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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现有文创产品特征，探索成语在产品中的文化内涵与外形体现，融合语言学理论，建

立一种能够表现成语文化的文创产品设计方法。方法 在“认知联想”中介入原型范畴理论，以此为基

础建立认知分级雪花模型，分析目标成语。根据其物象与意象，收集各形式作品后，简化作品图像并抽

取内部形状的关键线条，同时，提取目标类别产品的外形特征轮廓。经矢量处理后形成设计元素形状参

考库和产品形态素材库，再选取线条形状元素与目标产品外形，按形状文法规则进行组合并生成创新成

语文创。结果 成语经过语言学的认知分析与设计学的创意转换及图像表现，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创

表达方法。结论 归纳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范畴理论对于文创产品设计的应用价值，推动成语内涵在产

品外观设计与文化象征两方面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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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Expression and Method Explor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Idioms 

XIANG Min, WU Yue-qin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outline of idioms in product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ist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integrate linguistic theory to build a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method that can express the idiom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incorporating the prototype category theory into 

"cognitive association", a cognitive graded snowflake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target idiom. According to the 

objects and images in the idiom, various forms of works were collected, the images of these works were simplified and the 

key lines of internal shapes were taken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utline of the product in the design category was extracted. 

The data bank of the shapes of design elements and the documents of product forms were established through vector 

processing. Then, line shape elements and outline of the target product were selected and combined according to shape 

grammar rules, thus generating innovativ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based on idioms. After the cognitive analysis of 

linguistics an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mage expression of design, idioms could become an effective expression 

method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prototype category theor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o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s summarized to promote the expression of idiom connotation in outline 

design and cultural symbols of product. 

KEY WORDS: culture of idioms; product design; design methods; product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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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体现了中国人的造语智慧，各时期的中国人

也将成语融入造物思想，近年来，以成语直接命名的

文化产品不断涌现，掀起了一阵文创产品的“成语

热”。设计师提炼成语中的元素，加以不同的应用手

段，使产品外观呈现某些文化特征，体现博大精深的

文化内涵。本文探索成语在文创产品上的“达意”方

法，引入原型理论与形状文法，建立一种具有成语特

征与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设计模式，这也是传统图案

设计的重要方法之一。 

1  成语在产品设计中的体现 

“成语者，文之零珠碎玉、史之吉光片羽也”，是

汉语文辞之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产品设计中，常见成语与产品创意的融合，有时

还融入谐音，形成既有文化内涵又具有谐音乐趣的成

语文创产品，推动了成语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各大

设计网站、设计比赛等各渠道搜集成语文创，经过成

语分类与图像分析，发现其题材与色彩、元素与造型

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征和规律。 

1.1  成语题材与产品色彩 

成语文创案例使用的目标成语，根据含义和产品

展示元素，大致可分为人、事、物、境四类题材，由

于汉字的本身属性与假借情况，成语的表意与释义在

题材上会出现重合。同一类题材的成语文创产品，在 
 

外观用色上，呈现出一定的用色规律。对“人”的描

述，侧重人物神态与情感的描写，通过表象来传达隐

含的感情色彩，如喜上眉梢、人面桃花等，多用白、

浅黄、粉等明度较高的颜色。“事”的表达，主要反

映在历史典故与民俗习惯中，此类成语题材蕴含元素

多样，是成语文化产品的创作主来源，如五谷丰登、

弦外之音等，多用白、金黄、灰，这些色彩能快速激

起人们的色彩认知反应[1]。“物”类成语涉及自然界

与社会界的有形之物，包括动植物、文人作品等，如

一帆风顺、百鸟朝凤等，用色与“物”本身的颜色接

近。“境”类多是对环境、景象的描写，对美景与意

境的赞美或表达，比如风花雪月、鸟语花香等，用色

比较素雅，以黑白为主，再加其他色作点 ，见图 1。 

1.2  成语元素与产品造型 

生活中常用的成语不仅高度凝练内涵且认知共

性较高，所以设计师会选择认知较高的这类成语汉字

转化为设计元素。构成成语的汉字可指代属于显性认

识的有形之物，如鱼、莲、梅等，也可指代属于隐形

认识的无形之物，如吉、富、寿等。根据英国哲学家

波兰尼的知识分类来看，显性认识更易转化为视觉元

素，人们对成语的理解活动是隐性知识在认识层次上

发挥主导性作用的过程，成语文创的可视化元素具有

高度认知的特征[2]。 

以构成字的性质为基础，将搜集的 230 份成语文

创设计案例的样本名称按《语言学百科词典》的分类 

 
 

图 1  题材划分与颜色运用 
Fig.1 Division of themes and use of co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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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把成语分为民间口语、文学作品、历史典故与

宗教经典四类[3]，将各类成语数量形成占比圆圈，以

坐标法分析其造型，有形元素在四类成语文创产品造

型中都有体现。其中，民间口语类成语文创造型偏现

代柔和，文学作品类成语文创产品造型偏传统柔和与

现代柔和，在数量上前者少于后者，历史典故类和宗

教经典类文创产品造型分别偏传统硬朗、传统柔和。

无形元素主要集中在前三类，民间口语类成语文创造

型偏传统与现代柔和，并且两种造型倾向的数量比例

接近，文学作品类与历史典故类成语文创造型分别偏

传统柔和、现代柔和，见图 2。 

通过圆圈的关联重叠分析元素包容度，越靠近内

维的成语越独立，越外围的与其它成语联系度越高，

文学作品类成语的设计元素包容度 高、共享性

强；重合对比得到数量关系，文学作品类 多，其次

是历史典故类，见图 3。 
 

 
 

图 2  各类成语关系与产品造型分析 
Fig.2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idioms and product modeling 

 

 
 

图 3  关联重叠与重合对比结果 
Fig.3 Comparison results of association overlap and coincidence 

 

1.3  成语符号的三种设计技法 

在设计中运用成语符号，主要有以下三种技法[4-5]。 

1）直接应用，即对整体与局部的原型移用。题

材主要是历史典故、动植物和文人作品，原型元素突

出元素的写实性，能快速激发人们的习惯感知与意

识，其包含了两种方法：一是具象图案附于产品的某

个面；二是具象元素与产品的结构或使用方式契合的

联想设计[6]，“牛（扭）转乾坤”将“引茶”与“扭

转”动作对应，扭转茶具上端则茶水流出。 

2）抽象处理，对局部、细节进行切割与重构。

多用于民俗习惯、历史典故类题材，提取情景中的某

要素作为细节进行凸显化，也含有两种方法：一是从

设计元素出发，提取特征线运用在产品具体部位上；

二是从产品出发，某部位直接融合设计元素，“吉象

（祥）如意”，壶钮形态为跪着的象，又寓“富贵吉

祥”之意[7]。 

3）意境表达或营造成语所描述的氛围。主要有

物象对照法和意象构图法，前者的设计元素在意境中

有对应或象征的物象，“金玉满堂”将礼盒设计为“海

棠四花瓣”的简约造型；后者是创建情景画面下激发

人们的共鸣，“高山流水”以高山为造型基础，加上

沉香烟雾形成“流水”，烘托出宁静、高雅的气氛，

此应用手法较难，但更能凸显文化价值、激发文化认

知与共鸣[8]。将成语文创设计案例样本造型与三种技

法对应分类，呈现出数量由多到少，风格从繁到简的

趋势，见图 4。 

2  成语文创的设计方法探索 

在设计前端分析介入原型范畴理论，对目标成语

进行属性、来源、同义、同音成语等两维度、六范畴

的分析并生成认知雪花模型，设计后端操作介入形状

文法，形成产品新形态，前端理论与后端方法结合形

成成语文创产品设计新方法，见图 5。 

2.1  步步为营，确定目标成语 

认知语言学中从属性感知、认知识解、再到认知

联想强调了概念生成的过程，对事物进行抽象的认

知加工，固定其范畴与词意，在“认知联想”中介

入原型范畴理论，联想分析目标成语，搭建源成语

与范畴成语之间的关系 [9]，原型范畴理论内典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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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产品设计技法与题材 
Fig.4 Techniques and themes of product design 

 

 
 

图 5  成语文创产品的设计方法 
Fig.5 Design method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idioms 

 
员 具代表性，是认知过程的参照点，与其他成员

存在共性特征，两者具有隶属的差异，范畴的结构

呈向心状，依据家族形似性，由典型成员向非典型

成员扩展[10]。在此理论上建立成语的认知分级雪花

模型，可根据设计师的认知程度与设计目的调换模

型的层级内容。 

以目标成语为中心，从成语的属性、色彩、直取

字、同义相似形成语等范畴为基点进行延展分析，见

图 6。划分目标成语的情感、题材等属性，延展到其

使用的社会、自然环境及该背景下形成的习俗等，如

“年年有余”象征生活富足，常用作祈福语，带有喜

庆的感情色彩。联想成语中色彩字的相关物来隐性激

发色彩感受，如“粉妆玉琢”通过色彩激起感知价

值 [11]，使人联想粉色、白色，并感到相貌白净、乖

觉可喜。还有寻找成语的典故来源，加以参考并运用

到设计中。提取成语中转化为设计元素的构成字，从

经典形态延伸到相似形态，在设计中结合运用，增强

形态关联性，如“万事如意”中的“如意”原形状像

长柄钩，钩头扁如贝叶，叶的两边轮廓延伸到内部形

成对称的卷状，与祥云在外形上相似。在同音替换成

语中分析谐音字字义与成语的构形，如“扭转乾坤”

常作“牛转乾坤”，“扭”与“牛”同音替换，牛是十

二生肖之一，又代表了吃苦耐劳、勤勤恳恳的精神，

具有吉祥之义。查找原成语的同义相似构形成语，再

找同义成语，前者主要保持构形与语义的一致，后者

则保持语义的相同，比如万事如意–事事如意–万事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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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一帆风顺。 
 

 
 

图 6  目标成语认知分级雪花模型 
Fig.6 Snowflake model of cognitive grading of target idiom 

 

2.2  投其所好，搜索元素源域 

参考雪花模型的右侧内容搜集成语作品素材，先

查找直接资料，既以成语命名的各类艺术作品、意象

示例、直取字的原型实例；再查找间接资料，由于同义

成语中字词组合的扩展性过于宽泛，以同义相似构形为

主，还有相关谐音成语的作品，包括年画、邮票、剪纸

等各种形式载体进行查找； 后汇总为作品素材库。比

如“年年有余”的直接素材包括了以其命名的木板年画、

邮票等和两条金鱼对游的意象示例图，间接素材有以同

义相似构形的“莲年有鱼”和谐音成语“年年有鱼、莲

莲有鱼”命名的木版年画、刺绣等艺术作品。 

2.3  以繁化简，移花接木 

形状文法是一种以形状为主，并对其进行推理演

变再应用的设计方法，形状包括设计参照物素材的初

始形态要素提取及目标产品的外轮廓提取，两者在融

合、约束与演绎规则的顺序上，形成具有传承性的产

品新形态[12]，其基本推演规则包括：置换、增删、镜

像等，见表 1。形状文法的启用规则为形状的一部分

或全部应与至少一个形状规则要求的形状匹配，即必

要相似度；其次，在初始化之后，形状文法通过前面

每个步骤中生成的形状转换为另一个形状来递进应

用规则，如果参照物素材增多，那么每一步的形状转

换就会有更多的线条元素选择与匹配衡量，产品的创

新形态也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文法应用以茶具设计为例，首先对原型茶具的造

型进行分析，并对各部件编码，参照物直接确定为京

剧脸谱，搜索参照素材，直接提取原始素材上的特征

线条；其次建立参照设计因子库与茶具造型库，输入

相关设计约束； 后根据文法法则创新茶具形态[13]。

当认知雪花模型介入参照物的确定与分析时，能有效

建立参照关系，扩大参照设计因子库的素材源域，在

参照素材线条的提取中，采用先对图像线条整体提

取，再简化， 后选择特征线条，细化了对参照图像

线条形状的提取过程， 终的线条形状也简约、合理，

通过认知模型对参照物系统分析并扩大参照素材搜

索，加强素材内容与前端分析的关联，增加产品创新

形态的多样性，见图 7。 
 

表 1  形状推演规则 
Tab.1 Shape deduction rules 

规则

编号

规则

名称
内容 示意图 

R1 置换
用其他产品部分形态曲线

替换某产品现有形态曲线  

R2 增删
增加或删除初始形状的部

分或全部形态曲线 

R3 缩放
缩小或放大初始形状的部

分或全部曲线  

R4 旋转 对初始形状进行角度变换  

R5 镜像
初始形状的部分或全部曲

线沿某一轴线发生翻转  

R6
坐标

微调

沿坐标轴向一个方形对初

始形状进行拉伸  

R7 复制 对初始形状进行复制  

R8 移动 对初始形状进行位置移动  
 

 
 

图 7  雪花模型介入产品造型推演过程 
Fig.7 Process of intervening snowflake model in product modeling d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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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实践与验证 

运用以上提出的成语文创设计方法，进行“喜上

眉梢”吊灯设计，验证方法的正确性与可行性，验证

标准为根据新方法的设计流程进行设计是否形成闭

环，并输出创意文创产品，能闭合并生成创意方案则

表示方法成立。 

3.1  成语分析 

喜上眉梢，形容眉宇间流露出喜悦的表情，出自

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 23 回，它是中国传统吉

祥纹样之一，作为吉祥文化观念的物化形象，源于生

活，形成于观念，反映了民众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

独特的民族文化[14]。“喜”是指喜悦的心情，由于民

间常以喜鹊作为喜庆的象征，两只喜鹊寓意“双喜”；

“眉”与“梅”同音，梅花是五福花，象征好运与福

气，傲立风雪中又象征人们坚强的品质。喜鹊与梅花

结合，把“喜上眉梢”作成“喜上梅梢”，即喜鹊飞

上梅梢，鸣叫报喜，众人皆心情愉悦[15-17]，相关的成

语有喜笑颜开、喜眉笑眼等，成语分析与设计元素选

择，见图 8。 

3.2  元素形状库与产品造型库的建立 

搜集原型成语“喜上眉梢”和谐音成语“喜上梅

梢”的示例图、艺术作品等，作品意象图多是喜鹊姿

态各异地攀栖在有红、粉梅花和青翠绿叶的枝干上。

提取并简化作品素材的特征线条，形成 L1-L8 的素材

原型图，见表 2，再从 8 个简化原型中抽取 6 个矢量

线条形状，这些线条形状提取于能够激发视觉感官的

形状，如喜鹊翅膀、梅花、叶片、花枝等形态，归纳

成设计元素形状参考库，见表 3。将确定设计的产品

为家居吊灯，搜集吊灯形态，主体包括灯杆、底座， 
 

风格简约、现代，便于后期意境塑造，所有吊灯均选

择光源向下的正视图，去掉细小、琐碎的连接零件，

提取整体的外形轮廓，以 I 来表示吊灯造型库，对各

款吊灯进行简化与编号，见表 4。 
 

 
 

图 8  成语联想分析 
Fig.8 Analysis of idiom association 

 

3.3  推演过程与结果 

成语吊灯采用的是将成语内涵与现代简约吊灯

形态特征融合，形态设计是主客观条件相互约束、选

择、妥协的结果，推演规则组合生成的方案并不都符

合实际需求，需要设计师和决策者在满足产品客观约

束条件下进行主观判断[18]。 

在产品造型库中选择 11 号产品外形作为产品基

础造型，将其外形线条进行分解并编号，将 L5-4、L6-4、

L2-5、L8-2、L2-4、L4-2 作为形状参照，分别替换造型中

的目标线条 a1-a2-a3-a4、a9-a6-a5、a6-a7、b2-b3-b4、

b5-b6-b7、b1-b9-b8，见图 9，对吊灯的规格尺寸、风格

等方面进行 约束，见表 5。推演步 骤：（1）输 入 

表 2  相关作品素材 
Tab.2 Documents of relative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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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元素形状参考库 
Tab.3 Element shape reference library 

 
 

表 4  灯具造型库 
Tab.4 Styling library of lamps 

 
 

 
 

图 9  目标灯具 11 分解编号与形状参照选择 
Fig.9 Decomposition coding of target lamp 11 and  

selection of shape references 

表 5  吊灯约束条件 
Tab.5 Lamp constraints 

编号 名称 内容 

1 材质 铜、亚克力 

2 尺寸规格/mm 1 200*350*520 

3 元素建议 梅花、树枝、喜鹊 

4 风格倾向 简约、现代、中国风  
 

L5-4 替换 a1-a2-a3-a4，依次执行 R2、R4、R5、R6 命令，

对线条进行增删、旋转、镜像和坐标微调；（2）输入

L6-4 替换 a9-a6-a5，依次执行 R6、R3、R4、R7 命令，

对线条进行坐标微调、缩放、旋转和复制；（3）输入

L2-5 替换 a6-a7，依次执行 R6、R2 命令，对线条进行

坐标微调和增删；（4）输入 L8-2 替换 b2-b3-b4，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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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R4、R2、R5、R7 命令，对线条进行旋转、增删、

镜像、复制；（5）输入 L2-4 替换 b5-b6-b7，依次执行

R6、R2 命令，对线条进行坐标微调和增删；（6）输入

L4-2 替换 b1-b9-b8，执行增删；（7）在前一步的基础上

执行 R8 移动命令。主体形成梅花枝干的形态后，还

要增加装饰意象部分，选择与意象物喜鹊、梅花类似

的线条形状进行变形推导形成整体抽象形态，操作步

骤为：（1）将 L7-6 执行 R2、R7、R5，进行增删、复制、

镜像，形成“梅花”元素；（2）将 L1-1，执行 R5、R2、

R6，进行镜像、增删、坐标微调，形成“小枝干”，

至此完成全部推演。推演流程见图 10，设计效果图

见图 11。 

 

 
 

图 10  推演流程 
Fig.10 Process of deduction 

 

 
 

图 11  产品效果图展示 
Fig.11 Product renderings 

 

3.4  方法总结与反思  

此设计方法适合的“成语对象”应该具有稳定性，

在日常生活中常被使用或容易领会，能准确理解其意

义并辨清其感情色彩；对谐音成语的创造与运用，要

注意原型字与谐音字的关联性，避免意思的重复与矛

盾，符合使用习惯与文化内涵。另外，此类成语一般

都有代表性图案运用于各种形式的载体上，由于创作

者与时代性的不同，构图与细节上有所差异，但整体

素材便于提取特征线条，也迎合了产品延续性创新形

态的要求。方法使用过程中没有考虑字意出现歧义的

情况，还存在不足之处，在运用时需要主客观结合，

在实际内涵上发挥主观创作，提高产品上的成语文化

的表达效率。 

4  结语 

中华成语是汉语文辞的精华，成语融入谐音，从

抽象文字与无形之音，化为有形、有意、有境的成语

文创产品，使成语特有的文化内涵能够走进由人造物

构成的日常生活中。 

基于大量成语文创产品案例的分析，探寻其题材
分类、色彩应用、设计手法等方面的特征与规律，以
成语为设计对象，提高成语文创的可识别性与趣味性
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在设计过程中引入原型范畴理论
和形状文法，前者从“认知联想”角度提供成语多维
度的分析思路，建立成语认知分级雪花模型；后者基
于成语意象图像和特征形状线条，按一定的文法规则
创新产品传承性形态，两者结合建立一种以原型认知
为基础的文创设计方法。该方法有效地解决了成语文
化在产品设计中表达方式的模糊性难点，为设计师提
供了可靠的设计流程，也有助于提高大众对成语内涵
在产品外观设计与文化象征等方面的理解能力。以
“喜上眉梢”吊灯造型设计为例，从分析理解、素材
收集到形状推演，展示了设计的流程与思路，证实了
方法的可行性与实际应用价值。在今后的研究中，还
将重点研究如何将材料肌理、工艺特征运用到成语文
创产品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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