关注的议题。传统文

字叙事基本是作者设置情节，读者只能单向地阅读和

理解作品。当下，是基于数字媒介主导构建的信息社

会，因此，设计叙事实现方式和路径更强调互动性和

参与性体验，所以互动是本主题的一个重点。费俊[22]

认为如今的叙事场域是混合了物理的现实场域和数

字场域，需要应用跨媒介的方式进行互动叙事。章萌[23]

指出叙事可利用数字媒介让用户参与叙事过程，重新

组织产品体验的结构方式。梁罗丹等[24]则强调叙事在

交互设计中的实现方式是能有效地构建语境、培养同

理心，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帮助使用者建立情境体验。

互动叙事还会让设计者和观众具备换位思考的意识

和同理同情的观念。比如，基于游戏体验设计的互动

叙事能建立一种身临其境之在场体验和角色共情之

认同体验[25]。对叙事结构而言，互动叙事的结构是

非线性的，意味着故事会给解读者留出一定的自由

度，是开放和启发性的，是一种积极性的参与，符

合当下对设计体验的主张。该聚类的研究题材主要

集中在数字游戏、文创产品、数字出版、视觉传播

等领域，并延展到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的数字化虚

拟叙事。研究者从形式、结构、技术和媒介等角度

来积极探索设计叙事的实现方式和路径，尤其关注

的是数字化媒介和技术带来的叙事行为及叙事结构

的变化。 

3  关键词热点迁移分析研究的发展趋势 

VOSviewer 分析的设计叙事关键词共现聚类视

图，只能显示整体的研究热点，不能展示这些热点随

着时间变化的发展和演进，分析的数据相对较为静

止。通过热点迁徙分析则可以从时间维度上解读关键

词的发展变化，能动态化呈现国内设计叙事研究热点

的发展变化和演进趋势。 

3.1  发展阶段归纳解读 

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于文献的计量分析，获得

2 张可视化图谱：关键词突变（Keywords Bursts）图

谱、关键词时间线（Timeline）图谱，详见图 4、图 5。

以图谱为依据线索，结合前边的文献特征统计和热点

分析，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深入阅读，本文把设计叙

事研究归纳为 3 个阶段：基础理论解释、应用方法构

建和多元化探索。后文依次对其进行解读论述。 

2006—2011 年：基础理论解释，该阶段为设计

叙事研究的起步时期。关键词突变词组包含感性叙

事、叙事模型和文化元素等。作为起步，首先需要辨

清和论证设计叙事的理论来源和逻辑依据，设计叙事

的可用性和必要性等。所以此阶段的研究重点涉及叙

事与科学、文化、哲学这些方面的关系和源流论述。

如付志勇[26]基于叙事与科学的对比指出：相对于传统

科学观念下对秩序、简洁和稳定的设计追求，叙事更 
 

 
 

图 4  设计叙事研究关键词突变（Bursts）图谱 
Fig.4 Mutations (bursts) map of key words in  

design narr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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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设计叙事研究关键词时间线（Timeline）图谱 
Fig.5 Timeline map of key words in design narrative research 

 

关注时间性在意义形成中的作用。此阶段的研究者已

经认识到，如果不能将设计活动与文化语境问题结合

起来，其概念是难以得到充分的理解。如研究者认为

处于后现代消费社会语境下的设计美学，实际上可以

看作是一种商品化叙事 [27]；后现代主义提倡感性消

费、符号消费，叙事能从心理精神层面增加产品的趣

味化设计[28]；通过讲故事可以赋予景观设计以历史和

风俗的记忆与尊重[29]。该阶段设计叙事研究主要围绕

着基础理论解释展开，研究的重点在于，关注后现代

设计思潮、消费社会文化语境下设计叙事的意义和价

值，意在通过对基础理论解释，积极地把叙事引介到

设计中。 

2012—2017 年：应用方法构建，该阶段是设计

叙事研究的稳步发展时期。关键词突变词组包含建筑

叙事、叙事模型、叙事思维、叙事元素和叙事性等。

该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类比和分析叙事与具

体设计题材之间的关系和理论背景，积极构建应用于

各种设计主题的叙事方法。如从方法论角度探讨叙事

对建构空间秩序、建筑语义、文化认同的积极作用和

具体实现方法[30]。通过空间与情节、情景与叙事、细

节与特征等方面的重点处理来构建博物馆展示空间

设计叙事的方法[31]。引入文学叙事空间的思维来构建

展示空间情感体验的设计方法[32]。张学东[33]的观点

认为设计叙事是后现代主义设计重拾被现代主义所

抛弃的叙事传统与习惯，构建方法是通过对一系列事

件的组织、编排和表达来满足受众对物质层面和精神

层面的双重需求。比如，可以把产品归纳为主题性、

情境性和关联性三个要素，继而进行产品设计叙事[34]。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空间叙事则可以为汉字字

体设计中叙事思维导入提供手法和理论上的参考与

借鉴[35]。这一阶段设计叙事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把叙事的

相关理论、模型和思维方式应用到对应的设计题材中，

构建具体的设计叙事方法，继而形成可用的理论框架。 

2018 年—2022 年：多元化探索，该阶段是设计

叙事研究的快速发展时期，关键词突变词组包含产品

设计、体验设计、公共空间和互动叙事等。多元化探

索主要体现在题材、方法和理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

面是题材的多元化，具体是指设计叙事研究涉及各种

各样的设计题材，不仅有传统的空间、景观等题材，

还扩展到体验设计、交互设计、服务设计、文创产品、

产品包装、APP 设计、品牌设计、服装设计、文字设

计等题材，可以说叙事无所不在。第二个方面是设计

应用叙事的方法更加多元化。比如，任英丽等[36]把巴

克雷自传叙事连贯性分析模型作为一种服务设计的

研究方法；薛艳敏和武优探索[37]应用叙事主题和叙事

表现方法进行老字号包装创新设计；李文嘉[38]等应用

认知叙事方法探讨文创产品的叙事解释框架等。第三

个方面是这一阶段设计叙事的研究并不囿于单一的

叙事学作为理论来源，还积极地从现象学、符号学等

方面进行阐述[39]；同时积极尝试从各种题材的理论经

验中作互相借鉴，如将电影叙事结构理论运用到空间

设计叙事中[40]，用蒙太奇手段探讨电子儿童绘本创作

的叙事实践设计[41]，借鉴中国传统叙事文化探讨文字

设计叙事等[42]。 

3.2  演进趋势总结分析 

基于上述对设计叙事研究发展阶段的归纳解读，

发现设计叙事研究的演进有一些趋势可循端倪，本文

进一步将其总结为以下三个走向线索：设计叙事研究

呈现出从跨学科理论的引入、模仿到基于设计学科的

本体性策略和方法构建的转变，更加关注叙事的意义

和通过叙事赋予设计的价值；设计叙事研究从对设计

理念和形式的语言学符号诠释，转换到基于复杂性体

验的意义构建，从理论层面设计诠释走向注重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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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的设计实践；设计叙事研究从以公共类建筑、景

观、博物馆等空间类题材为主，扩展到服务设计、交

互设计、文创产品等各种类型的设计题材，呈现出全

面发展的态势。综合前述，粗略勾勒设计叙事研究的

演进趋势导图，并形成本文的整体研究进路拓扑图

谱，见图 6。 
 

 
 

图 6  设计叙事研究拓扑图谱 
Fig.6 Topology map of design narrative research 

 

4  结语 

本文基于对 CNKI 设计叙事研究核心期刊文献

的计量分析，重点探讨和论述了研究的热点主题与发

展趋势，基本实现了对于国内设计叙事研究的阶段性

总体解读。基于计量分析的方法，丰富和拓展了设计

叙事研究的理论体系与视角，为将来更进一步深入探

讨奠定了数据和理论基础。同时，本研究并没有仅仅

停留在对设计叙事文献的计量数据分析，而是以数据

为基础线索展开深度理论思考和经验总结，构建和描

绘的可视化图谱可以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具有参考价

值的整体概览和文献导引。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基

于上述分析还可以看出，当下国内设计叙事的一些研

究对于叙事概念和术语的理解，主要是停留在基于文

本分析层面的叙事学理论借鉴和参考，而对于叙事更

为本质的理念、主张、逻辑和机制等方面的关注较少，

偏重于对叙事的规则性应用，而非原理性的理解和把

握。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认为，将来设计叙事研究在

视角拓展的同时还需要更积极地向内向深去挖掘，应

该在本体论和方法论这些形而上的层面给予更多关

注和探索，继而能为设计研究提供更加人文的智思，

以应对大数据和智能计算等前沿技术发展对设计研

究带来的变化需求和复杂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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