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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原型理论的汽车造型认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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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探究汽车造型设计中的原型认知。方法方法 将分析心理学中的原型概念引入汽车造型分

析，调研获取MPV车型的概念语义，再由原型认知实验分析概念语义与特征形态间的认知联系。结结

论论 汽车造型的原型认知存在于美学认知与概念语义两个层面，表现在比例、空间、形态等方面的离散

特征形态因素。原型认知的结构便于美学概念与特征形象之间的双重表达，以及随时间迭代的认知

演化。研究的结论在汽车造型设计评价与计算机辅助汽车造型设计领域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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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ognition of archetype in the domain of automobile design. Methods The

archetype theory from analytical psychology was introduced to the domain of automobile design，and the concept semantics

of MPV cars was captured through survey.Then the cognition connection between concept semantics and featured form was

studied through cognitive experiments. Conclusion The cognition of archetype existed in the level of aesthetic cognition

and the level of concept semantics，and it consisted of discrete featured elements on the aspects of proportion，space and

form.The structure of archetype cognition was not only convenient for the double expression between aesthetic concept and

featured form，but also good for the cognition evolution followed the time iteration.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can be used in

the evaluation of automobile design and the domain of computer-aided automobil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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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形态包含视觉属性和美学属性两个层面的

信息，即特征形象和美学认知[1]。造型设计的目标是

通过对特征形象的操作达到美学认知的目的。汽车

造型设计是一个高技术－高情感的复杂设计领域[2]，

其造型所表达的美学属性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

是在设计活动的生产和消费的反复迭代中，生产者与

消费者相互影响，共同作用，逐渐构建起对某一美学

属性的共通认知，这种统一的认知在认知心理学上称

之为“原型”，因此，对汽车造型原型进行研究，在造型

认知与评价以及计算机辅助造型设计领域，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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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 汽车造型的原型概念

1.1 原型理论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理论是由著名心理学家卡尔·
古斯塔夫·荣格提出来的。所谓“集体”，是指这部分

无意识并非是个人的，而是普适性的，不同于个体心

理的是，其内容与行为模式在所有地方与所有个体身

上大体相同[3]。荣格将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为原始意

象也即原型，意指一种本原的模型，其他相似的存在

皆根据这种本原的模型发展而来。荣格的原型理论

说明的是人类精神层面普适的心理意象，其最基本的

特点是集体性、普遍性，而特征、类别、文化意蕴和功

用是其系统结构[4]。在设计国际化的今天，从认知的

角度研究造型的原型理论，对于思考产品形态的美学

属性及其国际化和本土化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与

借鉴作用。

1.2 汽车造型的原型认知

汽车造型原型是指在长时间对汽车造型美学属

性的表达与认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表征一类造型的

原型意象。一方面，它通过实体性的“特征形象”来体

现汽车造型设计中的比例、姿态等重要概念；另一方

面，它构筑起“语义性的层级”结构，为风格意象的认

知与表达提供工具。

对于原型的特征形象层面，在认知心理学中认

为，事物的形态特征在人脑中是以离散的、碎片化的

方式感知的，而认知行为则是对庞大的碎片数据进行

搜索，形成某种集体性、普遍性的心理意象，例如MPV

的认知就包括不同造型风格的相同类型汽车。认知

目标的匹配如同众多碎片集合而涌现出来的事件[5]。

与这种认知模型相对应，在计算机领域中，彭蒂·卡内

尔瓦提出了稀疏分布记忆算法的数学模型来模拟认

知行为。他认为这种离散的、碎片化的形态特征，是

汽车造型原型在形态特征层面的一个重要特点。

另一方面，在语义层级结构上，认知语言学研究指

出语义在形成认知上的连贯整体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语义帮助形成概念体系以及用于索引的设计主题，两

者相互映射构成统一的连贯体，被称之为“形意配对

体”，是人对形态认知的基础[6]。语义将形态表达的意

象抽象化为概念来快速激活心智上的链接[7]，链接的形

成使造型特征的视觉相似性，与记忆中辅助定位的视

觉信息相互映射，实现事物的认知[8]，因此，原型语义一

方面是对造型表达的美学属性的概念化，使之能够快

速与形态特征相对应；另一方面，原型语义的一部分需

要对美学属性的概念化进行描述与解释，以便驱动形

态特征对美学属性的表达，也即是指导造型设计。

1.3 原型认知与造型意象的区别

在《周易·系辞》中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

之说，这种造型与认知的双向影响现象在汽车造型设

计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汽车造型设计过程中，经常

以具体的客观形象作为设计创意的源头，例如白鹿具

有智慧、灵动的意象特征，以白鹿的视觉特征出发进

行的造型设计，就是将这种意象属性通过形态特征的

演化而转移到造型中。而原型认知是概念与特征形

象之间的一个双向心理过程，一个原型概念的提出会

激活多个特征形象；特征形象也是在一定的原型概念

的范畴下，进行组合、交叉与演变，并且由于这种概念

与特征形象间的绑定关系是在长期的认知活动中形

成的，因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普适性。原型的概念

也因此比意象更具体，更具可操作性。

对汽车造型原型认知的研究，可以使特征形象与美

学属性的双重表达过程更加明晰，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

实体的形态特征和美学属性的概念语义表达。

2 汽车造型原型认知实验

汽车造型原型认知实验主要考察两方面目标：汽车

造型中是否存在原型认知和造型的原型认知存在形式。

2.1 实验样本选择

以MPV车型为主要研究对象。参照国家汽车分

类标准GB/T 3730中对于乘用车的分类规范，本实验

从各大汽车网站选取22款车以及相关的评测文本作

为样本，车款的选择参考网站上的关注度，涵盖美系、

欧系、日系和国产车，其中MPV车4款，SUV、中型车、

小型车等其他各类车型共18款。另外，选取来源于搜

狐、新浪、汽车之家3个主流汽车评测网站的59个

MPV车的造型评测文章，作为语义研究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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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验说明

假定存在汽车造型的认知原型，即假设一个类别

的车型在造型上存在共通的特征形象，它们的集合构

成了该类车型的造型原型。实验的目标即通过车型

辨别来检验假设成立的可能性。在假设基础上，分析

是哪些因素构成了车型识别的依据，以及它们与原型

认知的关系。

汽车造型形态研究中，视图是讨论风格问题的基

准点[9]。在实验中，从前视、侧视与后视3个视角来测

试，样本是以实车为底，按实际尺寸比例勾勒轮廓和

主特征图[10]，以控制品牌和细节特征对造型认知的干

扰。18个汽车样本被分为4，6，8三组，并按前视、侧视

和后视归类，每组中只有一个是MPV车，要求被试选

出其心目中认为是MPV的那一辆车并给出理由，同时

需在图上标明判断的依据点，并给每辆车按4个等级

评定其与MPV的相似度。被试均为设计学院在校学

生，一共取得了99份实验样本。整理后所得出的反馈

数据见表1。

对汽车造型的语义研究的目标，是为了从概念层

面获得MPV车型的造型概貌。实验选取主流媒体的

造型评测文章作为样本，对其中MPV造型特征形象相

表1 认知实验数据整理（部分）

Tab.1 Data arrange of cognition experiment (part)

关的自然语言进行语义抽取，以供语义分析。在对词

类、外观和内室3个方面进行语义分析后，得到MPV

造型原型的美学属性，并将它与辨别实验中收集到的

特征形态进行比较分析，以确定概念语义与形态特征

间的关系。

2.3 实验结果分析

在车型的辨别实验中，每个视图组别中都包含样

本个数为4，6，8的 3个分组，且每组中只有一款是

MPV车，其他干扰样本均选自与MPV接近的车型或跨

界车型，实验结果的99份样本中，MPV的辨识率在3

个视图组别下分别为：前视 60%，侧视 75%，后视

51%。这表明MPV在3个视图下都具有较明确的识别

度，即MPV在公众心里有较为明晰的认知形象。再将

被试的关注点和其提交的识别依据聚类后[11]，得到了

类别辨识率的统计结果，分别为比例、空间、形态和功

能4个类别，见图1。

其中，比例和空间两个类别的辨识率远高于形态

测试一

组别

正确选出数

选错车型

错误计数

正确识别率

视图识别率

1-F1组

9

飞度／发现

1/1

0.81

前视

1-F2组

3

逍客／Cross POLO/

天语／福克斯

5/1/1

0.27

0.6

1-F3组

8

途观

3

0.72

1-S1组

5

飞度／发现

4/2

0.45

侧视

1-S2组

10

比亚迪S6

1

0.9

0.75

1-S3组

10

途观

1

0.9

1-B1组

8

发现

3

0.72

后视

1-B2组

3

逍客／福

克斯

7/1

0.27

0.51

1-B3组

6

汉兰达／奥

迪Q5/高尔

夫／雨燕

2/1/1/1

0.54

图1 辨识关注点与类别辨识率统计

Fig.1 Attention points and class recognition rate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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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功能类别的辨识率。在比例类别中，车的尺寸比

例、离地间被普遍认为是车型识别的有效依据，其在3

个视图中都有较好的表现；在侧视图和后视图中，空

间类别的判断依据起了主要作用，其中乘坐空间高

度、司乘人数是主要识别依据；在形态类别中，也有个

别因素在识别中起作用，如C柱后开窗。三视图MPV

识别依据见表2。

辨识实验的结果表明，虽然MPV是多功能的跨界

车型，但功能定位与形态风格因素却并不是其造型识

别的主要因素；MPV在比例、空间与形态上，形成了比

较明确的美学认知，其中比例涉及到的对象有轮距、

轴距、前悬、后悬、离地间等；空间则包含司乘人数、头

顶空间、储物空间等；形态所描述的内容受比例和空

间的影响，如车窗大小、C柱位置等。

综上，MPV作为跨界车型在造型辨别上表现出较高

的识别率，说明一定程度上存在统一的心理认知模型，

这种模型并不突出表现在风格特征等细节层面上，而是

体现在比例、空间、形态等整体层面上，以离散的特征形

态为元素，符合原型概念的原理，因此，有理由相信汽车

造型中MPV车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原型认知。

语义研究部分采用的样本来自主流媒体的评测

文章。采用了基于统计的面向设计对象的语义抽取

方法[12]，将样本的自然语言通过规则化文本语言、语义

词剥离和语义词聚类3个阶段，抽取为结构化的语义

形式[13]，以便进行统计，见表3。

表2 三视图MPV识别依据

Tab.2 Reasons of MPV recognition on three orthogonal views

视图

前视

侧视

后视

比例

宽高比、离

地间

车身长、前

悬短

宽高比、离

地间

空间

空间大

后排空间高

后箱空间大

形态

线条缓和、

圆润、商务

品牌、饱

满、车窗

长、C柱后

开窗

品牌、后窗

大

功能

多功能、安

全性

表3 结构化语义形式（部分）

Tab.3 Structured of semantic form（part）

车型

奔驰R级

价位

69.8~124.8万

部件

流线型的LED日间行车灯，上

挑的车身腰线，非常有特色的

后视镜转向灯

描述短语

功能 特征/基因

夸张的盾形前

进气栅，

3条镀铬条

语义词

名词

富有休闲气

息，流线型

动词

形容词部分体现的是大众对于MPV造型特点的

概念认知，而名词是概念的表征，与车型的目标定位

直接相关。将词语聚类后主要分为7个类别，其中风

格描述类占了绝大多数，见图2。在词频上，外观方

面主要表现为：大气、时尚、动感、流畅等；内室方面

表现为：舒适、实用、灵活、宽敞等；目标定位方面表

现为：商务感、灵动空间、移动办公室、轿车感等。

研究从造型特点和目标定位两方面获得了MPV

车的语义描述，从概念层面给出了MPV车的概貌，这

在形态特征上并没有对造型构成严格的限定，而造

型设计的目标，正是在概念语义即美学属性与具体

形态特征处理之间构建映射。Chiara E Catalano等人

将汽车造型的美学问题分为 Volume，Treatment 和

Graphics 3 个层面[9]，认为造型的美学属性存在于

Volume层面，而形态细节的处理是为表达这种美学

图2 类词频统计分布

Fig.2 Class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distribution

外观

朱毅等：基于原型理论的汽车造型认知研究

形容词

大气，时尚，硬

朗，动感，流畅，

粗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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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这与原型认知有着相似的结构，从认知实验

的结果来看，MPV的语义描述与原型辨别中比例、空

间和形态3个方面所反映的形态特点相一致，例如流

畅、大气对应形态上的线条缓和、饱满；宽敞、灵活对

应比例与空间上的车身长、空间大等，这说明MPV的

语义认知与其心理认知较为统一。

通过MPV的认知实验发现，汽车造型存在着较

为统一的原型认知，它在形态特征方面表现为在比

例、空间与形态上的一系列离散的形态元素，同时在
语义上对这些元素有着较为一致的概念表述。

3 结语

这里将心理学中的原型理论引入到汽车造型设

计领域，通过认知实验，探讨了原型认知在汽车造型

设计领域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存在的形式问题，认为原

型认知主要体现在比例、空间、形态等整体的美学属

性层面，并由离散的特征形态因素组成，这样的结构

便于美学概念与特征形象之间的双重表达，且这种灵

活的关系结构随着认知活动的迭代与时间的推移，会

逐渐地演化以保持对概念表达的准确性。原型认知

在计算机辅助汽车造型设计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其符

合造型的认知习惯，在造型设计前期的概念推演阶

段，能起到很好的设计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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