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 装 工 程 第 45 卷  第 4 期 

380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4 年 2 月 

                            

收稿日期：2023-09-23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21BMZ012）;广西艺术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GCRC201910）；贵

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项目（黔教技[2022]363 号） 

设计叙事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概念界定 

马全福 
（广西艺术学院，南宁 530000） 

摘要：目的 立足于设计学科的发展特征分析设计叙事研究的学科背景，根据学科特征对设计叙事研究

的相关概念加以界定，尝试建构属于设计学科的叙事评判标准。方法 立足学界研究现状，系统梳理设

计叙事研究的学科背景与发展趋势，用比较研究法详细论证叙述学与叙事学、叙事设计与设计叙事、叙

事性设计等概念的异同，并对是否叙事的判断标准加以界定。结论 从设计学科的叙事研究的深度与广

度考虑，在表述整个学科时统一用叙事学、设计叙事研究称谓较为合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关于叙

述还是叙事的使用建议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可依据两种概念指涉的异同，参照各自表述对象及内容而定。

可把“是否有人物参与”和“是否产生状态改变”作为叙事与否的最重要评判标准，充分考虑设计学科

与叙事学科的特征与关系，建构开放多元的设计叙事评判标准，为后续设计叙事学的建立奠定前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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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Narr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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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discipline background of design narrative research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sign discipline and define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design narrative research based on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the discipline, so as to attempt to construct narrative evaluation standards that belong to the design discipline. 

Based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e discipline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design narrative research were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was used to demonstrate in detail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oncepts such as narrative and narratology, narrative design and design narrative, and 

narrative design, and define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to narrate. Based on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design nar-

rative research,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use the terms of narratology and design narrative research. In the specific research 

process, the suggestions on use of narration or narrative depen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It can be based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 referring to their respective expression objects and contents. The most important 

criteria for judging narrative are "whether there are characters involved" and "whether there is a state change", which fully con-

sider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design discipline and narrative discipline, constructs open and diverse design 

narrative judgement criteria and lays a preliminary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design narratolog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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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叙事研究是近年来设计研究的一个热门话

题，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在设计学科各专业方向都

有研究实践，也初步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然而在梳

理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时发现，普遍存在对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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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定不清，出现了诸如叙述与叙事、设计叙事与叙

事设计、设计叙事研究、叙事性设计研究等混用，给

后续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迷惑与混乱。同时，没有根据

学科特点对是否属于设计叙事的判断标准加以论证，

基本上还是照搬了文学叙事研究体系，借用了相关概

念、研究范畴及判断标准等。立足于设计学科特点，

系统讨论设计叙事研究中的相关概念、特征、范畴及

判断标准等，建立属于设计学科的叙事研究标准，从

而避免在研究中出现概念的混用，或因判断标准不明

导致出现方向性错误。 

1  设计叙事研究的学科背景 

设计叙事研究是基于设计学科与叙事学之间的

跨界研究，两个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需要

充分兼顾两学科专业特征进行系统研究，避免出现绝

对片面化倾向或根本方向性的偏差。从设计学科的发

展源流来看，其始终与视觉艺术关系密切，具有视觉

艺术所具有的一般性特征。因此，设计叙事研究首先

可置于视觉叙事框架下进行，以便准确把握研究方向

及范畴。 

1.1  设计叙事研究背景 

视觉叙事先于语言文字叙事存在，在文字未出现

的远古时期，人们依靠结绳、刻符、舞蹈、肢体语言

等进行叙事交流，就叙事话语、叙事媒介、传播形式

及感知方式等特征而言，其整个叙事流程主要依靠视

觉机制来完成叙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进

步，及视觉媒介的不断更新发展，衍生出许多新的叙

事形式，视觉叙事随之越发普及，成为人们生活中极

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视觉叙事的发展主要经历了 4 个

阶段：自发稚拙的符号叙事、自觉理性的再现叙事、

自主追求的表现叙事、形式多元的叙事狂欢。 

叙事学于 20 世纪 60 年代确立至今，完成了从经

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转向，从结构主义分

析转向了解构主义研究，研究对象也从文本内部转向

文本之外[1]。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突破了学科边界，吸

收了文艺批评、接受理论、诠释学、女性主义等文艺

思潮，叙事学开始多元化发展，涌现出如舞蹈叙事学、

戏剧叙事学、网络叙事学、电影叙事学、身体叙事研

究等，一时呈百花齐放之势。 

作为视觉叙事范畴的设计叙事历史悠久，但真正

意义上的设计叙事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欧洲，

最初主要在建筑设计领域进行，其中曲米、库特斯等

在 AA 建筑联盟学院进行的建筑叙事研究，对叙事学

在设计学科各专业领域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

在学习欧洲建筑叙事研究的同时，受近年来设计学科

的跨学科、多元化发展的影响，设计叙事研究逐渐被

关注。以 2012 年南京艺术学院举办“设计与叙事”

为主题的全国设计学青年论坛为标志事件，设计叙事

研究首次以会议论坛形式集中亮相，受到了业界广泛

关注，对设计叙事研究在国内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响。2018 年《包装工程》策划了一期《叙事性设计

研究》专题，再次集中展示了设计叙事研究的部分思

考与成果[2]。近年来设计叙事研究逐渐成为设计研究

的一门显学，以设计叙事为词条查阅知网，从最早出

现的 1999 年开始至今共有 1 531 条，其中 2013 年至

2023 年，有关设计叙事的词条就占了 1 422 条，可见

设计叙事研究在近十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从研

究的视角、深度及广度看，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逐步

的丰富、加深及扩大。 

视觉性与空间性是传统设计学科的最大特征，这

与语言文字叙事的时间性、线性特征有很大区别。在

设计逐步突破学科边界、寻求跨界融合的当下，设计

媒介的多元和表现形态的多样，各种数字技术被开发

应用，数字影像、交互设计等大放异彩，使设计叙事

在保留原空间非线性结构特征的同时，开始关注信息

传达过程中的时间线性机制及交互体验。因此，当今

设计叙事具有时空一体，线性与非线性并存的综合特

征，这也弥补了传统绘画、雕塑等视觉叙事中线性时

间的缺失问题。设计叙事对新数字技术的使用，改变

了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研究范式，呈现出了全新的叙

事模式，尤其在近年成为研究的热门[3]。 

从设计叙事研究的学科特征来看，叙事文本的建

构与信息传播过程中受众的参与是必要的，因此在设

计叙事研究中引入文本解读、文艺批评等理论是必要

的，这些理论既可参与设计叙事文本的建构，同时也

能指导受众对叙事文本的解读。设计叙事研究需以开

放的姿态引入女性主义、图像学、符号学、诠释理论、

接受理论、互文理论、图像符号学等文艺理论，为其

叙事的完成提供理论支撑。同时需从信息的传播方式

入手，全程把控信息传播流程。设计叙事的传播流程

与文学叙事不同，设计叙事的信息不局限于单向线性

传播，而是多种传播方式并存的。如叙事信息传播主

要包含“叙述者-叙事内容-叙事媒介-叙事话语-叙事

效果-受述者”等六大要素，这六大要素之间并不是

固定单向传播，尤其在交互设计叙事中各要素之间相

互关联，其中受众主动参与叙事文本的解读与建构显

得尤为重要，叙述者与受述者甚至可以是同一个人，

信息传播过程呈现出开放多元的交叉环套状特征。 

1.2  设计叙事媒介类型 

从设计学科的漫长发展历程可知空间视觉性是

其主要特征，故一般认为设计叙事属于视觉叙事研究

范畴，其叙事媒介归属于视觉媒介。设计学科在不断

跨界与突围中发展，专业门类划分越发精细化，许多

新兴专业方向不断出现，边界模糊与形态多元成为最

大特征。尤其是在近十年的发展中，设计的表达形态、

设计思维及方法等都产生了颠覆性变化。设计叙事突

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视觉性、空间性叙事特点，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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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设计类别中具有了时间性、线性叙事功能。叙事

媒介在视觉基础上，逐渐融合嗅、听、味、触等相关

媒介。可见在设计叙事研究过程中空间视觉性是其叙

事基础，兼顾线性时间特征进行分类研究，由此才不

会出现以偏概全或方向性错误的问题。 

开放多元的设计学科与跨学科发展的后经典叙

事学相结合，决定了设计叙事研究的开放性特点，设

计叙事媒介呈现多样性与多元化的倾向。从目前设计

叙事的发展现状来看，设计叙事研究涉及设计学科所

有门类，设计叙事媒介几乎包括了身边可触及的所有

类型，叙事媒介不尽相同，也因此产生了许多新的叙

事形式。从表达形态划分，设计叙事媒介包括了二维

静态平面媒介、三维静态立体媒介，四维动态影像媒

介、多维体验交互媒介四大类别，此四类叙事媒介基

本涵盖了各设计类型，不同的媒介形态呈现出不同的

叙事方式、情节结构等，见图 1。 
 

 
 

图 1  设计叙事媒介类型 
Fig.1 Design narrative media types 

 

二维静态平面叙事媒介主要包括标志、海报、书

籍、信息图表、插画、包装、染织图案等设计，主要

利用点、线、面、文字、图形等设计要素进行有意味

的组织编排，形成具有一定主题的共时性叙事文本，

空间视觉性是其主要特征。三维静态立体叙事媒介主

要是产品、展示、服装、建筑、交通工具等设计，此

类叙事媒介常包含有二维静态平面叙事媒介的一般

特点，同时利用三维立体组合，形成具有时序性叙事

结构。四维动态影像叙事媒介主要存在于数字媒体艺

术、动画设计、影像设计、移动广告等设计领域，

是以移动影像形式呈现的。此类叙事媒介在立足空

间视觉的基础上，注重叙事中线性时间的编排，弥

补了传统设计叙事线性时间的不足，成为时空一体

的叙事艺术形式。多维体验交互叙事媒介主要在网页

设计、界面设计、游戏设计、交互设计等领域，叙事

过程灵活多变，注重通过互动体验来完成叙事。叙事

过程相比其他三类叙事类型更加开放多元，叙述者与

受述者之间边界模糊，有时候受述者同时也是叙述

者，叙事在人机之间、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交互中

完成，见图 2。 
 

 
 

图 2  交互设计叙事传播流程 
Fig.2 Interactive design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process 

 

2  概念界定 

叙事学自传入中国后，因多种原因所致出现了叙

事与叙述、叙事学与叙述学的混用，给学界研究带来

了不少混乱或迷惑。胡亚敏、赵毅衡、申丹等叙事研

究学者都对相关问题有过探讨，也在一定程度上梳理

了一些概念内涵和外延指涉等问题，但时至今日仍无

定论。叙事学发展至今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文学领域，

逐渐具有了开放性与多元化的跨学科研究特征，涌现

出了很多新的叙事研究门类，但在具体的概念、名称

等使用上仍存在混乱。参考知网收录关于叙事研究文

献的概念及名称，发现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用叙

述、叙述学称谓的大部分存在于语言文学叙事研究领

域，而结合多学科进行的跨界叙事研究中用叙事、叙

事学称谓者居多[4]。国内学界除了对叙事学名称及概

念的混用外，较少有对是否属于叙事的评判标准进行

讨论，尤其在设计叙事等跨学科的叙事研究领域关注

不足。 

文学领域关于叙事与否的评判标准已有专家学

者进行过探讨，但在设计叙事研究领域却没有引起业

界重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常出现泛叙事化倾向，认

为一切设计都是叙事的。设计叙事与传统文学叙事之

间有着一定的异同，借助文学领域关于叙事与否的评

判及概念界定等研究成果，立足于设计学科特征进行

相关概念界定及判断标准的讨论是必要的。 

2.1  叙述学，还是叙事学 

米克·巴尔认为“叙述学是关于叙述文本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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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5]”在热内特的观点中，叙述这个词是一种行为，

具有动作意指倾向，而叙事主要指叙述文本，含有名

词性质。在中文语境中叙述和叙事各有所指，还是比

较容易区分的。关于叙述学还是叙事学，从词源学来

看都是英文单词“Narratology”的翻译，或由法文单

词“narratologie”翻译而来，都只有一个来源。在引

进翻译过程中受各种因素影响，明显带有译者个人主

观选择，出现了叙述学和叙事学两种称谓的混用，从

目前国内的叙事学译著及相关文献可见一斑。如巴

尔·米克《叙述学》、申丹《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

经典》、胡亚敏《叙事学》、怀特·海登《后现代历史

叙事学》、赫尔曼·戴卫《新叙事学》、杰拉德·普林

斯的《叙述学词典》、马丁·华莱士《当代叙事学》、

热奈特·热拉尔《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和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

能》等。可见对于叙述与叙事，叙述学与叙事学的混

用情况比较普遍，受译著影响，此类混用现象在各类

论文写作中更加明显，给学界带来了一定的迷惑。 

国内对叙述还是叙事，叙事学还是叙述学的关

注，在 2004 年胡亚敏先生出版《叙事学》时指出翻

译成叙事学更为合适，因为它不仅涵盖了叙述和故事

两大方面，而且突出了叙事的性质[6]。2009 年赵毅衡

先生发文主张统一用叙述、叙述学，并从语言的从众

原则，在使用便利及学理上进行了阐述[7]。其后申丹

先生作专文进行了探讨，也分别从语言的从众原则、

使用便利及学理上逐项分析。从众原则上例举了学术

界对叙述学和叙事学的使用数据，在学理层面指出叙

述为（叙+述），叙事为（叙述+事情），两个词其指涉

对象明显不同。从叙事研究对象分析，指出叙事学可

指称（叙述行为+故事结构），即（叙述话语+所述故

事），而叙述学指称叙述行为，是对叙述技巧即叙述

话语层面的研究，并给出了根据具体情况使用具体称

谓的建议[8]。谭君强先生在叙述学与叙事学——《叙

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三版）译后记中认为两者

可以并用，无需作出严格区分[9]。孙基林先生从叙事

学发展的经典后经典出发，指出经典叙事学研究指向

故事层，用叙事学之名。而后经典叙事学有跨媒介特

征，主要研究话语层面和修辞表达，因此用叙事学名

不符实。基于叙事学发展中经典与后经典研究对象的

转向，认为“叙述学”更符合当前叙事研究现状[10]。 

综上所述，文学领域中对叙事学还是叙述学都观

点不一，设计学领域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更加少见。从

面向文本内部，重点关注故事层的经典叙事学研究，

转向关注话语层、叙事媒介、接受理论、文艺批评等

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之后，在多学科门类中开始跨界叙

事研究，涌现出了许多新的叙事研究门类，如空间叙

事学、电影叙事学、舞蹈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

游戏叙事学等。关于叙述学还是叙事学的判断，可从

概念及指涉对象加以甄别。通过梳理叙事学科发展，

可知叙事学还是叙述学在国外没有区别，从词源学

看，两者都是同一个词翻译而来。由于中国语言文字

及使用语境特点不同，在实际使用中才产生了一系列

的混用。判断是叙述学还是叙事学，则需从中文语境

下的叙事与叙述的指涉对象，以及当下叙事研究的现

实需要思考，设计叙事研究不能局限于叙述行为而忽

略对故事层的关注。因此，基于叙事研究的统一性与

完整性考虑，选择指涉全面的叙事学（叙述行为+故

事结构）表述似乎较为合理。 

2.2  叙事设计，还是设计叙事 

在设计学科进行的叙事研究中，目前基本都是套

用文学叙事研究中的相关概念及研究范畴等，对叙事

学的概念界定，以及叙事设计还是设计叙事的使用，

并未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此外，在设计叙事研究中

常出现叙事设计、设计叙事、叙事性设计及叙述性设

计等诸多概念的混用，给具体研究造成了一定的迷

惑。如江牧先生的《叙事性设计的修辞》，包括封面

及内文基本都统一采用了叙事称谓，但是在书本中页

脚处都标注了“叙述性设计的修辞”，也许是编辑失

误，抑或有意为之[10]。即便如此，却也真实地反映了

当下设计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的不足。设计学科发展

至今专业界限越发模糊，跨学科研究趋势越发明显，

其叙事研究几乎囊括了现有的各类叙事形态。因此，

设计叙事研究中关于叙事学还是叙述学、叙事设计还

是设计叙事等相关概念、名称的使用上，需立足于设

计学科特征分析叙事研究的对象及内容范畴等，进而

确定使用相关概念名称。 

首先，立足于概念词义及指涉对象，系统梳理叙

事设计、设计叙事、叙事性设计、叙述性设计等概念，

有助于解决实际运用的混乱现象。叙事设计和设计叙

事虽然看似简单的互换位置，但从词语的组织结构

看，设计与叙事都有可能以名词或动词存在，由此产

生不同语义所指。按语言惯性，设计叙事称谓中“设

计”更倾向于名词性质，可理解为关于设计的叙事或

设计如何叙事等（即对设计的历史叙事与设计的形式

语言叙事研究）。而叙事设计可理解为对设计进行的

叙事，即研究如何叙述设计，其表述指向于对设计进

行的叙事，而最为重要的设计本体语言叙事被模糊掉

了。也正是因为这一表述存在缺陷，所以部分学者使

用了叙事性设计或叙述性设计概念，以此来弥补设计

如何叙事，即基于设计的形式语言进行叙事话语的研

究。然而在这一界定之后，顾此失彼，强调了对具有

叙事性特征的设计类型进行研究，却忽略了设计叙事

研究也包括对非叙事性设计类型进行的历史叙事研

究。如前文所述，虽然叙事与叙述在中文语境中指涉

有所不同，但是当以叙事性设计或叙述性设计出现

时，其释义均可理解为对具有叙述性特征的设计类型

进行的叙事研究，指涉对象都是对叙事性设计的历史

叙事与形式语言叙事。两者指涉对象的主要区别在于

有没有对所叙故事进行研究，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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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设计叙事研究中的关键词解析 
Tab.1 Analysis of key words in design narrative research 

词条 释义 指涉对象 设计类型 

设计叙事 
关于对设计的叙事，或设计如

何叙事的研究 
设计的历史叙事与形式语言叙事 

所有设计类型的历史叙事，叙

事性设计类型的形式语言叙事

叙事设计 关于如何叙述设计的研究 设计的历史叙事 所有设计类型 

叙事性设计 
关于对叙事性设计类型进行的

叙事研究 

叙事 性 设计 类 型的 历 史叙 事 与形

式语言叙事（叙述行为+所叙故事）
叙事性设计类型 

叙述性设计 
关于对叙事性设计类型进行的

叙事研究 

叙事 性 设计 类 型的 历 史叙 事 与形

式语言叙事（叙述行为） 
叙事性设计类型 

 
其次，从语言从众原则看，以查询知网收录研究

为例，以叙事学为主题的词条共有 22 700 条，以叙

述学为主题的词条共有 2 877 条；以叙事学为篇名的

词条共有 9 868 条，以叙述学为篇名的词条共有 1 059

条，还可用篇关摘、关键词等搜索叙事学的使用频率。

从查询数据看，除了关键词、篇关摘词条中叙述使用

频率较高外，其余词条显示叙事、叙事学的使用率都

远超叙述、叙述学，见表 2。 

 
表 2  学界对叙事学相关概念的使用数据 

Tab.2 Academic data on the use of concepts  
related to narratology 

词条 主题 篇名 篇关摘 关键词 

叙述学 2 877 1 059 1 531 1 339 

叙事学 22 700 9 868 59 800 6 273 

叙述 197 400 114 900 639 100 305 000 

叙事 246 400 132 300 377 500 16 000 

 
再次，设计叙事研究虽属后经典叙事研究，但基

于对设计学科全面系统的叙事研究考虑，不能因设计

叙事研究属于后经典叙事学范畴，就必须采用后经典

叙事学的解构主义方法，而限制使用经典叙事学的结

构主义方法。如针对诸多经典视觉文本（经典图像、

雕塑、壁画等）进行叙事研究时，并不是只针对叙事

话语层而不涉及故事层。 

最后，面对边界模糊、形式多元的设计学科时，

必须立足于学科特征把握叙事过程的复杂性，如对游

戏设计、交互设计、网络设计等进行叙事研究时，叙

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界限模糊、叙述话语和故事层之间

也不再泾渭分明[12]。叙述者、受述者、媒介、故事、

话语等相互间也不是单向传播，相互间既可以重合，

也可以互为前提，甚至故事结构、叙述话语也是在叙

述者与受述者的交互中产生和体现的，话语层与故事

层甚至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在面对形态多样、体系庞杂的研究对

象时，用指涉叙述行为（话语）的叙述、叙述学表述，

只关注话语层而忽视设计叙事研究中的故事层，其叙

事研究明显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当表述对象为整个

设计学科时，采用指涉较为宽泛的设计叙事表述似乎

更符合设计学科特点。 

2.3  设计叙事学 

近年设计学科的跨门类、多维度发展愈发明显，

当以宏观视角对设计学科进行跨界叙事研究，当表述

的指涉对象为整个设计学科时，笔者一贯主张用“设

计叙事研究”来指称。“设计叙事研究”从学理上来

说，是指对设计进行的叙事研究。基于研究的深度与

广度考虑，旨在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视角（包括设计的

形式语言叙事和设计的历史书写叙事）全面展开对设

计叙事的系统研究，笔者在“设计叙事研究的两个维

度”一文中有过探讨，在此不再赘述[13]。“叙事性设

计研究”则偏向于对具有叙事性特征的设计进行类型

研究。如果把“设计叙事研究”看作是对设计学科进

行宏观整体的叙事研究，其研究内容涵盖了共时与历

时两个方面，而“叙事性设计研究”更偏向于微观的

类型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具有叙事性特征的一类设

计，非叙事性设计的历史叙事被忽略了。可见这些称

谓间存在一定差异，只是在学界的实际操作中未受到

足够关注。基于不同称谓间存在指涉对象的差异，

根据研究对象及内容范畴等来选择合理的表述是必

要的。 

同时，在后经典叙事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建

构各学科门类叙事学时，作为设计叙事研究者，基于

学科建设愿景及研究对象与内容范畴等思考，前期研

究从学科研究的完整性考虑，暂定以“设计叙事研究”

为题合乎情理，期待后续通过设计叙事研究群体的共

同努力，建构属于设计学科的叙事体系，实现“设计

叙事学”愿景。 

2.4  设计叙事的判断标准 

叙事学研究包括了叙述话语和所述故事两个层

面，如何判断是否属于叙事是研究前提，需从叙事的

概念定义出发厘清评判标准。赵毅衡先生在《广义叙

述学》中，专门对叙事学特征进行了清晰阐述，论述

了叙事中到底要不要人物的参与，这成为是否叙事的

关键。语言学家莱博夫认为叙述至少包括一个时间转

换点 [14]。哲学家丹托认为一个叙述时间包含以下序



第 45 卷  第 4 期 马全福：设计叙事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概念界定 385 

 

列：“在第一时间 x 是 f；在第二时间 h 对 x 发生了；

在第三时间 x 是 g”[14]。而普林斯在《叙述学辞典》

中“最短小的故事”词条指出：“仅仅讲述两种状态

states 和事件 event 的叙述……”[15]，只要表达出某

状态因某一事件转变为另一状态，也可看作是叙事的

最简定义。看得出关于是否叙事的论述，莱博夫和丹

托等人认为叙事可以没有人物元素存在，比较宽泛，

如果以这个标准来判断，生活中很多现象都可称为

叙事。 

阿瑟·伯格认为的叙事，叙述可以讲述所有相关

故事内容，故事包含人、动物、宇宙生物等曾发生或

将要发生的事。与普林斯等人观点相似，只是这样一

来动物之间发生的事也就属于叙事了。认为叙事必须

有人物参与的还有格雷马斯、赫尔曼、范迪克等代表

人物，他们认为没有人物参与的叙事是不存在的，各

家学说对人物参与度要求不一样。格雷马斯要求人物

一定要行动，只有这样才算一个情节。范迪克认为人

物必须是自觉有意地造成某一事件的发生，或者是状

态的改变。可见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人物的主动参与，

叙事就等同于科学报告、生物演化、气象记录等，不

能更深入地研究叙事的本质。 

赵毅衡先生把上述观点综合折中，认为：“叙述

必须卷入人物，但是这是对叙述文本的底线定义。[14]”

不过这也并不是说像格雷马斯认为的，人物必须要以

某种特定方式参与事件，而参与时并不是主动加入，

人物也可能是事件的受动者。叙事是研究故事与叙述

行为的学科，如果没有人的参与，那么其叙事研究就

片面化而有所欠缺。没有人参与下的叙事，缺少了叙

事文本的主观性，叙事情节的分析也就更无从谈起。

因此，本文认同赵毅衡先生的论断：“叙事中必须卷

入人物。”本人在“机械复制技术影响下视觉叙事的

复兴”一文中给出如下最简定义：“按照某一意图使

某一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成一个符号文本，随时间的

推移具有相应状态的改变，并具有一定的内涵意义。”

以这个叙事的最简定义为基础，在设计叙事研究中结

合学科特征加以辨别即可。 

设计叙事与语言文字叙事的最大差异是视觉性

与空间性，其叙事过程丰富多样，时间与空间、线性

与非线性同时存在，各类交互设计更是颠覆传统叙事

研究范式。由于设计叙事的叙事媒介、叙事形式、叙

事结构、叙事形态等都与语言文字叙事有一定差异，

在参照叙事的最简定义进行是否属于叙事的评判时，

有时会出现无法对标评判的尴尬。如果严格按照前面

给定的判断标准，那么大部分设计作品似乎都不属于

叙事，其中最关键的是“人物参与”和“状态改变”

条件在设计中容易引起混乱，很多图像类叙事并不是

每幅作品中都有具体人物形象出现，在静态图像中状

态改变也不明显。因此，对是否属于叙事的评判还需

立足于设计叙事学科特征基础上进行。 

首先，设计叙事最大的特征就是开放性与空间

性，其叙事文本的开放性与空间性结构留给受众填补

叙事的空白，叙事过程中受众的主动参与非常重要，

是完成整个叙事行为的重要一环。在评判是否属于设

计叙事时，不能以作品中明确出现人物形象为标准，

一般情况下设计叙事作品中人物参与有两种情形：一

是明确出现具体人物形象；二是不直接出现，而是利

用隐喻、象征、对比、留白……等策略建构一个开放

式叙事结构，通过受众的主动感知产生某种共鸣从而

完成叙事。用符号学能所指的二分法来说，即便能指

层面没有直接出现人物，但是受众依旧可通过对能指

的解读，感知到所指中存在人物参与了叙事，如此即

可解决了设计叙事中关于人物参与评判标准的执行。 

其次，在理清了人物必须参与叙事的评判标准

后，也随之解决了“随时间推移具有相应状态改变”

的评判问题。与“人物参与”标准一样，“状态改变”

也是有两种情形出现，如直接出现“状态改变”在设

计叙事中动态影像较为常见，静态图像中的情节片段

分解也属于此类。而不直接出现的比较多，主要在静

态的图像、文字、产品、服装、工艺、雕塑等设计中

较为常见。与“人物参与”类似，可通过建构一个开

放式叙事结构，使其在设计师、受众及叙事文本的相

互交流中完成叙事，即便作品中没有直接出现状态改

变，但在受众主动参与解读下也可感知到变化而完成

叙事。 

最后，设计叙事研究中关于人物参与、状态改变

等叙事评判标准是建立在以下几个条件基础上的。首

先预设受众具有感知故事、感知时空、感知变化的认

知能力，这是设计叙事研究的前提基础；其次设计叙

事文本结构是开放式的，建构出能够吸引受众产生叙

事联想，期待受众填补的一种开放式结构，在受众主

动参与下完成叙事；最后叙述者与受众之间拥有相同

或相近的文化语境也是重要因素。  

3  结语 

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设计叙事研究，具有很强的

解构主义倾向，文本具有开放性特征，研究对象不再

局限于文本内部结构，兼顾了受众、媒介及各类文艺

思潮间的互动。在设计叙事研究过程中，根据学理、

语言惯性及设计学科特点，深入辨析叙事设计、设计

叙事、叙事性设计及叙述性设计等关键词尤为重要。

根据上述关键词的释义及指涉对象分析，设计叙事的

表述更为贴合对设计学科的叙事研究范畴。 

关于设计学科的叙事研究包括了（叙述层+故事

层）两个方面，即行为层和故事层。当面对经典设计

叙事文本进行结构主义叙事研究时，面对交互设计叙

事的故事层与行为层互为前提的情况时，明显涵盖了

对行为层与故事层的研究。根据前文关于叙述与叙事

的界定，用叙述学来表述则意味着设计叙事研究只针

对“行为层”而忽视对“故事层”的研究。随着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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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的深入，设计叙事走向跨媒介的互动叙事成为

今后的发展趋势，跨媒介叙事的最大特征是媒介平台

的融合、叙事主体的开放多元及故事的持续延展。因

此，设计叙事研究不能缺少对故事层的关注，以叙事、

叙事学表述较为合理。至于在具体行文中对于叙述、

叙事的用法，建议不必采取绝对、非此即彼的区分，

可根据表述对象、研究内容而定。  

关于某一设计是否属于叙事的评判标准，首先需
要对设计叙事的开放性特征有清晰的认识，重点从是
否有人物参与和状态改变两个方面进行，结合设计叙
事的学科特征，强调叙事过程中设计师—叙事文本—
受众之间的多元互动，避免出现方向性错误或混乱。 

设计叙事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热门话题，在理清
相关概念界定及评判标准之外，还需在传统文学叙
事学的知识框架基础上，结合各种后结构主义文论，
确保叙事研究的视角、时空结构等保持完整性与前
沿性。关于设计叙事修辞的研究将是今后需要解决
的重要课题，可借鉴文学修辞学的知识体系，结合
设计学科特点转换为设计叙事修辞，形成一套具有
可行性的设计叙事修辞方法论，以期对设计叙事实
践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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