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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以模因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技术在文创设计中的应用与价值。本文旨在为文创设计领域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

发展与繁荣。方法：利用文献研究法分析了模因理论与AIGC技术的基本概念和特征，阐述了模因在文化

传播中的作用和机制，介绍了AIGC技术的主要类型和AIGC技术在生成式文创设计中的优势和挑战。应用

模因理论对输入AIGC所需提示词进行分析、重组。构建了基于模因理论与AIGC技术的文创设计策略。结

果：通过设计策略进行设计实践，展示了模因理论结合AIGC技术在文创设计中的具体运用和创新效果。

结论：将模因理论与AIGC技术相结合，有助于提高文创设计过程中的设计效率以及文创产品与文化的贴

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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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the memetics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and value of Arti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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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 technology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ideas for the field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Methods: By employing a 
literature review approach, the study analyzes the basic 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emetics 
theory and AIGC technology. It elucidates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memes in cultural communi-
cation and introduces the main types of AIGC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of AIGC technology in generative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The study applies memetics theory 
to analyze and recombine the prompt words required for AIGC input, and constructs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strategies based on memetics theory and AIGC technology. Result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design strategie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and innovative effects of combining memetics theory with AIGC technology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on of memetics theory and AIGC technology 
contributes to improving the design efficiency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process, as well 
as enhancing the alignment betwee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the cultur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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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创设计方法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现阶段缺乏创新性、特色以及品牌效益，设计成果类型较为单

一，设计应用普遍存在同质化现象[1] [2]。运用模因理论与 AGCI 技术进行文创设计可以提高文创产品的

文化传播力、创新性、个性化、市场竞争力、品牌效应等方面的优势，实现文化与技术的辩证统一，促

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繁荣。模因理论可以帮助提取文化要素和构建文化故事，AIGC 技术可以帮助实

现多种方式的创意表达和优化设计方案，以及塑造一体化的视觉形象和 IP 形象。 

2. 模因理论与 AIGC 技术 

2.1. 模因理论 

模因理论是由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 1976 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模因理论是一种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它认为文化是由模因

组成的复杂系统，模因就像基因一样，是自私的、竞争的、选择的，它们会根据自身的适应性和传播力

在文化中存活或消亡[3]。模因可以是任何可以被复制和传播的文化单元，如语言、习俗、信仰、艺术、

技术等。模因也可以是一些流行语、梗、符号等[4]。模因理论试图用生物学的方法来解释文化现象，它

认为文化也是一种进化系统，而模因就是文化的基本单位。模因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变

迁和影响力，也有助于我们创造和传播新的文化内容。基于模因理论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文创设计，可以

被视为一种新型的模因生成和传播方式，它不仅可以丰富和拓展人类的文化表达，也可以反映和影响人

类的文化认知。将模因理论运用到文创设计中，有助于利用模因的传播属性，增强文创产品的影响力和

传播力，实现文化的有效传递和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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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IGC 技术 

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是一种人工智能技术，它使用深度学

习和神经网络模型来生成新的内容，例如图像、音频、文本等。AIGC 技术的核心是通过训练模型，使其

能够学习到输入数据的潜在分布，然后使用这个分布来生成新的样本。AGCI 技术的根本影响是它改变了

创作、设计和创新的方式，并对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AIGC 技术在多个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包括

图像生成、语音合成、文本生成等。它可以用于创造艺术作品、生成虚拟角色、辅助创意设计等任务。

这些子领域都利用了不同的算法和模型，来训练和应用 AI 系统[5]。 
AIGC 技术作为 AI 技术的更深层应用，其可以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的数据和任务，提高效率和生产

力。相较于人类，AI 技术可以更快速、更准确地执行任务，并且不会受到疲劳、情绪等因素的影响，提

高了任务执行的可靠性。AI 技术可以帮助人类解决复杂的问题，提高人类认识世界、适应世界的能力。 
AIGC 技术应用方式有很多，例如：在教育领域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跨学科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媒体的

融合创新，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6]。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来与用户进行交互，提高用户体验和

满意度。利用计算机视觉来分析和理解图像和视频，提高设计创意和表达力。利用 AI 技术来辅助设计评

估和测试，提高设计可靠性和安全性。 

3. 基于模因理论与 AIGC 技术的文创设计策略 

3.1. 模因的提取与筛选 

3.1.1. 模因的提取 
在对一个文化现象进行模因提取时，可以从多个方位介入。首先选择一个具体的文化领域或范畴，

如宗教、艺术、政治、娱乐、科技等。选定一个大的文化领域后再进行细化，这样有助于下一步的深入

研究。 
从文化的基本单位入手，识别出那些具有传播力和感染力的文化信息，如语言、符号、图像、音乐、

故事、习俗、信仰等。这些文化信息可以被视为潜在的模因或模因群，它们可以在人与人之间通过模仿

和复制而进行传播。 
从文化的传播过程入手，分析出那些能够在不同的媒介和载体上进行复制和传播的文化信息，如网

络流行语、广告词、梗等。这些文化信息可以被视为实际的模因或模因群，它们可以在网络社区和社交

媒体上迅速地大规模地流传。 
从文化的进化机制入手，评估出那些具有保真度、多产性和长寿性的文化信息，如宗教、谣言、新

闻、知识、观念等。这些文化信息可以被视为强势的模因或模因群，它们可以在人们的记忆中持久地存

在，并且能够适应不同的市场需求和用户喜好。 

3.1.2. 模因的筛选 
模因的成功复制要经过四个不同的阶段，即：同化–记忆–表达–传输[7]。通过设计实验流程，将

模因传播过程进行模拟并筛选，筛选流程见图 1。在模拟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同一个文化现象中的模因

具有不同的遗传性、变异性和选择性，就会导致不同模因之间出现传递速度以及完整度的不同。通过这

样的传递现象，可以对模因进行分组，将模因分为强势模因与弱势模因。强势模因在传递过程中具有高

传播速度、低变异性的特点，使得强势模因更容易传播与扩散，而弱势模因则与之相反。但需要注意的

是，强势的模因不代表就是值得宣传和使用的模因，弱势模因也不代表不具备传播价值。所以，需要通

过设计师将强势模因与弱势模因进行合搭配，从而才能更好的实现优质文化观点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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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eme selection experimental flowchart 
图 1. 模因筛选实验流程图 

3.2. 通过 AIGC 技术生成设计元素 

利用 AIGC 技术，可以帮助设计师获取设计元素，通过这些设计元素寻找设计灵感，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设计过程中的设计效率。由 AIGC 技术生成的设计素材还可以避免版权问题，减少了设计过程中

的设计成本。在设计过程中，常用到的图片素材、视频素材都可以通过 AIGC 技术生成。 
AIGC 技术使用文本到图像的方法，即根据文本描述生成图像。这种方法通常使用了深度神经网络，

比如卷积神经网络(CNN)和生成对抗网络(GAN)。CNN 可以从图像中提取特征，GAN 可以通过对抗训练

生成逼真的图像。并且通过风格迁移法，将一种风格的图像转换为另一种风格的图像。这种方法通常使

用神经风格迁移的技术，它可以通过优化一个损失函数来实现风格迁移。损失函数包括内容损失和风格

损失，分别衡量生成图像与内容图像和风格图像的相似度。 
对于视频素材的生成，AIGC 技术使用了视频合成的方法，即根据文本描述或其他输入生成视频。这

种方法通常使用了一种叫做变分自编码器(VAE)的技术，它可以通过编码和解码过程来生成视频。编码

过程可以将输入信息映射到一个潜在空间，解码过程通常发生在该潜在空间中，解码后可以从潜在空间

中采样并生成新的视频。 

3.3. 模因理论指导 AIGC 生成设计元素 

利用模因理论去指导 AIGC 生成设计元素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方法是利用模因理论来分析目标受

众的心理和文化需求，选择和组合适合的模因元素，形成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叙事和符号体系。然

后，利用 AIGC 技术来快速地生成或修改各种风格和主题的图片，实现对模因元素的可视化表达和变异

组合。这种方法可以用于文创设计、广告营销、社交媒体等领域，提高文化传播的创造性、多样性和有

效性。 
另一种方法是利用 AIGC 技术来生成大量的图像变异，然后利用模因理论来评价和优化这些图像的

传播力，选择那些具有高保真度、多产性和长寿性的图像作为最终输出。这种方法可以用于科学研究、

艺术创作、教育娱乐等领域，提高图像生成的效率和质量。 
还有一种方法是利用模因理论和 AIGC 技术相互促进，形成一个动态的反馈循环。即，利用模因理

论来指导 AIGC 技术生成初始的图像，然后利用 AI 技术来检测和分析这些图像在网络上的传播情况，再

利用模因理论来调整和改进这些图像，以适应不同的环境和场景。这种方法可以用于社会实验、舆情分

析、网络安全等领域，提高图像传播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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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模因因子属于文化现象中的强相关元素，所以包含了模因因子的文本指令能够更精确的向 AIGC
表达设计元素的需求。在构建文本指令时，需要了解 AIGC 对文字的理解原理，尽量避免使用抽象的描

述词汇；一条完整的文本指令需要包含主体物描述语句、风格参考词汇、灯光场景词汇、图片质量词汇。 
在文本指令中植入模因因子时，需要对模因因子进行筛选。最佳的选择是具象化的模因因子，例如

造型因子、色彩因子、材质因子等。这些具象化的模因因子会更容易被 AIGC 所理解，根据这些具象词

汇生成的内容往往更加具象化、合理化。而且，在构建文本指令的过程中设计师更容易产生清晰的设计

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设计师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设计构思。 

4. 策略验证与设计实践 

4.1. 模因筛选——以宋式家具为例 

论宋代作为一个文人的时代，宋式家具体现了宋代文人的审美理念，追求简洁大方、自然朴素、筋

骨思理的美，不事雕琢，以质朴取胜，其具备超越时代的美学境界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它们在结构和

造型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如采用榫卯结构，增加线脚和纹样装饰，出现不同形式的几、桌、案、椅等，

有些与西方现代主义设计有相似之处。 
本次的设计实践以宋式家具为例，对宋式家具进行了模因提取与筛选。通过将宋式家具原型进行编

码，以图片与文字结合的方式展示编码所对应的宋式家具的造型特点、材质工艺、色彩搭配、装饰元素、

功能结构等各代表模因元素[8]。参加此次调研的人数共 15 人，9 名女性、6 名男性。被试者按照 5 人一

组，分为三个小组。划分的依据是被试者对宋式家具的了解情况，分为了充分了解、一般了解与不了解

三组。实验过程中，每位受试者对同一编码的模因进行 20 分钟的认知与记忆，记忆后按照问卷对该编码

的模因进行描述。通过对不同受试者进行问卷分析，可以得出受试者对于该模因的传播质量以及完整度。

图 2，实验现场。 
 

 
Figure 2. Experimental site 
图 2. 试验现场 

4.2. 宋式家具模因的 AI 指令转换 

标本研究按照预先设计的实验步骤进行了操作，收集了三组受试者的视频与语音数据，并对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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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整理和统计分析。评估标准见图 3。同时，对受试者的语言输出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评估和比较。根据

受试者的得分，计算出了他们对宋代家具模因的传达效率。分别列出了三组受试者的实验结果，用被强

化的模因、被中断的模因、变异模因来表示受试者在材料中强调、忽略或改变的内容。通过对图 4 中的

数据进行分析，可得出以下分析结论： 
① 实验材料中有关宋代家具的故事传说、纹样特征、家具特点和色彩特征等内容，在受试者传达过

程中最容易被强化，也就是强势模因。这说明受试者对材料中具有新奇性和趣味性的内容有较强的记忆

力，这些易于接受和理解的内容使得受试者形成相对深刻的印象，从而能够较为清晰和精确的描述。模

因的传播能力越强，存活概率就越高，从而使得这些内容可以较为完整的在实验中传播。 
② 实验材料中有关宋代家具的材料特征、历史渊源等内容，是受试者在传达过程中最容易遗忘或回

避的模因，也就是弱势模因。这与受试者的先验知识、生活地域和经历有关。他们对较为专业的艺术类

知识和词汇缺乏记忆或准确性，导致这部分内容难以成为强势模因并传播出去。 
③ 宋代家具的装饰技法、家具造型等内容，受试者在处理时时可能会将非相关的内容加入其中，从

而导致所传递的信息发生变异。这种变异可以被称为变异模因。研究结果表明，当涉及到需要逐步记忆

和特殊处理的信息时，受试者更容易受到他们先前的知识和经验的影响，从而对信息进行自主改编和修

改。因此，这些部分内容无法准确传播，成为了变异模因的一部分。 
 

 
Figure 3. Evaluation criteria 
图 3. 评估标准 

 

 
Figure 4. Evaluation results 
图 4. 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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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以上实验结果中的模因类型进行细化，获得不同类型模因关键词，将模因关键词组成 AIGC
指令。指令中加入设计类型、模因特征词汇、照明风格、背景环境等关键词，利用 AIGC 图片生成软件

生成设计意向图。 

4.3. 基于模因理论与 AIGC 技术的文创设计实践 

基于以上对宋代家具文化模因的解读与设计目标的导入，通过深入研究宋代家具的材质、结构和装

饰模因，挖掘其优雅的线条、精致的雕刻和平衡的比例，以及独特的纹饰和装饰元素。将这些特征作为

设计的主要参考点，借助 AIGC 的力量，能够更好地捕捉和重新演绎宋代家具的精髓，确保灯具在设计

上呈现出与宋代家具共通之处，并赋予其独特的现代美感。采用工艺材质模因呈现设计效果，产品设色

贴合传统，凸显美学意蕴，运用宋代家具视觉造型模因对产品再设计，载体选择融入体验设计，建立用

户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交流，使作品更具创新性。图 5，基于模因理论与 AIGC 技术的灯具设计。 
 

 
Figure 5. Lighting fixture design based on memetics theory and AIGC technology 
图 5. 基于模因理论与 AIGC 技术的灯具设计 

5. 结语 

本文探讨了如何利用模因理论结合 AIGC 技术生成设计元素，再通过 AIGC 生成的设计元素进行文

创设计的方法和应用。模因理论与 AIGC 技术的结合可以为文创设计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工具，可以增

强文创设计的创造性、多样性和有效性。具体而言，模因理论可以帮助文创设计者分析目标受众的心理

和文化需求，选择和组合适合的模因元素，形成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叙事和符号体系。AIGC 技术可

以帮助文创设计者快速地生成或修改各种风格和主题的效果图，实现对模因元素的可视化表达和变异组

合，提高文创设计的效率和质量。 
本文旨在探索一种新颖而有前景的文创设计方法，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和挑战。例如，如何评价和优

化模因元素的选择和组合，该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也需要文创设计者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机

构进行合作和交流。希望本文能够为此提供一些启示和参考。 

注  释 

文中图片均为作者自绘与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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