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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构成》阐述了设计创新的文化构成之路，全书从构成设计、文化的含义、文化的元素、文化元
素的结构、文化构成的方法、文化设计的原则和价值六个方面系统分析了文化的构成结构。
并用了大量有关文化素材的图片以阐明文化构成的原理。
《文化构成》是作者在多年的研究与教学基础之上逐渐提炼而成，向设计和文化工作者展示了一条创
新之路，并对中国文化中的视觉元素进行了简约而有系统的分析，是一本阐述文化和设计的好书。
可供建筑设计、工业设计、艺术设计类专业的设计师、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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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云鹤，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长期从事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人工智能和工业设计的研究。
在计算机美术、智能CAD、计算机辅助产品创新、数字文物保护和数字图书馆等领域，承担过大量科
研课题，取得优秀的研究成果，曾发表有关论文多篇，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奖励。
他1970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学系，1981年获浙江大学计算机应用硕士。
曾任浙江大学校长、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现代工业设计研究所所长。
现任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理事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理事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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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1 文化元素和几何元素的差异分析　　平面构成和立体构成中所使用的元素，包括点、线、面、
纹理、球、立方体、圆柱、锥、曲面等，都称为几何元素。
可以看出，文化元素和几何元素有很多不同之处。
　　首先，文化元素具有更复杂的形态结构。
实际上它总是由多个几何元素构成的一个模式。
之所以称之为模式，是因为文化元素的各构成部分都既有固定的连接关系，又有变化的空间。
文化元素整体是千变万化的。
　　文化元素不同于几何元素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它在形式之内含有意义。
这种意义在该文化覆盖人群中交流共享。
因此，引用文化的设计，既是形式的设计，又是语义的设计。
　　文化元素的意义还与它所发生与使用的背景相联系。
例如，使用了长沙马王堆帛画中凤凰图样，就会想到春秋时代与楚国文化；使用福娃，就会想到2008
年奥运会和中国北京等。
一个文化元素属于一种文化，即一种文化包含一系列文化元素。
因此，文化元素的使用和解读，均需要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
　　要深入理解文化元素的上述特征，必须理解文化元素的复杂结构。
对设计而言，需要认识文化元素三方面的结构，第一方面的结构是从物理角度分析，文化元素具有层
次结构；第二方面的结构是从概念角度分析，文化元素具有类型结构；第三方面的结构是从形式与意
义的关系角度分析，文化元素具有符号结构。
　　4。
2文化元素的层次结构从物理或形式角度分析，一个文化元素可以分解为一组部件。
组内的部件可以再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含有文化的部件，它是更小的文化元素；另一类是不含特定文
化的部件，称为非文化部件。
例如，图4.2.1 中的民居是有江南建筑特色的文化元素，而建筑中的窗、屋顶等部件也富含中国江南水
乡民居文化特色，所以是更小的文化元素。
但是，墙的形状就不富于江南文化特色了，是非文化部件。
再如其中的桥，是典型的江南石桥，是文化元素，但构成桥的栏杆和石阶都无鲜明文化特征，是非文
化部件。
窗还可以进一步分解，如窗中的花纹木格也是文化元素。
　　一个不包含更小的文化部件的文化元素称为终端文化元素，反之称为非终端文化元素。
如图4.2.1 中的建筑和窗是非终端文化元素，而桥的栏杆和窗的花纹木格是终端文化元素。
　　文化元素的这种层次结构是一种递归结构，文化元素可递归分解为更小的文化元素，其递归的出
口是终端文化元素。
　　区别文化元素中的文化部件和非文化部件，对设计而言，非常重要。
强调文化部件能使元素的文化色彩加浓。
而对非文化部件作适当的简略，则能使元素的整体更加简明而文化特征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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