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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深刻剖析区域文化元素特性，利用有限元理论逆向分析区域文化要素，快速准确地提取有

效设计元素，为区域文化类设计提供理性设计方法。方法 通过有限元理论的逆向分析逐层切分区域文

化，提炼出若干文化属性并设立属性单元，结合实地调研收集各单元内的文化要素，经过图表对比法选

取更具文化特征、更有亲和力和跨越领域更广的文化要素作为设计节点，最后运用专家评定法筛选出最

终设计要素。结论 以伞具设计为例，对藏族文化进行分析，将藏文化代入到有限元理论逆向分析的区

域文化产品设计流程中，将最终藏文化要素融入设计验证方法的可行性，实现了对区域文化要素的筛选

和深层次运用，为相关区域文化产品的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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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Regional Cultural Products Based on Re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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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have in-depth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rapidly and accu-

rately extract effective design elements based on reverse analysis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theory, to provide a rational design method for design of regional culture. Through analysis of regional culture by reverse 

analysis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theory, some cultural attributes were extracted and the attribute units were set up. The 

cultural elements in each unit were collected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the cultural elements with mor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more affinity and wider span were selected as the design nodes through the chart contrast method. The fi-

nal design elements were determined through the Experts Grading Method. With the umbrella design as an example, the 

Tibetan culture is analyzed, and then put in the regional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process of the reverse analysis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theory. The final Tibetan culture element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design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ethod. This method archives screen and in-depth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design of cultural products in related regions. 

KEY WORDS: regional culture; product design; finite element theory 

区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集中体现和潜

力魅力所在，是文化特色的品牌 [1]。将文化与设计

相结合，不仅能够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而且在满

足消费者对产品功能需求的同时，让消费者对产品

产生认同感[2]。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文化产品应用转

化，运用区域文化提升产品设计的内涵，本文提出一

种区域文化要素的筛选方法，并通过设计验证其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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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文化产品设计 

设计艺术发展至今改变了既有面貌，愈来愈多的

民族设计艺术被应用到当前艺术设计领域，开始“返

璞归真”，尤其是在国家层面的大型艺术应用中，愈

加凸显民族设计艺术的表征[3]。然而，目前区域文化

产品的设计参差不齐，没有较为完善的系统理论和方

法指导设计。原因有很多，其一，在区域文化设计教

育方面，相关的设计理论不够系统，不能提供理性的

指导；其二，有些企业一心追求产品的普适性和批量

化，导致产品附加值低，同质化现象严重，有些则热

衷于模仿和抄袭，使得西方设计风格充斥市场[4]；其

三，对于设计师来说，往往由于对特色地域文化、设

计理念、表达方式的理解以及文化感悟深度等方面的

原因，造成设计的偏差，不能很好地表达区域文化的

内涵[5]。 

就区域文化而言，因其地域性和文化性，形成了

众多具有代表性又深入当地民众生活的区域文化要

素，包括民族图腾、代表符号、宗教信仰、衣帽服饰

甚至生活习惯。在区域文化产品的设计中，设计要素

的选取尤为重要，这决定了产品的文化属性，风格特

征以及设计层次。区域文化因子众多，不经过理性的

筛选，设计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往往不够深刻，甚至有

些片面，区域文化产品设计需要从设计本源重新梳

理。基于有限元理论的逆向分析，将“化繁为简”的解

决方法运用在区域文化产品设计中，可以将设计流程

系统化，文化要素选取合理化，产品的内涵层次高  

级化。 

2  基于有限元理论逆向分析的区域文化产

品设计流程 

有限元理论的本质是用较简单的问题代替复杂

问题后再求解[6]。因为现实中的复杂问题被较简单的

问题所代替，所以这个解不是绝对的准确解，而是近

似解。简单来说，有限元理论将复杂问题离散为多个

小问题，划分成数目有限的单元集合，求解每个单元

内的节点问题继而得到复杂问题的近似解。有限元理

论的逆向分析方法针对文化产品设计中涉及区域文

化要素数量、类型和属性庞杂的特点，先定义单元集

合的类别，按类别收集问题再逐一求解节点问题。设

计流程见图 1。 
 

 
 

图 1  设计流程图 
Fig.1 Design flow chart 

 
有限元理论的基本步骤为前处理、处理、后处理。

在区域文化产品设计中，前处理即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义属性分类。对所选区域的文化属性进行分析，通过

文献分析，资料查找法对区域的基本特征进行提炼。

区域是文化创造的重要载体，区域文化是由生活共同

体共同创造的，不同的区域因自然、人文  条件的   

差异及区域生活共同体的不同，导致区域文化特点各  

异[7]，所以各个区域提炼出的属性特征和具体数量也

会各不相同。现假定对区域 f 进行文化属性分析，提

炼出 n 个属性类别，即定义为 n 个单元，分别为 f1, f2, 

f3, f4,……, fn。 

根据属性类别对区域内的人们进行网上调查问

卷的发放，在每个单元内填写当地具有标志性的文化

要素，如余杭区域，建筑单元内有雷峰塔/断桥等文

化要素。对调查问卷进行回收，剔除掉较为生僻，出

现频率过低的要素后。整理出各单元的文化要素分类

集合见表 1。 

每个单元都要通过问卷调查中统计的文化要素

频率表的对比选出节点要素，见图 2，要素 a、要素

g、要素 m、要素 l、要素 p 分别为各单元 高频率要

素，是 f 区域的节点要素。在同类属性单元的统计中，

往往出现频率越高的要素则表明其在同类文化属性 

表 1  文化要素分类集合 
Tab.1 Classific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分类 f1 f2 f3 f4 f5 fn 

要素 a 要素 d 要素 f 要素 m 要素 i 要素 o

要素 b 要素 a 要素 g 要素 n 要素 j 要素 p

要素 c 要素 e 要素 h 要素 h 要素 k 要素 q

文化

要素

    要素 l  

 
要素中的标志性越强，更具有识别性，在目标人群的

生活环境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设计中选用这些高频

率要素能够深化产品在目标人群的认同感，强化设计

的说服力。 

同一要素可能会出现在不同单元内，如“卍”要素

既属于纹样单元也属于宗教单元。出现在多个单元的

交集要素也作为节点要素之一，见表 1，要素 a 同时

出现在 f1 和 f2 单元。表明这个要素在实际生活中的跨

越领域多，使用范围和频率也更高，更具有表象特征，

也表明目标人群对此要素有较高的亲和力和适应性。

选用这些交集要素有助于从整体上形成统一的设计

风格，提升设计对象的内涵，使设计对象从形、神方

面均能体现区域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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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文化要素频率统计图 
Fig.2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cultural elements  

  
通过以上的处理，得出合理筛选的节点要素，再

通过专家评定法，邀请数位相关专家对这些节点要素

进行后处理，针对产品的定位和特点，剔除不适合用

于设计的要素， 终得到选定的区域文化要素。 

3  以藏文化的伞具设计为例 

3.1  文化要素的选取 

伞具不仅是日常生活必需品，更是集结了中国传

统造物智慧的产品，其内核是文化的依附。但目前国

内伞具设计对区域文化的继承和认同较少，伞具同质

化现象严重。因此，本文决定提取区域文化要素，结

合伞具的实用功能，提出基于区域文化及充满人文关

怀的伞具设计方案。另外，伞在藏文化中有特殊的意 
 

义。藏族绘画里常见而又赋予深刻内涵的组合式绘画

精品——吉祥八宝图中，宝伞就是其中之一[8]。藏传

佛教亦认为，宝伞代表了佛陀的佛法，可以庇佑众生，

让人们脱离痛苦。因此，以藏族区域文化为例，进行

区域文化产品的设计。 

通过对西藏区域的相关历史资料和研究文献的

查找与收集，根据西藏地区的重要特征和传统特色，

对西藏地区进行文化属性分析，提炼出 7 个属性类

别：建筑、绘画、生活、宗教、纹样、服饰、文学。

按这 7 个类别制作调查问卷，发起网上问卷调查 8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537 份。剔除比较生僻，出现频率

过低的文化要素后，收集的各单元要素合集见表 2。 

分别整理各个单元内的元素出现频率，按每个属

性单元制成图表，见图 3。 

表 2  藏族文化要素分类集合 
Tab.2 Classification of Tibetan cultural elements 

分类 建筑 绘画 生活 宗教 纹样 服饰 文学 

布达拉宫 唐卡 转经轮 转经轮 回形纹 藏袍 格萨尔王传 

雍布拉康 吉祥八宝 风马旗 卍字纹 十字形纹 佩褂 仓央嘉措情歌 

桑耶寺 藏族壁画 哈达 布达拉宫 卍字纹 金银饰品 藏文大藏经 

萨迦寺 日月宝焰图 藏历 天葬 植物纹 藏帽 格桑梅朵 

元素 

  天藏 六字真言 动物纹   

   青稞酒     

 

 
 

图 3  藏族文化要素频率统计图 
Fig.3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Tibetan cultural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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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可知，7 个单元的 高频率要素分别为布

达拉宫、风马旗、天葬、吉祥八宝、卍字纹、佩褂、

仓央嘉措情歌。由表 2 可知，交集要素为转经轮、卍

字纹、布达拉宫、天葬。所以西藏区域所选取的节点

要素为布达拉宫、风马旗、天葬、吉祥八宝、卍字纹、

佩褂、仓央嘉措情歌、转经轮。 

邀请专家对节点要素进行审查，针对伞具的结构

特点，剔除掉不适合用于伞具设计的要素后， 终选

定的文化要素为风马旗、吉祥八宝、“卍”字纹、转经筒。 

3.2  设计应用 

针对伞具的结构特征，分别从视觉应用和功能应

用两个方面对伞面和伞柄进行设计。市场上的伞骨架

一般为 6~8 根， 多能达到 24 根，主要使用在直杆

的雨伞中。在藏族文化中，数字“八”有着特别的意义，

例如“吉祥八宝”藏语称“扎西达杰”，是藏族绘画里

常 见 而 又 赋 予 深 刻 宗 教 内 涵 的 一 种 组 合 式 绘 画 精  

品[9]。所以，在伞轴的数量设定上也选取了数字“八”，

将伞面设计为八轴伞。 

对文化要素“卍”字纹进行分析。从符号角度来

说，“卍”字纹有 3 个特性：连续性、交错对称性和规

则性。首先，“卍”字纹是带有连续性的一种方形图案；

其次，它像是两个“乙”形状的交错对称； 后，以“卍”

字纹中心为圆心观察图形走向，便可发现其规则性；

所以本次伞面图案设计的关键特点为对称、连续、规

则。基于这一基本原则，将 2~3 个设计元素互相组合

设计。用纹样的形式来表现设计的内容，用设计的内

容来阐释文化的符号，从而引起人们的区域认同感和

归属感[10]。 
 

 
 

图 4  卍字纹分析图 
Fig.4 Analysis chart of swastika pattern  

 
本文从“卍”字符文中提取设计原则，将“吉祥八

宝”中的莲花图案作为设计主体，尝试设计和改变莲

花这一植物形象。选取了“卍”字纹的几何结构，将生

硬的几何线条软化，在保持其趋势结构特征的基础

上，用蜿蜒的线条增加整体图案的柔美。运用点的平

面构成法，对其进行翻转对称设计，在原本图案的基

础上营造出虚实结合的效果。为达到整体份量感上的

平衡，首尾部分用了较为华丽的一半莲花图案，每片

莲花花瓣都是由几何图形组合而来。在原本的线性走

势结构上，首尾呼应的设计让整体图案更加完整。 

在配色方案上则选取了风马旗的 5 种颜色，黄、

绿、红、蓝、白，分别代表了智慧、力量、信心、无

畏和信仰。图形效果见图 5。 终设计以对称、序列

的设计手法呈现 后的伞面设计，见图 6。 
 

 
 

图 5  方案图形 
Fig.5 Scheme graphics 

 

 
 

图 6  伞面效果图 
Fig.6 Parachute effect map  

  
在伞柄的设计上，决定对其进行功能上的叠加应

用。转经轮是藏族人民生活中使用 频繁的佛教法器

之一。究其原因，藏传佛教信徒认为持颂八字真言和

六字真言可以表达对佛教的忠诚，也可以帮助信徒摆

脱轮回的痛苦，诵读次数越多则越有成效。所以将经

文置于转经轮内，用转动转经轮来代替诵读，转动一

次则表示信徒诵读了一次。同时，一些不能顺利诵读

经文的信徒也可以使用转经轮来表达他们对藏传佛

教的信仰。这个转经的动态行为就是由藏族人民的宗

教文化和民族文化中衍生出来的。 

将转经筒要素融入伞柄设计中，从人们的精神信

仰着手，将转经轮的功能叠加到伞柄上，不仅让藏族

人民从设计中感受到关怀和认同，而且让使用者认为

增加转经功能是符合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尊重他们的

民族信仰的。同时，“转经”这一动态因子让藏族文化

的展现不仅仅只是一面静止的平面神徽，而是根植于

生活与信仰的生活必需产品。设计 终效果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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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终效果图 

Fig.7 Final effect diagram 
  

4  结语 

区域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是文化、艺术与技术的融

合体，是提升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实践活动。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

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1]。在设计中，区域文化

设计要素的确定和运用能够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及

民族自信，发扬区域文化的魅力，进而推动我国区域

文化产品设计的发展。本文提出基于有限元理论逆向

分析的区域文化要素选取方法，根据区域文化特征进

行分类；结合问卷调查收集区域文化要素，将得到的

要素分析整理；选取标志性强，跨越领域广，表现特

征更为明显的作为设计节点。利用专家评定法对所选

出的节点要素进一步的筛选，确定 终的设计要素，

并运用到设计中去。让区域文化要素的筛选流程更系

统和具有说服力，让设计具有高辨识度和文化内涵从

而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和使用需求，更好的服务于区

域内使用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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