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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满足消费者将传统文化意蕴与食品包装相结

合的需求,提出一种可拓语义下的传统纹样特征提取设

计研究方法.通过对唐代金银器纹样加以分析筛选,确

立目标纹样基元,构建可拓语义模型;对纹样基元进行语

义词汇可拓分析,得到最大设计价值区间.利用图解思

维对特征语义进行可视化分析,加以形状文法进行推导

演变.以某款月饼包装设计为例,采用该方法设计出数

款应用方案,并对其进行模糊综合评价,获得了较高满

意度.

关键词:包装设计;可拓语义;纹样;形状文法;食品包装;

唐代金银器

Abstract:Tomeettheneedsofconsumerstocombinetraditional

culturalconnotationswithfoodpackaging,aresearchmethodfor

extractingtraditionalpatternfeaturesunderextensiblesemantics

isproposed．ByanalyzingandscreeningthepatternsofTang

Dynastygoldandsilverartifacts,thetargetpatternelements

were established, and an extensible semantic model was

constructed;Perform semanticlexicalextension analysis on

patternprimitivestoobtainthe maximum designvaluerange．

Visualizeandanalyzefeaturesemanticsusinggraphicalthinking,

andderiveandevolvethem usingshapegrammar．Takinga

certainmooncakepackagingdesignasanexample,severaldesign

schemes were designed using this method, and fuzzy

comprehensiveevaluationwasconductedonthem,achievinghigh

satisfaction．Thefeasibilityandeffectivenessofthedesignmethod

basedonextensiblesemanticshavebeenverified,providingnew

ideasforthe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oftraditionalpatterns

inmodernfoodpackagingdesign．

Keywords:packaging design;extensive semantics;pattern;

shape grammar;food packaging; Tang Dynasty gold and

silverartifacts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食品工业逐渐成为世界

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之一[１].食品包装作为饮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人们对食品内容的判定[２].

而消费方式的改变,使得食品包装不仅需要满足消费者

容纳和保护食品的功能需求[３],还要满足消费者的文化

诉求,成为文化内涵的物化体现[４].因此,作为中国传统

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之一———纹样,被广泛地应用

在食品包装设计中.但在设计过程中,出现不区分包装

的使用场景,生搬硬套,或是只是简单进行纹样提取,设

计单一,没有真正实现包装与文化内涵的融合.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

面开展研究:一方面是对纹样进行数字化提取后,再借助

现代艺术设计手法进行分解融合,细化后再应用于食品

包装设计中.例如张郁等[５]以传统节日为基础,探索分

析传统节日中的纹样元素在包装中的视觉特征与展示方

式,由“内”至“外”唤起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顾文婷[６]从

唐代敦煌壁画花卉纹样的发展演变、形态特征入手提炼

设计元素,利用现代设计理念与健康食品包装进行有机

融合;另一方面是对包装设计中传统纹样的应用目的、方

式、手法进行分析,通过建立语境化激发消费者情感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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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认同.例如杨艳平等[７]通过对传统吉祥纹样内涵分

析,阐述传统纹样在食品包装中运用的新思路,将传统审

美与现代审美相结合以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赵开旺

等[８]对中国传统吉羊纹样进行梳理提取,剖析文化语境

与图物之间的层次关系,利用群化构成等设计方法与食

品包装进行系统结合.

以上学者的研究,较好地将传统纹样与包装设计相

结合,但在选取传统纹样元素的过程中,主要依靠设计者

的主观经验,多从考古学、美学等艺术角度出发,缺少对

纹样内涵的创造性设计转化[９],并缺乏定量分析以及对

设计方案的科学评价.基于此,以唐代金银器纹样为研

究对象,通过对金银器纹样设计因子量化分析,提出一种

基于可拓语义与形状文法相结合的设计方法,以期在提

高设计效率、减少定性分析的同时,也为具有传统文化特

色的食品包装设计开拓思路.

１　设计流程

针对可拓语义下的唐代金银器纹样在食品包装设计

中的创新研究,预先对其研究流程进行框架构建,如图１
所示.

Step１:通过资料收集、文献研究等方法收集分析唐代

金银器纹样特征,对纹样图案和特征词汇进行收集提取,

在专业人士的评估下计算选出代表性图案基元.

Step２:对提取的图案基元构建可拓模型.邀请专家

对各图案基元的特征词汇分析评估,计算得出特征词汇

可拓设计量值;对最大量值词汇进行图解分析,得出单个

特征图解最大可拓值,优选图解为设计提供参考.

Step３:对优选图解进行矢量化处理,运用形状文法进

行形态推演,启发食品包装设计,设计迭代生成４种方案.

Step４:对生成的设计方案进行模糊综合评价,选出满

图１　基于可拓语义的设计流程图

Figure１　Designflowchartbasedonextension

semantics

意度最高的设计方案.若评价结果不满意,则返回到第３
阶段重新设计,直至生成满意方案.

２　基于可拓语义分析的设计方法

可拓语义(extensiblesemantics)是在可拓学[１０]基础

上对物元、事元和关系元三者量化分析,而提出的探索事

物拓展可能性的创新规律与方法[１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了主观思维的模糊性,有助于科研人员利用数据统计的

方法分析研究事物间多重语义的相互关系,以及语义与

关联图形的被接受程度.通过语义符号构建起沟通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提升了传统文化设计因子的语

义传达准确性[１２].主要应用于产品创新设计研究,通过

建立可拓求解模型对产品造型特征进行科学的语义挖

掘,进而提取转化.

２．１　可拓语义分析

根据可拓理论,设文化元素内涵为R,所研究对象为

文化本体O,文化特征为C,对应量值为V.针对唐代金

银器纹样设计中,R、O、C 分别代表唐代金银器纹样的文

化内涵,纹样基元本体,纹样基元的特征语义词汇;其中

V 为可拓语义区间量值.将纹样基元本体、特征语义、量

值构建在一个有序的三元组中,即可表达为

R＝[O,C,V]. (１)

每个图案基元具有众多的特征元,特征词汇C 由n
个词汇语义组成.每个语义特征词汇Ci 对应其相应量

值Vi.用多维基元表示文化本体,即式(１)可分解为

R＝

O,C１,V１

C２,V２

⋮,⋮

Cn,Vn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 (２)

将可拓区间V 进行分解,可分解为Vx 和Vy.其中

Vx 表示为特征词汇C 与文化本体O 的相关性,即文化关

联程度.Vx∈(０,１],Vx１＋Vx２＋＋Vxn＝１(n≥１).Vx

数值代表该特征语义词汇与文化本体O 的关联度.Vx

表达式为

Vx ＝
∑
r

n＝１
ndn

κr(r＋１)
２

,n∈ [１,r],dn ∈ [１,κ], (３)

式中:

n———特征词汇评估分数;

dn———特征词汇评估分数的个数;

r———评分等级;

κ———参与评估人数.

Vy 为特征词汇的设计文化价值,也叫设计价值.Vy

数值与设计价值有效度呈正相关.在取值范围内,数值越

大表示该特征词汇语义的设计价值越高.Vy 表达式为

１０１

|Vol．４０,No．４ 冯　青等:基于可拓语义的传统纹样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Vy ＝
∑
λ

n＝１
bn

λ
,n∈ [１,θ],bn ∈ [１,λ], (４)

式中:

n———特征词汇文化价值评估分数;

bn———特征词汇文化价值有效评分个数;

θ———评分等级;

λ———参与评分人数.
纹样图案基元的特征词汇可拓区间为

V＝Vx×Vy. (５)

V 值越大,代表该特征词汇与唐代金银器纹样基元

的关联度越高,同时在设计中的运用价值也越高.

２．２　可拓语义图解

对每个文化特征词汇选择相关联的多个图形进行图

解转换,转换后得到的图解以f 表示,则可拓图解语义区

间为Vf,可细分为Vfx 和Vfy
.Vf 表达式为

Vf＝Vfx ×Vfy
, (６)

式中:

Vfx
———图解语义辨识度分数;

Vfy
———设计价值分数.

Vf 的值越大,表示该图解的辨识度越高,其蕴含的

文化价值和综合设计价值越高.

３　实例验证

３．１　唐代金银器纹样选取

中国传统造物中的装饰纹样源远流长,以其丰富的

形式种类、特有的美学风貌与审美意蕴而闻名[１３].从远

古彩陶器物到秦砖汉瓦,这些纹样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

更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族智慧,彰显博大

的人文内涵与精妙绝伦的装饰艺术.

纵观中国的传统造物发展史,唐代造物有着重要地

位,尤其以金银器的发展最具代表性[１４].唐代金银器纹

饰种类主要包含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和几何纹[１５],通
过查阅相关文献、影像资料集,结合实地调研获取唐代金

银器纹饰研究样本.剔除模糊残缺的纹样样本,对图片

做去色处理并加深对比度;使用矢量绘图软件描摹提取

纹样.为避免因器型产生的纹样变形问题,在提取过程

中多采用全景拍摄、图像拼接等方法.从装饰纹样题材

角度对提取的纹样进行归类,梳理纹样图案基元类型及

相关语义,如表１所示.

表１　唐代金银器纹样图案基元分析提取

Table１　AnalysisandextractionofprimitivepatternsofgoldandsilverwareinTangDynasty

分类 名称 造型 特征语义词汇 Oj 分类 名称 造型 特征语义词汇 Oj

动物纹 鱼纹　　　 幸福、和谐、美

满、灵动

３．１５

鹦鹉纹　　 富贵、喜庆、圆

满、吉祥

２．１３

凤纹　　　 祥瑞、圆满、尊

贵、美丽

３．７８

狮纹　　　 威严、吉庆、祥

瑞、勇气

３．０２

植物纹 宝相花纹　 团圆、美满、高

尚、纯洁

３．５９

石榴纹　　 幸福、吉祥、多

子、繁盛

３．０１

缠枝纹　　 自由、富贵、多

福、丰收

２．８２

人物纹 狩猎纹　　 威猛、权威、热

烈、繁盛

２．６８

仕女纹　　 自由、幸福、美

满、美好

３．５５

伎乐纹　　 繁盛、欢乐、庆

祝、活力

２．０６

几何纹 联珠纹　　 自由、活力、连

续、无限

２．４１

绳索纹　　 吉 祥、绵 延、

灵动

２．３５

如意云头纹 吉祥、如意、平

安、富贵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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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邀请２５名对唐代金银器纹样有深入研究的专

家和１０名文创产品设计师,对纹样图案基元内涵和文化

代表程度进行评估,筛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图案基元.设

图案基元本体为O,总人数为n,第z 位专家和设计师对

第k个纹样所打分值为dzk,得到第k 个纹样的平均分

值为

Oj ＝
∑
n

z＝１
dzk

n
,z∈ [１,n]. (７)

根据式(７)计算得出各纹样图案基元的分值Oj.经

过综合考量选择分值最高的凤纹为主要设计研究对象.

３．２　纹样图案基元可拓语义分析

３．２．１　可拓语义评估　通过对金银器纹样图案基元的文

化特征分析,筛选出高频词汇语义.并根据可拓语义分

析法,构建唐代金银器纹样代表图案基元R.其中以凤

纹为文化本体对象O,描述凤纹的特征词汇C 为:祥瑞、

圆满、尊贵、美丽和如意;相对应量值为V.根据式(２)可
表达为

R＝唐代金银器纹样代表图案基元＝

凤纹,祥瑞,V１

圆满,V２

尊贵,V３

美丽,V４

如意,V５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

(８)

再次邀请２４位专家对代表图案基元凤纹的特征词

汇进行评估打分.分值设为１~５分,分别为关联最弱、

较弱、一般紧密、较为紧密、十分紧密.按照特征词汇与

凤纹文化内涵联系强弱进行打分.根据式(３)对调查结

果进行计算,得出各特征词汇C 与凤纹O 的文化关联度

Vx,见表２.

　　并在此基础上,选择５名了解唐代金银器文化并从

事相关文创产品设计的研究人员对特征词汇进行设计价

值Vy 评估.并对研究人员进行编码S１~S５,分值为１~
６分.分值越高其设计价值越突出.根据式(４)计算出凤

纹设计文化Vy值,见表３.

表２　特征词汇文化内涵关联度评估

Table２　 Evaluationofcorrelation degreeofcultural
connotationoffeaturewords

特征词

汇C

分数

５分 ４分 ３分 ２分 １分
Vx

祥瑞 １５ ５ ２ １ １ ０．２８９

圆满 １ ３ １２ ６ ２ ０．１８６

尊贵 １０ ９ ２ ３ ０ ０．２６７

美丽 １ ７ ８ ３ ５ ０．１８９

如意 ２ ４ ５ １１ ２ ０．１８１

表３　特征词汇的文化设计价值评估分数

Table３　Culturaldesignvalueevaluationscores

offeaturewords

特征词

汇C

人员编码

S１ S２ S３ S４ S５
Vy

祥瑞 ５ ５ ４ ３ ４ ４．２００

圆满 ３ ３ ２ １ ３ ２．４００

尊贵 ５ ４ ２ ３ ４ ３．６００

美丽 ４ ３ ２ ４ ２ ３．０００

如意 ２ ４ ２ ３ ３ ２．８００

　　根据式(５)得出凤纹可拓设计区间V 值,见表４.由

式(８)可进一步表达为式(９).

根据评估结果可得凤纹图案基元的可拓设计区间量

值排序为:祥瑞、尊贵、美丽、如意、圆满.其中祥瑞的可

拓区间较大,圆满的区间较小.在设计中应优先考虑可

拓量值较大的特征词汇,故选择祥瑞为主要设计思考的

特征语义.

表４　特征词汇的可拓设计区间

Table４　Extensiondesignintervaloffeatureterms

可拓区间 祥瑞 圆满 尊贵 美丽 如意

Vx ０．２８９ ０．１８６ ０．２６７ ０．１８９ ０．１８１

Vy ４．２００ ２．４００ ３．６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８００

V １．２１４ ０．４４６ ０．９６１ ０．５６７ ０．５０７

　 　 R ＝ 唐 代 金 银 器 纹 样 代 表 图 案 基 元 ＝
凤纹,祥瑞,１．２１４

尊贵,０．９６１
美丽,０．５６７
如意,０．５０７
圆满,０．４４６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 (９)

３．２．２　可拓语义图解　特征词汇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且

每个特征词汇有多个关联性的图形,图形对产品的设计

更直观且影响更大.为进一步将图案的隐性知识图形化

表达,运用图解思维帮助设计师有效结合理性逻辑与感

性思维,使设计结果达到最优化.

　　通过问卷调查对凤纹图案基元的５个特征词汇分别

选取３０张有关联的图片.避免色彩对图片的影响,对图

片进行去色处理,并邀请５名设计师和５名对唐代金银

器了解的研究人员对所选图片进行投票.选取各特征词

汇投票率最高的前３张图片作为代表图解,并进行可拓

图解评估分析.图解编号为F１~F３,如表５所示.

　　由３名编号为S１~S３ 的文创设计师对各特征词汇

语义图解的辨识度进行打分,分值范围设为１~５分.得

分越高代表该图解语义的辨识度越高,反之越低.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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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特征词汇语义图解

Table５　Semanticdiagramoffeaturewords

特征词

汇C

图解编号

F１ F２ F３

祥瑞

尊贵

美丽

如意

圆满

对其设计文化价值进行评价,相应的Vfx
、Vfy

评估值见

表６、表７.

　　对打分结果进行均值处理和分析,计算得出各特征

图解语义的辨识度和设计文化的价值,即Vfx
、Vfy

,见

表８.

　　根据式(６),计算得出每个图解的可拓语义区间,见

表９.从统计结果可知,祥瑞图解F２ 的可拓区间值最大,

表６　各特征词汇图解辨识度评估值

Table６　Evaluationvalueofgraphicalrecognition

ofeachfeatureword

设计师编号 图解编号 祥瑞 尊贵 美丽 如意 圆满

S１ F１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F２ ０．８ ０．５ ０．３ ０．３ ０．４

F３ ０．６ ０．２ ０．２ ０．５ ０．５

S２ F１ ０．３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F２ ０．６ ０．５ ０．６ ０．４ ０．３

F３ ０．６ ０．１ ０．３ ０．３ ０．５

S３ F１ ０．５ ０．６ ０．５ ０．５ ０．４

F２ ０．６ ０．８ ０．４ ０．３ ０．２

F３ ０．８ ０．２ ０．２ ０．５ ０．５

表７　各特征词汇图解语义设计文化评估值

Table７　Culturalevaluationvalueofsemanticdesign
foreachfeaturevocabularydiagram

设计师编号 图解编号 祥瑞 尊贵 美丽 如意 圆满

S１ F１ ３ ３ ４ ４ ４

F２ ５ ３ ３ ２ ２

F３ ４ ２ ２ ３ ２

S２ F１ ４ ４ ３ ３ ３

F２ ５ ３ ２ ２ ２

F３ ３ １ １ ３ １

S３ F１ ３ ３ ３ ３ ３

F２ ４ ３ ４ ２ ２

F３ ３ １ １ ３ ２

表８　各特征词汇图解语义的评估值

Table８　Evaluationvaluesofgraphicsemanticsof
eachfeaturevocabulary

图解编号 均值 祥瑞 尊贵 美丽 如意 圆满

F１ Vfx ０．４３ ０．５７ ０．５３ ０．５３ ０．５０

Vfy ３．３３ ３．００ ３．３３ ３．３３ ３．３３

F２ Vfx ０．６７ ０．６０ ０．４３ ０．３３ ０．３０

Vfy ４．６７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F３ Vfx ０．６７ ０．１７ ０．２３ ０．４３ ０．５０

Vfy ３．３３ １．３３ １．３３ ３．００ １．６７

表９　特征词汇图解语义的可拓区间

Table９　Extensionintervalofgraphicalsemanticsof
eachfeatureterm

图解编号 祥瑞 尊贵 美丽 如意 圆满

F１ １．４３ １．７１ １．７６ １．７６ １．６７

F２ ３．１３ １．８０ １．２９ ０．６６ ０．６０

F３ ２．２３ ０．２３ ０．３１ １．２９ ０．８４

其次祥瑞图解F３ 较大.二者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文

化设计价值.所以,将其作为设计的主要参考元素并进

行延展.

３．３　设计实践

基于前文对唐代金银器纹样的评价分析,筛选出最

具代表性的图案基元———“凤纹”,作为主体图形元素,并
以可拓量值最大的“祥瑞”图解F２、F３ 为辅助图元素进行

设计.

首先对初始的图形元素进行矢量化处理,对造型线

条进行筛选简化.并运用形状文法进行形态推演,延伸

出符合审美并有秩序感的基本图元.形状文法(shape

grammar),是以“形状”运算为主的一种设计与分析方

法[１６].其推演规则分为生成性规则和衍生性规则[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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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规则集合＝{增删,置换,缩放,镜像,复制,旋转,错
切,贝塞尔曲线},可表示为＝{R１,R２,R３,R４,R５,R６,

R７,R８}.

对图形进行基本单元演化,以主体图形凤纹为例展

示具体推演过程.将凤纹图形的特征曲线进行关键节点

编号,特 征 曲 线 可 表 示 为 T＝ {(T１,T２,T３,,T５０)
(T５１,T５２,T５３,,T１００)(T１０１,T１０２,T１０３,,T１５０)(T１５１,

T１５２,T１５３,,T２００)(T２０１,T２０２,T２０３,,T２６６)}.

通过增删变化(R１)对图像节点(T２２,T２３,T６４T９８,

T１１８T１２６,T１３３T１５１,T２３９,T２４０,T２４３,T２４５,T２４９,T２５０,

T２５８T２６５)进行调整,特征线段(T２０,T２４T２６,T１５２

T１５８)及(T４９ T５３)(T５５ T６０,T２３６ T２３８)通 过 错 切

(R７)和贝塞尔曲线(R８)调整形态,连接(T２６６,T２３４);再
次通过(R１)对图像进行增删做部分保留,形态特征线段

(T２２ T４０,T９９ T１１２,T１２７ T１３２,T２０６,T２０８ T２１１,

T２２５,T２２６)曲折多变,视觉效果强,运用贝塞尔曲线(R８)

对节点坐标进行调整;对图像进行缩放(R３)旋转(R６)变
化;采用置换(R２)规则将特征线段以新的线段图形代替

并做黑色填充处理,采用贝塞尔曲线(R８)进行调整使线

段更圆润饱满,缩放(R３)得到新的凤纹图形T,推演过程

及结果见图２.

　　同理,依据形状文法推演规则,对祥瑞图解F２ 和F３

进行转化生成基本单元.再次运用形状文法对生成的基

本图元进一步推演.推理规则可相互组合、多次操作,继
而生成更为复杂具有创新性的连续规律图案,见图３.

　　唐代金银器纹样的构图形式多样,在形制、构图方面

主要可以分为“点装”和“满地装”两大主要类型.为了符

合现代审美并增强装饰效果,将两种方法有机结合并运

用形式美法则,以凤纹为主体图形对主体包装进行装饰,

辅以其他图形作为填充对象.图案基元经形状文法的形

态分析演变后,以演变后的图案为基础,经设计迭代,共
设计出３款方案,如图４所示.

３．４　设计方案模糊评价

生成的设计方案基本都可以满足功能需求,决策过

程是由多因素影响的,故不能绝对地肯定或否定设计方

案[１８].为寻求合理化的评价因素,更准确地选择出符合

文化特征和切合现代设计需求的方案,采用模糊综合评

价法[１９]对设计方案进行评估.

邀请相关专家、产品设计师、普通消费者等组成５５人

小组对设计方案进行打分评价.在建立模糊综合评价体

系之前,需建立评价指标集,拟定特征鲜明、纹饰美观、

独特文化风格、具有时代感、功能需求作为评价指标集.

图２　基本图元推导过程图

Figure２　Basicprimitivederivationprocessdiagram

图３　连续图元推演图

Figure３　Continuousderivationofprimitives

图４　设计方案

Figure４　Designscheme

参照模糊数学评价常用评语确定专家评语集,即满意、一

般、不满意作为评语集合.评价指标集和评语集如下:

U＝{u１,u２,u３,u４,u５}＝{特征鲜明,纹饰美观,独特

文化风格,具有时代感,满足功能需求},

V＝{v１,v２,v３}＝{满意,一般,不满意}.

以及各评价指标权重W＝(０．３,０．２,０．３,０．１,０．１),构

建设计方案评价打分表,见表１０.５５人打分调研数据表

见表１１.

　　根 据 方 案 １ 的 调 研 数 据 结 果,建 立 模 糊 判 断 矩

阵K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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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评价指标描述及权重

Table１０　Descriptionandweightofevaluationindicators

评价指

标U
评价指标描述

评语集

合V

评价权

重W

U１ 特征鲜明,辨识度高 满意V１ ０．３

U２ 纹饰美观,和谐,有韵律 一般V２ ０．２

U３ 独特文化风格,符合当下审美 不满意V３ ０．３

U４ 具有时代感,适应时代趋势 ０．１

U５ 满足功能需求 ０．１

表１１　打分调研数据表

Table１１　Scoresurveydatatable

评价指

标U

方案１

V１ V２ V３

方案２

V１ V２ V３

方案３

V１ V２ V３

U１ ３８ １１ ６ ３２ １８ ５ ４５ ８ ２

U２ ４２ ９ ４ ３６ １５ ４ ４６ ６ ３

U３ ３８ １２ ５ ２８ １９ ８ ４５ ７ ３

U４ ３４ １６ ５ ３８ １９ １ ３９ １２ ４

U５ ４８ ５ ２ ４３ ７ ５ ５２ ２ １

　　K１＝

０．６９１ ０．２００ ０．１０９
０．７６４ ０．１６４ ０．０７３
０．６９１ ０．２１８ ０．０９１
０．６１８ ０．２９１ ０．０９１
０．８７３ ０．０９１ ０．０３６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

运用模糊数学矩阵间的运算规则对评价结果进行计

算,得出方案１结果.

F１ ＝ W × K１ ＝ [０．３ ０．２ ０．３ ０．１ ０．１]×
０．６９１ ０．２００ ０．１０９
０．７６４ ０．１６４ ０．０７３
０．６９１ ０．２１８ ０．０９１
０．６１８ ０．２９１ ０．０９１
０．８７３ ０．０９１ ０．０３６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０．７１６ ０．１９６ ０．０８７}.

同理,得出各方案打分结果:

方案２:F２＝(０．６００,０．３０４,０．０９６),

方案３:F３＝(０．８２４,０．１２９,０．０４７).

由专家评价结果可知,３款设计方案均得到了较高的

认可,方案３为最优方案.相较于其他两款设计方案,方
案３装饰纹样整体饱满匀称,繁复的纹饰与周围的留白

形成强烈对比,特征更加鲜明,极具辨识度,并与传统图

案融为一体,充分体现唐代的繁华之美、丰满之美,具有

鲜明的时代韵味,凸显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活化.

４　结语
可拓语义与形状文法相结合的创新设计方法,对唐

代金银器凤纹的特征词汇与图解关系进行可视化分析,

实现了设计元素的客观提取与创新组合,进一步推动了

传统纹样的活态化传承.但在传统纹样的分类实践过程

中,对于主体纹样和辅助纹样的划分较为主观,缺乏分类

定性的标准;其次,对纹样与文化元素中色彩、文字、材料

等因子间的关联和影响分析较为欠缺,需要借助其他创

新设计方法,这也是今后需要完善和解决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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