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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汉字“船”是象形联想思维下的汉字符号，以它为主题元素的设计类型涵盖工业产品，品

牌形象，建筑及室内设计等领域，“船”成为利用中式象形思维进行空间造物的典型原型。对“船”主

题二维符号特征的品牌元素归纳，为空间表意提供丰富的语汇来源和可操作的语法规则。方法 从工艺

品到建筑空间形态的演变，论证了“船”三维符号特征由具象形态模拟到抽象结构提取的演变过程。通

过“船”主题的文本结构划分，提取能够表达空间意境的语汇元素，以空间、界面和家具三方面进行空

间结构的同构论证。结果 拓展汉字符号作为主题原型在中式空间设计领域的方向。结论 为二维符号特

征提取进行空间营造和意境表达，提供了一定的符号学理论基础和设计方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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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Ideographical Expression of Symbol Features of "Ship" under the  

Logic of Pictographic Creation 

GUO Jian, LIU Si-yang 
(Dalian Art College, Liaoning Dalian 116600,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character "ship" is a Chinese character symbol under pictographic associative thinking. The 

design type with "ship" as the theme element covers industrial products, brand images, architecture, interior design and 

other fields, making "ship" a typical prototype of spatial creation with Chinese pictographic thinking. The work aims to 

summarize the brand elements of two-dimensional symbol features of the "Ship" theme to provide a rich source of vo-

cabulary and operable grammatical rules for the spatial ideogram. The evolution from handicraft to architectural space 

form demonstrate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ree-dimensional symbol features on "ship" from the simulation of concrete 

formation to the extraction of abstract structure. By dividing the text structure of the "ship" theme, linguistic elements that 

can express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space were extracted and the isomorphism of space structure was demonstrated from 

three aspects: space, interface and furniture. Expans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symbol as the theme prototype was a direc-

tion in Chinese space design. It provides a semiotic theoretical basis and design method reference for space construction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expression on extraction of two-dimensional symbol features.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pictographic thinking; brand image characteristics; architectural space design 

选定“船”文字符号作为符号空间表意研究的样

本，主要是基于其兼具推论与表象的双重符号特征：

首先从符号类型上文字属于推论性符号，“船”属于

汉字造字法中的象形符号，是对船本体形态和结构的

抽象提取。同时，“船”的象形特征使其同时归属于

表象符号，具有图形图像的构形能力。在现代传媒语

言 VI 视觉形象中，“船”主题的符号特征有着多样的

形式载体；文字符号的形意表达和装饰仅限于在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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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的一个面中进行设计和考量，缺乏从立体空间中

对文字进行多维度的研究[1]。从三维空间造物角度，

“船”这一设计原型，从中国传统工艺品到建筑形态

造物形式有着更加丰富的表意特征，并延续到当代空

间设计中，成为空间营造和意境表达的重要原型之一。 

1  汉字符号生成的形式来源 

1.1  文字符号的空间表意 

文字符号的产生，既是对客观原型在形态、结构

和功能方面的特征抽象提取过程，也是对其潜在符号

性的发现、延伸和再创造过程。基于文字符号的表意

和空间构形的研究方向，理论研究基础是索绪尔二元

论（能指与所指）和皮尔斯三分法（像似、指示和规

约）；环境设计中的具体艺术品元素诸如文字、绘画、

雕塑和建筑等涉及艺术品组成部分的表意研究，在艺

术符号领域主要参照符号学家苏珊·朗格[2]有关符号

表意过程中构形理论相关研究：苏珊·朗格在《艺术

问题》中明确了艺术与哲学的关系，艺术门类的差异

主要是各自使用的材料不同，有其在符号意指的共

性，建筑等环境设计中的形态属于艺术品的一部分，

成为针对符号学系统化应用的理论基础。她在《情感

与形式》中提出了符号学在民族地域和使用习惯上的

差异性，与皮尔斯规约符号的定义相通。建筑空间作

为一种三维实体概念和造型艺术，以虚幻空间的构成

方式，作为创造空间的具体方法[3]，但这只是针对共

性研究，缺少具体的可操作性方法。 

我国空间设计形式语言的符号框架是源于西方

语言符号学，迫切需要建立起汉语言符号学与空间设

计符号学之间的联系性。赵毅衡[4]在《符号学原理与

推演》中论述了符号的特性及意义传达的过程，同时

指出符号意义传达需要特定的媒介，而这个媒介就是

符号的构形和图示化功能。郭鸿教授[5]编著的《现代

西方符号学纲要》中提到：符号学理论要联系实际，

要研究社会文化中的实际问题，首先要研究与符号学

密切相关的，甚至是符号学一个分支的语言学科，用

它来解决语言学科中的一些重大争议问题。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汉字：李幼蒸[6]《理论符号学

导论》中指出汉字符号在“音–形–义”的符号构成，

与西方语言系统的明确指代有所不同，它是有“使用

价值”的意义，不是单纯的认知性的，而是实践性的。

这种符号特性能够带动环境设计形式语言功能性和

实用性原则。徐恒醇[7]在《设计符号学》中提到东方

的符号学 具代表性的是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

字》，这成为中国自身语言符号学的重要基础。然而

由于语构学研究的相对滞后，《说文解字》中汉字六

书的表形、表意手法并没有与注重实用的部门符号学

发生关系，仅停留在传达语义的作用上[8]。吴雅红[9]

在《论汉字图形的三维空间创意》中的观点：字体设

计不仅是局限于纸上的图形，除了平面的各种装饰方

法外，从空间和立体的角度出发也会给设计带来很大

的空间。根据尼跃红[10]在《室内设计形式语言》中的

观点，以西方语言符号学家索绪尔符号三分法，可以

建立起西方语言符号学与环境设计符号语言的联系；

形成建筑的 3 种符号（肖似、指示和象征）和室内的

3 种语言（概念、功能和装饰）。 

通过阶段性有关汉语言符号学符号生成和分类

方法上的研究，已推论出“汉字六书”的汉字符号学

框架与西方语言符号学中“三分法”的关联性。“汉

字六书”从符号定义的角度能够涵盖西方语言符号学

“三分法”的基本框架，还有另外三类符号生成和分

类方法，与西方语言符号学相比有更多的符号指代和

形式来源。汉语言符号学包含的“象形思维”和中式

空间设计的“象形造物”两者在造物逻辑上属于“同

根同源”，更适合作为我国室内设计形式语言的符号

学框架依据。本文通过象形文字“船”的推论与表象

双重性质符号生成过程的二维符号特征分类，从传统

象形造物思维逻辑角度逐步过渡到三维空间表意，用

空间语言传达汉字符号特征，可以建立起汉语言符号

学与室内设计符号学之间的联系性。 

1.2  象形文字的符号特征 

汉字六书，源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总结的

汉字造字的 6 种方法，“六书”创造的汉字形象生动，

且形意相连，造就了汉字具有图画性、表意性、艺术

性等特征[11]。有“四体二用”的常规划分方式，但从

符号生成和分类角度，则划分为 4 种（象形、指示、

会意和假借）符号生成方法和两种（形声和转注）符

号分类方法。象形文字、指事文字和会意文字这类图

画蒙描产生的文字，都是对客观事物进行模拟和类比

的结果，并对同类事物进行区别。其中象形文字的产

生，与现实事物的关联性 强，通过联想和类比的方

式对应字形和表意概念。其符号特征为像物之形，图

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 

文字（推论性）符号表意过程是对客观事物的抽

象提取，使其成为简洁的信息传达符号。 抽象的形

式是指某种结构关系，或是通过相互依存的因素形成

的整体，更确切地说，它是指形成整体的某种排列方

式[12]。这种结构关系和组合方式，为具象形式载体单

体形态的呈现和多体之间的组合提供了依据。象形文

字表意的方式有直接勾勒事物的全部轮廓、勾勒一事

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特征的部分轮廓和勾勒轮廓加提

示符号 3 种[13]。船和舟同字，属于象形文字，提取的

是船的形态轮廓和典型结构特征，虽然不同时期字形

不同，但提取形态特征的逻辑一致：船的甲骨文形态

是 ，提取的是俯视图的船的结构，有船舷、船头和

船尾较为具体可辨的结构轮廓。金文的形态是 ，

提取的是侧面船的形态。虽然从轮廓形态识别性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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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大，但表意上却有名物义（形态和结构模拟）和

功能义（功能模拟）的区别：甲骨文形态没有明确的

功能，只能表明形态及结构。金文是水上船的形态，

明显带有承载的功能含义，比较契合汉字造字功能义

大于名物义的比例规律。 

1.3  象形符号的形式来源 

以象形文字为主的汉字，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

直观性和表意性的特点[14]。文字“船”一旦被稳定使

用并演变成通用符号，在表意上的形式载体要比符号

生成的逻辑要复杂得多。船汉字符号表意构成元素见

表 1。空间表征是与他人交流空间对象时的必要手段，

它包含形状、尺寸、位置和特殊属性 4 个表征成分[15]。

在形态、功能和结构 3 个物象特征提取逻辑基础上，

结合空间设计中能够与设计原型相关联的空间表征

因素，力求完整的将船符号中潜在的形式外延本体、

场地环境和叙事特征因素展示出来，这些潜在符号特

征也包含在汉字的 6 种造字逻辑中，诸如指事、形声、

会意、转注、假借文字符号的生成逻辑中，以此形成

基于汉字造字逻辑的形式语言体系，以符号特征层面

创造和关联更多的表意形态，通过空间叙事的设计手

法和通过事件解析，将汉字符号的表意构成元素与空

间设计元素实现“同构”置换，为人类在空间设计中

表达复杂情感的表象符号提供丰富的特征原型来源。 
 

表 1  船汉字符号表意构成元素 
Tab.1 Ideographic elements of Chinese  

character symbol "Ship" 

形态 俯视、前视、左视 

结构 
空间组成（船首，船舷，船舱，船尾） 

框架结构 

功能 运输，储存 

材料 颜色肌理（木质，金属） 

场地区位 水上，岸边，岸上 

叙事特征 
存在状态（运动，停靠） 

发生事件（船体通过场景，船体交错场景等）

注：叙事，建筑空间设计中挖掘类似文学或电影的叙事

方式，将建筑内部元素作为事件发生和意义传达的载体，

使空间设计语言的组织具有叙事性特点。 

 

2  船元素的符号特征归纳 

2.1  二维图形应用中本体原型特征与关联元素 

推论性符号中语言是传达信息的主要媒介，传媒

学中推论性符号的语言则是企业视觉品牌形象 VI 系

统  ，品牌形象是指消费者对一个品牌的感受，是消

费者对品牌认知、情感和态度的综合结果[16]，在形态

特征上包含了文字和图像两种符号系统。汉字符号中

象形、指示和会意文字是利用图像表达文字含义的表

象符号，能够通过字体变形的方式，再次将隐含在字

形中的表象特征转化为图形图像，成为品牌符号空间

应用的表意逻辑参照。以“船”为主题的品牌形象的

业态主要包含造船、旅游、商业餐饮等行业，共性特

点为以船为主要交通工具，通过船运输的产品（汽

车），或装饰性为主以船为主题元素营造自然的空间

（餐厅）意境。通过收集与推论性符号船有关的标识，

进行形态、结构和功能的分类，研究“船”的推论性

和表象特征应用规律能够作以下推断。 

1）推论性文字符号“船”生成的过程模拟类型

是单一的，主要是对船的形态轮廓提取，这是由象形

文字符号简洁画、易于识别和传播的符号特征决定

的，但符号船本身还有其他如结构和功能的诸多特性

和组合形式（见表 1）。加上外部场地环境元素（水、

承载物）和功能（救援、运载、捕鱼、旅游）属性，

可以使船符号实现更多组合形式和意义延伸（见表

2）。符号传达依赖于一个符号或符号与其可能指向的

对象之间的一对多映射。符号的意义取决于双方统一

的文化背景[17]。 

2）汉字六书中象形符号“船”具有双重符号属

性：既具有文字推论性符号的指代性，又有表象符号

的图像化特点。由此，“船”元素可以作为文字符号

从二维符号特征向三维空间应用的典型解释原型。 

推论性符号的表意过程分析和表意反向，能够为

表象符号表达潜在的符号特征提供方法依据。人们可

以这样理解象形文字与逻辑思维的关系：单体象形文

字表达概念，综合象形文字表达判断，这两种象形文

字常规写法为人类逻辑思维呈现两种形式[18]。社会的

发展带动具体事物形态、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人们对

具体事物的认知也是不断变化的，但其基本的符号特

性和符号应用过程具有稳定性。表意反向是将象形语

言文字中对某一具体事物抽象化生成符号过程的逻

辑，再次应用于符号的传播过程，在创新思维方法的

引导下与品牌形象、空间设计等各种形式载体结合。 

2.2  语汇元素的表意等级 

品牌形象系统作为文字符号和图像符号集成的
当代传媒语言表意系统，为文字符号中象形特征的图
像化、立体化还原提供了系统化的方法论框架。同时，
品牌专卖店空间的 SI（店铺终端形象识别系统）设计，
其形式语言系统主要是基于品牌形象中的形态、结构
的模拟和空间延伸产生的，以此实现文字和图像二维
符号特征的空间化表意。符号表意的成分越来越大，
其使用性（功能性）会越来越小，例如品牌使商品的
纯符号部分增大，使用性减小[4]。如表 3 中的两个符
号化等级解析比较案例所示，代表“船”形象的符号
特征可以根据形态、结构和功能解析为多种类型，
终选取符号特征类型主要是由符号表意的复杂性决
定的。一般情况下，符号特征附加数量越多，表意内
容越丰富，对品牌符号的功能指向性会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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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推论性符号船表意过程在品牌标识中的反向呈现 
Tab.2 Reverse presentation of the inferential symbol ship ideographic process in brand identity 

提取内容 
组成单元 完整度 

表现形态 提取结构 展示功能 

   

部分 

帆的外形 船首结构 救援功能 

   

单体 

完整 

船的外形 船侧面结构 运载功能 

   

部分 

舵与锚的外形 舵与锚的结构拼接 捕鱼功能 

   

组合 

完整 

两艘船的外形叠加 船与漂流瓶嵌套 旅游功能 

 
表 3  品牌形象的符号化等级基本释义及案例 

Tab.3 Basic interpretation and cases of  
symbolic grade of brand image 

符号 

等级 
等级释义 案例 

符号 

原型 

单体 

符 号 特 征 不 易 被 机 体

掩盖，容易表现，通常

由单体符号原型构成 
 

轮船形态

复合 

多 原 型 组 合 后 形 成 完

整的形态，兼有多种符

号复合特征 
 

船舵 和船

锚形 态复

合体 

 

根据符号 终显现出来的主要特征为依据划分

的单体和复合两种符号化等级，主要基于符号生成过

程中附加符号特征的模拟类型和数量。符号本身在价

值或意义上没有高低之分，只要有效完成从形式到意

义的传达，就可以称其为一个有效、有价值的符号。

相比之下，低级特征符号反而因为直观、简洁在传播

方面更具优势，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19]《宗教

的形成符号的意义及效果》在有关经验活动的物质性

和精神性章节中提到：单体的纯物质机体不会犯错，

其理由并非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思想，而是因为他们

缺乏表象直接性。这暗示了单体符号表现特征因其表

形直接而更具有识别性，反而复合符号特征合成的多

符号表象因为抽象性和复杂性会带来多种认知结果， 

相对单体特征符号更易犯错或产生误导。在进行品牌

符号特征的空间化表达研究中发现，复合品牌符号的

优势在于，在符号特征类型的选择上自由度较高，抽

象化形态与空间设计的概念性语言衔接度高，组合方

式的逻辑可作为空间组织的参考依据等，更适合进行

三维空间设计中的符号特征延伸。 

3  空间符号特征的文本结构与空间结构 

3.1  空间设计语汇的表意过程 

事件是语言文本的整体表意，也是建筑师屈米

“空间叙事”逻辑下引发空间生成的主要动因：描述

一个事件，既可以用语言文本去描述，也可以用空间

设计去呈现，这奠定了语言文本语汇向空间构件元素

转化的逻辑基础。语言文本是由词汇（单词与词组），

语法（语汇组合规则）到句子（组合关系）构成，

后生成完整的表意语系。文本生成过程也是一种符号

创造和组合的活动过程，以语汇单位进行信息指代，

以文本整体形式进行意义传达。 

空间设计符号也是一种动态的表意文本，在空间

文本结构的组织框架与空间要素结构参与下，引发事

件感知的表意过程逻辑一致：词汇的选择相当于原型

要素的使用，语法应用等同于要素的分解和组合规

则，语言句子表达的语境和意境也就是空间营造产生

的整体意境。文本结构与空间结构不仅存在语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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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上具有关联性，在空间设计中还能实现同构：展

示空间中的展陈大纲文本结构中的记叙、并叙等语法

关系会转化成展示空间的线性、并列的空间序列结构

关系，两者同行并序，共同进行空间叙事表意。 

文字（推论性符号）和艺术品等（表象符号）作

为环境设计空间中的重要元素，在室内空间设计应用

过程中的语汇选择和语法规则多种多样，两者是人类

在创造美的过程中对美的形态规律、经验的概括和总

结。通过象形文字“船”的符号特征分析，串联起推

论与表象两种符号在实用性和使用性上的元素特征，

为实现符号特征的空间构形和表意提供了丰富的语

汇元素和语法规则（见图 1）。 
 

 
 

图 1  船符号的两种符号类型的表意过程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ideographic process for two types of ship symbols 

 

3.1.1  符号的实用性和使用性特征 

符号特征能够决定符号自身属性和形式拓展方

向。符号的实用性，强调的是索绪尔符号二元论从能

指到所指过程的指代和对应性。指代是推论性符号

（语言文字）的主要特征，即文字与具体事物的一一

对应，是人们日常认知和表达事物及情感的主要手

段。而符号的使用性，强调的是符号应用能够体现实

用、功能性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功能主义色彩，

与空间设计类型和形态相匹配。 

3.1.2  符号意义传达的两个过程 

符号意义的传达过程，是根据符号应用的复杂程
度进行分类，与皮尔斯在直接义和延伸义两个方向的
表达方式相通，舟作为一种文字符号是纯推论性的表
达（见图 1）；另一过程是在不同功能需求下，表达
同一符号意义通过不同的形式载体进行符号意义的
衍义过程，由简单的工艺品直至复杂的建筑，功能空
间是这一过程中形态变化中的共性。形态的复杂性与
符号意义上传达的有效性，从第二部分的论证来看呈
负相关或者无关，与主体功能空间的大小属于负相
关，符号表意的过程直至承载符号意义的形式与功能
融为一体即为结束。 

3.2  空间设计语汇的构形功能 

功能主义引导下的符号表意过程：符号意义的感

知和认知（主要），需要一定的形式载体通过媒介去

传达，在视觉和环境设计符号应用的媒介主要是依靠

符号自身的构形功能。构形是符号表意的主要赋形功

能，使符号意义的传达与合适的形式载体相结合，是

环境设计中符号或形式语言体现功能性的重要手段。 

构形功通常会借用符号化过程的逻辑，赋予经验

以形式的功能，也就是将经验形式化。并通过这种形

式将经验客观地呈现出来，与人们在感觉、理智和情

感生活的动态形式是同构的形式 [3]，实现供人们感

知、逻辑直觉、认知和理解的重大功能。 

关于空间的产生及有关于空间功能性的文本描

述起源，我国思想家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有所描

述：“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牅以为

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是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

用。”如表 4 中可以直观感受到两种功“用”的物质

载体形态：在功能主义引导下的符号表意过程中的形

式衍生过程中，首先会得到一个基于舟符号的工艺

品，与汉字符号从事物本体中直接提取形态、结构和

功能的方式有所不同，艺术这种逻辑形式更具有复杂

性。在艺术品中色彩重量、质地、大小、粗细等所有

的因素，都能够对作品意义的表达产生影响。作为艺

术品本身，其形态的表象，不单是一种抽象的结构，

而是 有活力的感觉和情感与形式的融合，具有象征

意义，而非直接呈现[3]。 

从器物的空间到建筑的空间使用，实现了“器之

用”向“室之用”的过渡，人参与在两者之间，从被

动的观赏为主转化为主动的空间内部参与，成为船形

建筑符号意义构建和传达的一部分。同时也能够从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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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功能主义作用下船符号表意在中式形式载体的过渡汇总 
Tab.4 Transition summary of ship symbol ideogram in Chinese style carrier under the effect of functionalism 

名称 物象形态 线框图 归类 特征 

核雕 

  

工艺品 

（形态类比） 

龙泉窑舟形滴砚 

  

工艺品 

（功能置换） 

器之用 

狮子林石舫 

 
 

园林建筑 

（材料置换） 

拙政园香洲 

  

园林建筑（亭台楼榭） 

（单元空间秩序类比） 

现代船形建筑 

  

现代建筑 

（空间局部形状结合装

饰构件） 

室之用 

 
子林石舫的材料转化，到拙政园香洲建筑体块类比船

头，船身，船尾三段式的组合，再到具有船头意向的

现代建筑空间形态演变，可以推断：建筑功能性越强，

船符号特征中的装饰元素和空间结构对建筑形体生

成的约束力明显减弱， 终呈现的建筑内部空间的整

体性较强，此时船的形态特征又回归到了抽象的、具

有隐喻性的装饰象征层面。 

4  基于船元素特征的空间营造 

建筑空间是当代表象符号表意的主要载体和场

所，符号是载体的感知和这个感知携带的意义之间的

关系[4]。任一符号都有“意符”和“意涵”两个方面

的语言含义，意符是描述物体呈现出来的规律性外在

表现形式；意涵指物体隐藏在符号背后的内在含义，

即语义符号所传达的象征意义、文化内涵、思想观念

等[20]。感知过程包含了直接的形式感受，也包含了从

特定目的出发的质料（潜在符号特征）的感受。潜在

符号特征表意过程中通过构形媒介找到适合的形式

载体的过程就是符号的衍义过程。符号的直接义，体

现的是索绪尔主张的从能指到所指的“二元论”；皮

尔斯在“二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延伸义”，也就

是“解释项”。实质作用一是适应了符号系统的复杂

性，同时激活了符号意义表达的形式延伸，在延伸的

过程中根据不同人的感知能力、方式或为适应不同功

能需求创造更加丰富的形态。 

这一符号延义过程同样适用于建筑空间设计中，

船符号的直接义为文字推论性符号，延伸义则具有了

功能主义色彩，不同的功能产生依赖不同形式载体，

直接延义产生的形态自然会有所不同。而二次延伸义

中，会产生更多意义相同、载体不同的空间形态，如

船形的办公空间、餐饮空间；船身弧形的墙体界面，

集合船体构件或附属物的延伸界面；以及利用船的形

态和结构模拟制作的家具内含物等。符号衍义的递进

过程可能有多次，存在原型选择的具象和抽象，符号

特征提取完整和局部的差异，也会根据使用需求对功

能性和装饰性进行协调，但从本质上都属于船符号意

义传达下的形式载体系统。 

4.1  空间形态与意境表达 

对空间意境的表达，主要依靠推论性符号特征的

文本结构，将文本元素进行空间形式转化，以空间结

构表达文本结构的意境。以象生意，意在象中，又在

象外；意就是象，象就是意。因此，汉语表现出了极

强的象意化特征[21]。“渔舟唱晚，响穹彭蠡之滨”营

造的是深秋鄱阳湖岸边热烈、醇厚的意境；“粉墙黛

瓦青石板，小桥流水乌篷船”营造的是乌镇河道两岸

恬静舒适的意境。这些声色俱全的文本语言都够作为

空间设计的主题，将营造特定意向的场景物象词转化

成抽象的空间设计语言，通过物象原型的选择、符号

特征的抽象提取和组织规则，能够营造出与文本结构

对应的空间意境。 

船元素的空间应用和意境表达，主要借鉴对船的

文字符号本身的象形结构提取逻辑，以及与船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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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语言描述要素提取方式。从 终呈现形态上分为

船内部形态的空间还原，船形空间的置入和船形家具

置入 3 个空间过渡层次（见表 5）。还原“船”元素形

态的比例大小对空间内部语汇的形成和语法组织规则

产生直接影响，在符号化传达等级上也会有所差异，

从表 5 左纳米比亚断船旅馆案例可以看出，对船符号

特征的空间语汇符号化等级较低，几乎是 1∶1 的实体

结构场景还原，但船体龙骨结构和木质材料带给人的

主题性空间感受（沉浸感） 强。相对来讲，表 5 中

BIG 事务所设计的丹麦国家海事博物馆案例空间置入

的形式，与空间边界相融合，抽象性较强，需要反复

体验才能建立船的形态感受。表 5 右昆明朴灶餐厅案例

以“船体”内含物家具形式置入，还原度较高，装饰性

和主题性较强，能够起到以点带面，引发对空间主题中

船与流水的意境联想，顺应了不规则的平面空间原始场

地特征，成为室内视觉感知和空间组织围绕的中心。 
 

表 5  船元素特征的空间应用形式 
Tab.5 Spatial application form of ship element features 

空间特征 语汇元素 语法规则 语系意境 空间实例 平面图示 空间效果 

内部形态

还原 

船舱内部元素

集合 
空间置换 

对船舱空间的沉

浸体验 

“船”主题

旅馆 
 

船形空间

置入 
船形外壳结构 空间围合 

船空间的片段场

景体验 

“船”主题

博物馆 
 

船形家具

的置入 
内含家具 功能置换 

视觉中心，空间

围绕展开 

“船”主题

餐厅 

 
 

4.2  界面形态与构成 

室内界面是空间围合的基本元素，包含天花板、

墙体和地面三大界面，是空间视觉认知的背景，也是

众多形式语言载体元素依附的实体对象。其中“界”

是元素之间的边界，边界的产生是强调从整体入手进

行单元划分，保持局部的独立性，界的生成在设计手

法上属于“减法”。“面”是由点的形态放大或线秩序

化地移动轨迹生成，强调从局部出发，按照一定的规

律组合成整体，属于“加法”。“面”存在的意义是，

对划分完的形态进行视觉上统一性的认知归纳，体现

出室内空间整体性的特征。“船”作为空间设计主题

的表达过程，也是“船”的系列符号特征参与“界”

分解和“面”组合的过程，通过室内围合墙体界面和

软装元素载体形式来加以呈现。 

“船”元素符号特征参与空间引导界面生成：船

在中西方建筑史上都曾作为建筑设计的原型出现（中

式应用已在表 4 中列举），现代西方建筑思想中，建

筑师柯布西耶关于“住宅是居住的机器”观点，也透

露出对船内部空间的集约式布局，弧形墙体界面的引

导和钢铁结合玻璃的现代材料应用，整体感受精致有

细节，适合类比借鉴到住宅空间设计中。室内空间的

流线通过界面的围合与分割形式展开，首先从结构上

提取船元素的符号特征外部结构的形态，分为完整形

和局部形，完整形（见表 6a）能够对空间产生二次

分割，局部形（见表 6b）能够利用弧形特征形成视

觉流线和引导界面。其中弧面转折的墙体对空间的延

伸和流线的引导具有积极作用，虚实、断连变化的界

面视觉层次丰富，辅助以船体标识颜色对空间界面的

象征性分割（见表 6c），能够通过在格式塔心理中完形

原则作用下，建立对“船”主题空间意义的完整感受。 
 

表 6  船元素特征的界面应用形式 
Tab.6 Interface application form of ship element features 

界面

特征

语汇 

元素 

语法 

规则 
空间实例 

完整形

态置入

墙体，内部

空间 

置入、融

合 
 

a 英国运茶船展厅 

弧形墙

面引导
墙体、隔断

转折、延

续 
 

b 波兰格丁尼亚办公空间

颜色界

面划分

红、蓝、黄、

白 颜 色 块

面 

象 征 界

定、闭合、

指示  
c 波兰格丁尼亚办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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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船元素关联的元素，一方面来自于船具有代表

性形态特征的构件或附属物品，例如圆窗、船舵、铁

锚、帆布、渔网、拼合的铁皮肌理等。其中点的形态

（圆窗）可以利用阵列的形式进行空间布置，面的形

态（渔网）适合进行界面填充。船元素中颜色的提取 

和空间应用，一是可以进行界面划分，实现象征性分

割、引导流线；另外，可以通过颜色指示空间功能和

内含物功能，使其具有鲜明的识别性，在功能性的基

础上，因船元素主题色的关联实现了向装饰性指示符

号的转化。 

4.3  家具形态与功能置换 

对“船”的主题性感知和“船”元素特征的空间

应用方式解读，主要是在空间中反复游走体验中逐渐

建立起来的。通常情况下，真实比例的还原仿真比较

容易产生带入感和空间沉浸感。然而受空间框架的限

制，完整形态的置入还原完成度较低，主要依靠提取

部分代表性特征，与空间界面和内含物结合，在完形

心理引导下连带产生对“船”整体形象的认知还原。

作为与人接触频率 高的主要功能实体，以家具内含

物形式对“船”元素符号特征的还原度较高。如表 7

所示，内含物家具能够直观进行完整形态，结构轮廓

的还原提取，通过位置转换、构件置入、材料肌理替

换和比例调整实现形态特征的模拟（见表 7a、7c）。

也能够从构成符号原型的内部搭配方式入手，提取船

的局部形态的体块组合方式进行功能转化和置换，实

现“船”元素符号特征在内含物家具设计中的形态和

结构（见表 7c、7d）还原。 
 

表 7  船元素特征的内含物家具应用形式 
Tab.7 Inclusion furniture application form of  

ship element features 

元素

特征 
 

语汇 

元素 

语法 

规则 
空间实例 

完整形 家具 

功能置

换，比

例调整 
a形态

模拟 

局部形 
家具，材

料，颜色 

构件置

入，材

料转换 
b  

完整结构 家具 

体块组

合，功

能转化 c
结构

模拟 

局部结构 家具 

结构分

解，功

能置换 
d  

5  结语 

通过兼具推论性与表象性符号特征的象形文字

“船”作为典型样本，以点带面进行论证：建立在创

新思维联想法和形态、结构模拟法下的汉字符号内在

的画性及象形造物逻辑；象形汉字作为表象符号潜在

的多样化的符号本体特征和关联元素特征，能够实现

多样化的表意；中国传统手工艺的象形特征和在这个

逻辑基础上衍生的中式园林建筑的形态演变，为二维

符号特征进行空间表意提供了参考依据。文字符号的

研究 终指向当代建筑空间设计，利用符号自身的构

形能力，论证空间设计是推论和表象符号在当代进行

意义传达的主要场所。当然对符号的解读，也应基

于功能使用的基本要义和原则，否则过度解读和延伸

符号特征，会造成形式的堆砌滥用，产生过多的无效

符号。 

结合“船”元素为设计主题的案例论证，从空间、

界面和内含物三个层面进行符号特征提取和空间演

绎，拓展文字符号在环境设计形式语言领域的应用，

能够辅助构建具有汉字符号逻辑的环境设计形式语

言体系；同时也从设计实践的角度，在原型提取进

行空间形态与意境表达、界面形态与构成、家具形

态与功能置换三个方面，提供了系列可操作的设计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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