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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可拓学理论为基础，探讨中原文化向现代图文设计转译的方法，促进中原文化的现代化

传承与发展。方法 利用实地考察、文献查询等方法搜集和分析中原文化内涵，以马街书会为例，提取

关键语义词；对图文设计深入分析，提出色彩、形状、字体、版式 4 种图文特征基元；通过图文基元的

关键视觉感受将马街书会文化与图文特征关联，建立可拓语义模型，运用语义差异法和问卷调查法量化

图文特征与马街书会文化的基元关系，并分析进行设计因子提取。结果 运用可拓语义学理论对中原文

化语义进行可拓转译设计，可完成中原文化现代图文转译设计。结论 将中原文化特征以语义的形式与

图文设计关键视觉感受相融合，可生成具有现代性的新图文，为计算机生成系统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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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 Semantic Translation of Modern Central Plains Culture Graphic Design 

——Take the Horse Street Book Club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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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450003, China; 

2. School of Fine Arts, Anyang University, Henan Anyang 455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xtensibility,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method of translating modern Central 

Plains culture into graphic design,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entral Plains culture. 

Field visits, literature query and other methods are us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Central 

Plains. Taking the Majie Book Club as an example, the key semantic words are extracted; In-depth analysis of graphic and 

text design is carried out, and four kinds of graphic and text feature primitives of color, shape, font and typography are 

proposed; Through the key visual perception of the graphic and text primitives, the Majie Book Club cultur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graphic and text features, a scalable semantic model is established, the semantic difference method and the ques-

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re used to quan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ajie Book Club 

culture, and the design factor extraction is analyzed. The use of extendable semantics theory to carry out a reproducible 

translation design for the semantics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can complete the translation design of the modern 

graphics and texts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The fusion of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form 

of semantics with the key visual perceptions of graphic design can generate new graphics and texts with modernity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computer-generated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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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1]。中原崛起与中华复兴密切相

关。目前，中原经济总量排名靠前，但文化影响力不

够，需要培育具有中原风貌、时代特征、国际影响力

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原文化品牌[2]。因此让中原文化

通过设计的形式变成“活”的力量，把具有中原文化

特征的元素和符号融入设计中，以此彰显与拓展河南

文化强省名片，而当前对中原文化进行图文设计表征

时，设计师通过自身经验对中原文化的特征进行筛

选，但对中原文化资源中蕴含的历史、文化、艺术因

子等元素却没有充分挖掘和利用[3]。因此，有必要对

中原文化的内涵进行深入探究，并转化为图文的形式

被现代人解读和接受。 

将中原文化向现代图文设计中文化载体传递的

过程称为转译，此过程的关键是以视觉感受为中介载

体，向受众通过图文传媒介质传递中原文化内涵。目

前，对中原文化进行的相关设计研究，多以文化创意

设计、包装设计等方向为主，为中原文化内涵的研究

提供了一定基础，但对主要视觉形式的图文转译研究

较少，文中结合可拓语义的方法对中原文化内涵、图

文设计要素进行分析，将隐形、难以琢磨的中原文化

因子与图文要素的关键视觉感受建立联系，从而达到

具有中原文化内涵的图文设计目的。 

1  中原文化及图文设计可拓分析 

1.1  中原文化语义分析 

东晋时中原地区渐成一个地理概念，六朝时“中 
 

原”成为专用地理名词[4]。克罗博和克拉康通过《文 

化：概念的批判考察》书中指出：文化为人们通过符

号和形象，如语言的艺术，所获得并加以传播的行为

模式。中原文化主要指中原地域文化，是在中原地区

生活的人与自然及人们之间对象性关系而形成特定

的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总称[5]。

中原除了有本土的符号与形象，同时与周边多种文化

交流、融合，形成中原文化以古都文化、圣贤文化、

村落文化、根亲文化等为鲜明特色[6]。中原文化作为

中华文化的正脉和核心组成部分，具有先进性、包容

性和普遍性特征，包含宗亲、史前、政治、神龙、饮

食、圣贤、名流等文化内容。文中对中原文化从源流、

内涵、构成、地位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解读，见图

1。 

中原文化的地域性是形式，而人文性是本质，是

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文德之教[7]。中原在地域上，

狭义指今河南一带，广义指黄河中下游地区[8]，文中

指狭义上的概念。故从中原各地域文化入手，探寻中

原文化的人文性本质。文中以中原地域平顶山代表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马街书会文化为例，进行现代图文

转译设计推理。 

1.2  图文设计要素语义分析与表征 

图文作为视觉的重要部分，从视觉形式的基元入

手。曹晖[9]把视觉形式划分为物质性与连接各物质的

关系，克莱夫·贝尔[10]认为线条与色彩在视觉中起关

键作用；贡布里希[11]认为，艺术家需要一整套形式的

词汇，才能画出某一种风格。图文视觉形式在物质媒 

 
 

图 1  中原文化分析 
Fig.1 Analysis of Central Plain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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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中包含：色彩、字体、透视、形状、肌理；构成关

系是把各物质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即平面设计中的版

式设计。在学者们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将图文设计分

解为色彩、形状、字体、版式 4 个要素。 

图文作为视觉设计形式，图文整体视觉感受是图

文各设计要素作用的结果，故文中提出关键视觉感受

词对图文设计要素的色彩、形状、字体和版式进行可

拓分析，形成相应的关键视觉感受语义词库。由于语

义的模糊性及社会语用多义性，文中对关键视觉感受

词的提炼遵循现有资料的搜集，不作语义延伸或辨

析，并且以当下中国人的视觉感受为对象。通过文献

检索、书籍查阅、网络搜集等方式，对色彩、形状、

字体、版式四要素特征进行关键视觉感受词搜集。对

关键视觉感受词汇去除重复，并进行汇总，建立图文

设计各要素关键视觉感受词库，见表 1。 
 

表 1  图文设计各要素关键视觉感受词库 
Tab.1 Graphic design elements of the key  

visual perception thesaurus 

图文 

要素 
要素特征 关键视觉感受词 

色彩 

色相 

红色 
兴奋、喜庆、温暖、热烈、热情、

成熟…… 

橙色 
愉快、富足、积极、激情、明亮、

华丽…… 

…… …… 

色调 

纯色调 
活力、热情、开放、健康、明确、

直接…… 

浅色调 
明快、年轻、阳光、干净、舒适、

清澈…… 

…… …… 

形状 

点 

大点 简洁、单纯…… 

小点 丰富、复杂、光泽感…… 

…… …… 

线 
曲线 速度感、动力…… 

粗线 有力、强劲、笨拙、迟钝…… 

…… …… …… 

字体 

重心 

瘦高 纤细、高挑、清雅、精巧、秀丽……

扁平 沉稳、庄重、古典、稳定…… 

…… …… 

结构 
松散 

无约束、稚嫩、活泼、轻松、透

气…… 

紧凑 紧张、有力、快速、严肃…… 

…… …… …… 

版式 

平衡式 宁静、平稳、端庄、严肃、严谨……

对称式 平衡、和谐、秩序、严肃、庄重……

交叉式 指引、活泼、轻松、聚焦…… 

…… …… 

  

2  中原文化向现代图文设计可拓语义转译

方法 

2.1  图文设计要素语义分析与表征 

可拓理论是以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解决事

物的矛盾问题[12]。可拓语义是以可拓学基元理论和可

拓创新方法，结合图解思维的一种创新设计方法[13]，

将人的思维过程进行定性和定量化处理，实现矛盾问

题的定量化处理。将事物通过知识传递形成的语义词

汇转化为形式表达，从而解决无法规范表达的内容，

是一种化不可行为可行的一种方法[14]。文中利用可拓

语义对中原文化的内涵与图文设计要素关键视觉感

受进行分析—提取—关联—变换—收敛等，全面探寻

中原文化的隐性知识，获取代表性的中原文化特征，

同时，深入分析图文设计要素知识，提取关键视觉感

受语义词，从而与中原文化建立关联。因此文中的重

点为中原文化与图文设计的可拓语义分析及其关联。 

2.2  中原文化向图文设计转译的可拓语义分析方法 

依据可拓基元理论[15]，可拓基元 B 以对象 O、

特征 C 和量值 V 三元组组成，从而形式化描述转译

设计的思维过程[16]，基元表达式如下： 

( , , )O C VB  (1) 

式（1）中：O 代表研究对象，可以是事、物或

关系；C 代表研究对象特征；V 代表研究对象对应特

征量值，即可拓区间。 

文中重点对中原文化意象、图文设计要素的特征

提取与表征，此处将具有中原文化图文设计的可拓基

元定义为可拓创新原点。在转译设计过程中，O 代表

图文设计要素，C 代表图文设计各要素的中原文化意

象特征，V 代表图文设计在中原文化意象特征的可拓

区间，得到式（2）。 

1 1

2 2( , , )

n n

O C V
C V

O C V

C V

 
 
  
 
 
 

 
B  (2) 

当 O 代表现代图文设计要素时，包含 n 个中原

文化意象特征，n 个中原文化特征 Cn 与一个可拓区间

Vn 对应。由文化意象特征量值 Vx 与现代性量值 Vy 组

成可拓区间 V，即 ( , )x yV V V 。Vx 指中原文化与现代图

文要素特征之间的关联度， (0,1]xV  ， 1 2x xV V  
 

1 ( 1)xnV n ≥ ，Vx 的值越大，表示图文要素与该中原

文化的关联度越高。Vy 表示图文要素特征 C 在现在

流行趋势中的价值，依据 7 阶李克特量表法设置取值

范围为 1~7，值越大表明该图文要素特征越符合当下

流行趋势。故 V 表达式如下： 

·x yV V V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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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原文化向现代图文设计可拓语义转译流程 

为使中原文化转化为的图文具有较强现代性特

征，且图文符号准确反映中原文化内涵，将可拓语义

分析方法融入中原文化向图文现代转译过程，建立可

行且科学的设计流程，见图 2。总共分为 6 个步骤：

中原文化与图文设计语义分析、关联文化与图文视觉

感受、图文样本获取、图文样本评估、构建中原文化

图文语义库、可拓变换生成设计方案。 

 

 
 

图 2  中原文化向现代图文设计可拓语义转译流程 
Fig.2 Central Plains culture designs an extended semantic translation process to modern graphics and texts 

  

3  中原文化可拓语义分析的图文现代转译

设计 

3.1  中原文化意象提取与表征 

通过访谈法、走访调查和网络相关资料查阅等方

法，对马街书会的文化因子进行提取。分别选取 5 位

当地艺人、5 位线下观者、5 位线上观者进行焦点访

谈，对访谈内容进行关键词提炼，并通过百度关键词

“马街书会”，对文化意象词进行大量搜集，对词汇

进行整理、分析提炼出代表性文化意象情感形容词，

最终提炼出典型文化意象词为“热闹”。 

3.2  中原文化与图文设计要素关联 

对应典型文化意象的“热闹”，通过关键视觉感

受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关联。查找出“热闹”的意思为

（景象）繁盛活跃、使场面活跃与精神愉快、热闹的

景象[17]。根据释义搜集尽可能多的“热闹”文化意象

词近义词，最终确定热闹的可拓语义量值表示如下： 

{

}

V  繁盛、活跃、愉快、旺盛、兴盛、

繁华、热烈、繁荣
 

由“热闹”及其相关的可拓语义量值在图文要素

库进行关键视觉感受词搜索，筛选出对应的图文设计

要素，即得到关联模型的可拓量值，最终确定量值如下： 

 

V

V

V

V

V















           
    
    

    
   
    
   
   
       
   
      



热闹 色彩

热闹 形状

热闹

热闹 字体

热闹 版式

色相 红，橙，黄

色调 纯色调

点 小点，圆点

线 曲线，大弧线，几何曲线，封闭的线

面 自由形面，角形面

体 完整的体，自由体

笔划起落 圆角

笔划连接 粗，曲线，曲直结合

重心 扁平

结构 紧凑

细节特征 繁，简

紧凑式，向心式，放射式













 3.3  文化意象典型图文样本获取 

由 3 位经验丰富的平面设计师根据“热闹”关联

图文设计可拓量值收集对应现代图文要素图片，通过

各优秀图文设计类网站、调研等途径，对关联图文设

计各要素的图片进行调研和广泛搜集，并对图文要素

图片进行聚类，去除相似图文要素图片，分别获得色

彩、形状、字体、版式 50 张图文样本。为避免颜色 

对其他要素的干扰，对形状、字体、版式的样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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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色处理。结合语义差异法对图文各要素样本调查，

见图 3，得出每个样本基元特征与热闹文化意象的相

关度，见表 2。然后选择 50 位目标受众作为专家小

组讨论对样本的情感意象，对各图文要素样本进行

“热闹的”SD 评价，得到文化意象的平均值。选出

“热闹”程度最高的 3 个图文要素样本，见表 3。 

3.4  文化典型图文样本特征评估 

3.4.1  图文要素样本中原文化意象特征评价 

采用语义差异法[18]，将图文要素样本与提取的中

原文化意象典型特征相结合，通过 1—5 语义量表设

计图文要素意象评估问卷。通过线上问卷形式，邀请

从事平面设计工作、了解并熟悉马街书会的人员参与 

 
 

图 3  图文要素样本“热闹”程度调查问卷 
Fig.3 Graphic elements sample "Lively" degree questionnaire 

 
表 2  图文要素样本“热闹”文化意象测量平均值 

Tab.2 Average value of "Lively" cultural image measurement 

关联词 1 样本 2 样本 3 样本 4 样本 5 样本 6 样本 7 样本 8 样本 …… 50 样本

热闹的 3.8 3.4 3.1 2.2 2.6 1.2 3.3 2.8 …… 2.3 

 
表 3 “热闹”文化典型图文要素样本 

Tab.3 Sample of typical graphic elements of "Lively" culture 

样本 样本编号 图片 样本 样本编号 图片 

色彩样本 

色彩 1 

字体样本 

字体 1 

 

色彩 2 字体 2 

 

色彩 3 字体 3 

 

形状样本 

形状 1 

 

版式样本 

版式 1 

形状 2 

 

版式 2 

形状 3 版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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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调查。并邀请参与者对各典型样本与文化意象特

征词的关联性加以评估，得分越高代表与该地区文化

意象特征的相互关联性越高，反之则越低。为使结论

更科学，文中采用专家评价法[19]，从而获取典型图文

样本的文化意象评估值。共收集 50 份有效问卷，包

括从事平面设计工作相关行业的被试 36 人，以及了

解并熟悉马街书会 14 人员，图文要素样本文化意象

特征评分见表 4。 

设定 a 为每个典型图文要素样本的得分，ba 为每

个典型图文要素样本所得 a 的个数，其中 [1,5]a (a, b
取整数)，则典型样本意象特征量值 Vx 如下： 

5

1

5(5 1)
50

2

a
a

x

ab
V 





  (4) 

 

表 4 “热闹”文化典型图文样本意象特征评分 
Tab.4 "Lively" culture typical graphic sample  

image characteristics score 

样本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色彩 1 6 5 10 13 16 

色彩 2 16 12 4 10 8 

色彩 3 17 14 8 4 7 

形状 1 4 12 6 14 14 

形状 2 13 14 4 5 14 

形状 3 7 8 9 10 16 

字体 1 4 14 10 12 10 

字体 2 7 8 15 8 12 

字体 3 6 6 9 7 22 

版式 1 9 8 7 9 17 

版式 2 4 6 6 13 21 

版式 3 15 12 10 6 5 

3.4.2  现代性量值评估 

运用访谈法[20]，邀请 5 名经验丰富的平面设计师
组成专家小组，对典型图文样本的现代性进行量值评
估。采用 1—7 分语义量表法，要求被试者结合近几
年的平面设计流行趋势进行考量，对典型图文样本的
重要性进行评价，分数越高表示该图文样本的现代性
越强，反之则越低。典型图文样本的重要性量值见表 5。 

设编号为 c 的平面设计师对典型图文语义设计

的现代性效度评分为 Wc，其中  1,5c ，  1,7cW  (c，
Wc 取整数)，则重要性评价量值 yV 如下： 

5

1

5

c
c

y

W
V 


     (5) 

根据式（3），计算得出文化意象向图文的可拓现
代转译设计区间，见表 6。 

由表 6 的可拓设计区间对典型图文要素的文化
意象特征设计区间进行依次排序见表 7。可拓设计区
间依次为 V1、V2、V3。在对“热闹”文化意象向图文

设计现代转译过程中，应结合可拓设计区间的量值大小
与委托方的喜好，选择相应的图文要素进行变换。 

3.5  文化意象图文语义库构建 

对表 7 中的文化意象典型图文要素样本分别进
行色彩、字体、形状、版式的语义分析，得到意象图
文各要素分解图及特点分析，从而进行可拓变换，依
据相关主题生成新的图文。 

根据发散分析的原理，一个图文要素基元对象，
有多个量值，可得到： 

1 2( , , ) {( , , ),( , , ), ,( , , )}nO C V O C V O C V O C V 图文 图文 图文 图文B
{( , , ), 1,2, , }iO C V i n 图文 ，i 取整数，对每一个图文要

素进行可拓扩展分析，构建“热闹”文化意象图文语
义库，见表 8。 

 

表 5  典型图文样本文化意象特征重要性评分 
Tab.5 Importance score of cultural imagery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graphic samples 

色彩 1 色彩 2 色彩 3 形状 1 形状 2 形状 3 字体 1 字体 2 字体 3 版式 1 版式 2 版式 3

1 4 2 4 5 5 3 5 6 5 6 2 

6 3 1 5 2 6 4 2 5 1 1 4 

5 5 7 1 7 1 4 1 7 3 2 4 

2 7 7 7 4 3 7 3 4 4 2 3 

4 5 6 5 6 4 6 4 4 5 5 5 

 

表 6  典型图文样本文化意象特征的可拓设计区间 
Tab.6 Extendable design intervals for cultural imagery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graphic samples 

区间 色彩 1 色彩 2 色彩 3 形状 1 形状 2 形状 3 字体 1 字体 2 字体 3 版式 1 版式 2 版式 3

xV  0.163 0.224 0.240 0.170 0.210 0.173 0.187 0.187 0.156 0.177 0.145 0.229

yV  3.600 4.800 4.600 4.400 4.800 3.800 4.800 3.000 5.200 3.600 3.200 3.600

V 0.587 1.075 1.104 0.748 1.008 0.657 0.898 0.561 0.8112 0.637 0.464 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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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典型图文样本文化意象特征的可拓设计区间排列 
Tab.7 Extendable design intervals for cultural imagery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graphic samples 

序号 图文样本 依次排列 图片 序号 图文样本 依次排列 图片 

1 色彩 

V
1
 

 

3 字体 

V
1
 

 

V
2
 

 

V
2
 

 

V
3
 

 

V
3
 

 

2 形状 

V
1
 

 

4 版式 

V
1
 

V
2
 

 

V
2
 

V
3
 

 

V
3
 

 
表 8  “热闹”文化意象图文语义库 

Tab.8 "Lively" cultural imagery pictorial semantic library 

图文样本 图文语义要素 编号 
可拓图文 

语义集合 
图文样本 图文语义要素 编号 

可拓图文 

语义集合 

色彩 
 

V
11

 
 

 

字体 

V
31

 

 

 

 

V
12

 V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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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 

图文样本 图文语义要素 编号 
可拓图文 

语义集合 
图文样本 图文语义要素 编号 

可拓图文 

语义集合 

 

 

V
13

  V
33

 

 

形状 

 

V
21

 

 

 

版式 

V
41

 

 

V
22

 V
42

 

 

V
23

 

 

V
43

 

 
 

上述对典型文化意象图文样本拓展形成的语义
库，为“热闹”文化意象图文现代转译提供色彩、形
状、字体、版式的创意资源。结合表 7 文化意象图文
可拓区间，基于表 8 选取图文要素语义，并进行可拓
变换，根据具体设计需求可生成多种设计方案，以指
导中原文化向图文现代转译设计。 

4  结语 

借助可拓语义分析法使承载中原文化的图文焕
发光彩，对中原文化的传承与传递均有促进作用，同
时也推动社会整体视觉环境的改变，为设计师的创意
生成提供新方式，一定程度上能够客观理性地把文化
内涵转化为现代图文设计因子，实现了中原文化的视
觉转化，完成了中原文化意象与图文设计要素的关键
视觉感受之间的关联，建立了可拓语义推理模型及
推理准则，并为中原文化向图文转译的计算机自动
系统的生成研究提供一定理论基础。因此，在未来
设计研究中，应充分挖掘中原文化意象图文特征，
同时使客观分析与主观设计相结合，提升图文现代
转译的理性化，更好指导中原文化向现代图文转化
的设计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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