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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将介绍学生的设计案例，展示学生在设计项目

过程中解决内容和设计之间的常见冲突问题。本文的价

值在于为类似的课程提供了一个思路，提高学生在创意

设计实践中破译和重新解读传统文化内涵的能力。最终，

本文呈现了设计教学过程在部署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策略

方面的潜力。

一、叙事性设计与文化身份

叙事作为一门学科在 20 世纪 60 年代获得其学理意

义，叙事学最初诞生于文学研究领域。随着它的发展，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的叙事学转向中，叙事的定义在各

个人文学科中得到了一系列明确的思考，叙事成为了一

种分析视角，一种解释意义的工具，叙事性设计的概念

便是建立于这一基础之上。

例如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

了他对叙事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见解，他认为人类理解世

界具有一种叙述的形式，我们的生活可以被看作是叙事

性的，且我们的同一性或身份是被叙事地建构的 [1]。叙

事性设计的过程也是如此，通过对图像或文字等媒介的

设计讲述故事或象征性的方式，有助于编织人们的日常

生活、是非观念、信仰、文化认同等。

叙事性设计主要致力于构建新的互动关系。将主题

的故事情节融入到设计中，让人能够自然的体验故事所

在时间和空间的情感。叙事的特点是智力和情感的参与，

故事呼应生活经验，引发人的情绪：从那些较平缓的，

好奇、兴趣、愉悦；到那些更强烈的，快乐、悲伤、恐

惧 [2]。在设计学科中，最早使用叙事过程的是在城市分

析领域。20 世纪 70 年代，奈杰尔·科茨等人发起了一场

名为 NATØ（今日叙事建筑）的运动。专注于街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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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街头文化、感觉和叙事 [3]。随后叙事设计理论在室内

设计，展示设计，平面设计，服装设计，产品设计等领

域获得了广泛的实践。

从泰勒 1871 年在《原始文化》中提出的对文化的定

义开始，文化被认为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

法律、习俗以及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获得的任何其他技能

或习惯的复杂集合 [4]。文化身份的概念已经被设计学科

的研究领域的活动所充实，比如它的”可传递性”和”

过程性”，以及它的”动态性”。叙事性设计作为构建文

化身份认同的方式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

以上说明了为什么叙事理论对文化创意设计过程是

重要的。学生在设计实践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很难通过

设计表达一种文化或文明的深度，或很难对设计素材进

行有意义的运用。而运用叙事性设计可以帮助学生更好

的掌握如何通过设计传递文化内涵的途径。

二、叙事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运用

文创设计是一种传递文化内涵的实践活动，它将一

个地方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持续的再生资源，文创设计

的对象包含了物质形式与非物质形式的文化。学生在进

行文创产品设计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能准确的把握文化

内涵元素或不能将元素落实于设计的问题，通过从叙事

理论视角思考设计对象可以有效的避免这一问题。叙事

性的设计过程中可以通过不同的因素创造一个地方、人、

事物和时间之间的联系。这些因素包括文本，情节，冲

突，符号等。

文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文本是任何可以以各种

方式阅读的媒介。在文创产生设计中，传统文物的表面

装饰性、身份性的元素，如图案，纹理，材质，造型等

就如物品叙事的文本。重复的图案和肌理等装饰元素，

代表了最珍贵、最精致的技艺，旨在提高物品的价值和

装饰传统，并彰显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性 [5]。学生在设

计时，可以重新解读这些装饰性的文本来进行叙事性设

计，让其作为一种知识传播起来。

情节：彼得·布鲁克斯在《阅读情节：叙事中的设

计和意图》中认为，情节是叙事的发展模式和意图，情

结构成了叙事的活动，它通过记忆和欲望的动态机制回

顾过去 [6]。在文创产品设计中，通过叙事性的分析方法

可以表达文物背后的故事情节的不同时空轴，学生可以

使用声音、文本、图形等元素创造沉浸式的情感体验，

传递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或感知体验，激发观赏者与产

品的情感共鸣。

冲突：在叙事理论中，故事的发展不能缺少戏剧性

的冲突，文学家可以在作品中制造内心的紧张、人际的

紧张、社会或政治的紧张等，在设计作品中也是如此，

在文创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叙事性设计方法被看作是一

个创造内在能量和张力、冲动、抵抗和欲望的系统。设

计者可以扎根于存在于文物背后特定的故事性的空间和

时间上的冲突感。使观赏者保持持续的情感投入。

符号：文化符号可以产生叙事价值，一个传统文化

的符号表达了这种文化的隐喻，叙事设计通过对情感、

物体、符号等的编码，帮助人们与这种传统文化进行接

触或对话。通过对一个符号的内容面与表达面（对应语

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所指”于“能指”）的不同组合方

式的设计，形成特殊的传达文化信息的形式。在这个基

础上文创产品设计过程也是一个由探测、破译和解读物

质文化的特征所组成的“艺术挪用”的过程。

图1　文创设计中产生叙事性的机制

叙事性设计是一个使文化内容被观察者内化为一种

主体性的过程。它提供一种体验，种体验引起了一系列

的从熟悉的到意外的情绪和感受。如图 1 所示，创意设

计的目的是要传达这个“经验”过程，通过叙事性设计

尽量使得这个过程的特性与过去的经验保持一致。

三、学生的设计案例

这里讨论的案例是基于一个班级课程。由于篇幅有

限，选取了两位学生的设计案例进行展示。

1. 案例 1：感受拿撒勒（Nazareth）

学生对设计想法的自述：作为一个阿拉伯人在以

色列长大，生活在阿拉伯城市，这让我对我们城市的城

市设计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产生了很多反思。我们的城

市有很多东西要讲，我们有房屋、车辆、建筑和宗教场

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美丽和真实的价值，但问题

是缺乏设计项目使这些空间有更多的情感体验。这就

是为什么我选择在以色列最重要的阿拉伯城市，基督

教的报喜之城和耶酥的成长之城拿撒勒做为叙事设计

的背景。

我对拿撒勒感兴趣是因为它的历史，只是在生活中

我意识到它的历史价值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被忽视了。

因此，在我的设计中，我分析了拿撒勒的城市，拿撒勒

人所经历的空间，以及城市中的游客，试图了解他们的

期望是什么，以及如何加强人们每次经过那里时聚集的

情感。

一方面，它与城市存在的主要因素有关，即水、食

物和保护的资源。而另一方面，它又与基督教开始的故

事有关。最终项目是一种叙事性设计，因为这些地方性

因素在与我们交谈，它们在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它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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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脑海中把我们带到另一个地方。

图2　学生的设计案例1

2. 案例 2：延吉市的城市叙事符号

学生对设计想法的自述：我的城市延吉市是一个正

在高速发展的独具风情的城市，我以及我周边的人总是

生活在一种自豪感的氛围中，因为我们的城市是延边州

的首府，它体现出延边的精神，代表着延边的形象，作

为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在延吉市可以看到朝鲜族和汉族

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元素在这里融汇，它还位于中国东北

地区，吉林省南部的中朝边境，地处中国、俄国、北朝

鲜三国地界处。独特的地理位置促成了这座城市的文化

和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因为靠近长白山，这座城市里拥

有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常见的包括东北虎，丹顶鹤，

貂，梅花鹿，狍子，黑熊，林蛙等，动物构成了这座城

市最具活力的一部分，我认为自然元素是最能代表我的

家乡城市的符号。

梅花鹿是市民最喜爱的一种动物，梅花鹿在这里既

是野生动物又是家畜。在延吉市被集约化驯养，又同时

被当作野生动物进行保护，寓意美好。作为美的象征，

梅花鹿也有获得好运的寓意，身体纤巧腿细长，形象美

观，性格温和。我的设计是利用梅花鹿的形象作为一种

独特的视觉设计语言，它叙述着城市和居民之间特殊的

情感关联。

图3　学生的设计案例2

四、讨论

学生的设计案例可以说明叙事理论在文创产品设

计中的应用的效果是明显的。上述所提供的案例中，这

两个学生来自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特征的地域，有着不

同的文化背景。在案例 1 中，学生讨论了她所在城市的

历史意义和重要性，也表达了对城市缺乏有效的设计的

惋惜，拿撒勒作为历史圣城，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

如今这座城市原先的生活仪式感正在被现代化的生活方

式和技术所稀释，却没有恰当设计来传达这座城市的文

化意义。她通过分析当地的人们的生活中的不同的感知

经验的方式，对叙事元素进行分析和提炼，最终以“触

摸”这个人们最习以为常的表达虔诚的行为作为设计的

立足点，传达这座城市的宗教意义和人与城市的情感联

系 . 设计了城市的纪念品和识别系统。

在案例 2 中，学生表达了她对自己家乡的感觉，分

析了她城市中多样性的文化资源。通过网络调查了解群

体大众对当地的情感记忆，她重新定义当地的文化符号，

创造了新的文化形象。在设计过程中她对当地的不同身

份元素进行观察，她所观察到的当地身份元素使她能够

更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设计传递的价值。她将符号运用

于城市空间的导视系统和文化纪念品，这种方式使最终

的设计结果是超出预料的。

从所介绍的案例研究可以了解到不同的地域文化的

叙事性设计结果。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学生的观察也

发现学生表现出了对文化背后的故事进行表达的热情，

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设计的积极性，同时也提供了更

多的素材和灵感。

五、结束语

在文创设计过程中，对一种传统文化的观念、内涵

和记忆进行叙事性的再创作，可以为学生的设计实践提

供相当大的内驱力。对一个地方的文化身份的叙事性设

计在文创设计领域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值得被相关领域的

教师和学者们持续的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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