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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救灾产品设计入手谈融通在产品设计中的运用，分析其优点，进而从主辅功能之间的有机融合、形式之间

的有机融合、功能与形式的有机融合3个方面来谈如何在产品设计中运用融通法，接着提出“融则通，通则优”的观

点，从而论证了在产品设计中运用好融合就能做到通达，做到通达就能做出优良的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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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arting from product design for disaster, it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and merits of good-integration used in

the product design, and explained how to use good-integr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as organic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main functions and the secondary functions, organic integration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whole forms and the detailed

forms, organic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functions and forms. Then it came up with a new idea“An integration leads to

prosperity,the prosperity leads to excellence”, which demonstrated that applicating integration well in the product design

could be done better in the prosperity, so the prosperity will make excellent desig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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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或不设计，好的设计或糟糕的设计，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了生存还是毁灭。继南方大雪灾、印度海

啸、美国佛罗里达州飓风和中国 5·12汶川大地震后，

海地又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地震。一场场血泪交融

的情景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教训与记忆：如果灾害来临

时有更多更好的设施和应急产品，依靠它的救助也许

能够带来更多生存的希望，给人以生存和延续生命的

空间与时间；如果灾害来临时有更多更好的救援手

段，就有多少生命不必牺牲于绝望的等待；如果灾难

来临身边、手边有所防范，就会增添多少自救与互救

的可能……在灾难面前，人类有时显得如此单薄和渺

小。虽然无法阻止天灾的发生，但却可以在灾难过后

集思广益，积极思考防灾救灾对策，共同开发有效防

灾、抗灾、自救与互援的创新产品，减轻灾难带来的各

种损失

[1]

。

鉴于灾害发生后环境的复杂多变性，救灾产品需

要轻便且功能强大，这样一来救灾产品难免有集约化

设计、组合设计的影子，此类优秀设计的核心归根结

底还是融通法的有效运用。

1 产品设计中的融通

1.1 融通的定义

融通即融合通达，它是一种和谐，一种平衡态，是

几个不同方面甚至是对峙的几方面通过一定的处理

达到高度和谐的过程

[2]

。在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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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同领域都在借助融通以找到新的创新思路。服

装设计界的混搭，医学界的中西结合，材料界的合成

等都在寻求用好“融”达到“通”。漂亮的混搭服饰，效

用很好的中西结合疗法，影响世界的合成材料都可以

说是融通的典范。

1.2 融通在产品设计中的运用

以优秀的救灾作品为例谈融通在产品设计中的

运用。

1）防灾衣。

以衣服为载体的救灾产品见图 1，因为衣服很好

地符合灾后保暖携带功能，戴上它防灾似乎是隐形的

保护神，其中图 1b是将衣服的便携保暖、帽子的护头

功能与震后进行的保护动作相融合，将帽子的保护作

用以一定的手法处理后，将其功能夸大，目的是使其

防灾功能得到更好地实现，此设计让人不禁眼前一

亮，所以可以说它达到了“通”的境界

[3]

。设计者的小

想法让衣服的功能有了新的定义，让即使是逃灾，人

们也穿戴得如此和谐。

2）多功能救灾产品。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该救灾产品功能的融通，用

设计者的词说是“More in one”，它将收集净水、聚热加

热食物、照明、发射信号几种功能融入这几个装备中，

见图 2，很好地满足了救灾产品携带方便而功能强大

的要求。其次是功能和形式的融通，形式是一个可以

折叠收纳的伞形形式，符合收集、聚集、发射信号的语

意形态。

3）产品设计中融通法概念。

指将多种功能寓于一个产品中的同时，保证它本

身内在和外在和谐的设计手法。融通是此类产品设

计要达到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用的清晰具体的方法

叫融通法

[4]

。

2 产品设计中做到融通的方法

关于产品设计，1980年巴黎国际学术年会权威

的论述是：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济及视觉感受，而

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状、色彩、表面加工以及装

饰全新的品质和风格。这样说来，产品设计是集材

料、结构、构造、形状、色彩、表面加工以及装饰各方

面于一身的一个规划过程，而整个过程完成的好坏

与融通程度的关系密切，做到融通可从以下 3个方面

展开。

2.1 主辅功能之间的有机融合

任何多功能产品都是有主辅功能之分的，主功能

是该产品的主要功能也是产品设计的主要目的，辅助

功能是产品中的次要功能，是依附于产品主要功能之

上的所有其他功能。产品设计中做到主辅功能的有

机融合就要求产品所具备的主功能和辅功能都是在

特定环境下必须的功能，而且，主辅功能之间有自然、

密切地联系，没有累赘感和特意附加的感觉

[5]

。一个

比较好的例子是救灾中用的液压剪切扩张两用钳，见

图3，将剪切和扩张2种功能融于一种产品中，它的有

图1 融通法在防灾衣设计中的运用

Fig.1 Application of the good-integration method in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clothes design

图2 融通法在多功能救灾产品中的运用

Fig.2 Application of the good-integration method in the

multi-function rescue products

图3 旋转式液压钳

Fig.3 Expansion of dual-use hydraulic cutting pl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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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融合首先在于剪切和扩张2种功能都是救灾中掏废

墟时必须的功能。由于扩张一般用易操作的扩张气

袋，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用扩张功能，所以剪切功能

为主要功能；其次，这 2种功能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

从消防员的救灾过程可以看出剪断和顶起是2个不断

重复的过程；再次，剪切是液压钳从打开到闭合的过

程，而扩张是液压钳从闭合到打开的过程，这就要保

证连续动作的有效性，同时二者动力部分是相同的，

就保证了资源的有效利用

[6]

。

2.2 形式之间的有机融合

对于产品，形式与功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里

说的形式之间的有机融合也是承载不同功能形式之

间的有机融合，也可以说是产品内在相关形式经过有

机融合而形成的一个与产品内外在都和谐的外观。

所以做到形式之间的有机融合需要先深刻理解产品

每个内在相关形式

[7]

。何人可曾在《工业设计史》中说

过，“对于工具，符合规律性的形体感受和对于美的自

觉追求，两者不但有漫长的时间距离，而且在性质上

也是根本不同的。劳动工具和劳动过程中符合规律

性的形式要求（如节律、均匀、光滑等）和主体感受是

物质生产的产物，自觉的美的追求则是精神生产、意

识形态的产物”。而这种规律性的形式要求和自觉的

美的追求，同时表现在产品上就有了产品内部形式之

间融通的必要性

[8]

。

2.3 功能与形式的有机融合

设计史界曾有一大争论——是功能决定形式还

是形式决定功能，形式与功能之间历来就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形式有提示功能的作用，功能与好的形式

结合才能将其效用发挥好

[9]

。形式是产品的外衣，它

是产品与使用者交流的第一语言。有的产品一看就

知道它是好用的，有的产品看后让人是好奇的，显然，

前者是更适合救灾需求的。

好用的形式能暗示并鼓励使用者使用，让使用者

一看就知道产品的使用方法，让使用者一看就知道产

品使用起来是便利的。由于使用环境的原因，救灾产

品在功能性方面的要求比较高，尤其是多功能的产

品，强化各种功能的结果导致产品的机械味比较浓

重，缺少了功能与形式间的有机融合。一个比较好的

例子是 2009年芙蓉杯生存设计类获奖作品旋转式液

压钳，见图4，这个设计中设计者结合多刀头可旋转的

功能，设计了一个整体三棱柱形的液压钳。因为短的

三棱柱给使用者本身就有旋转语意，所以它的形式与

功能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融通，但是另一方面设计者设

计手动功能时，手动把手和整体协调有点过度弱化了

它的功能，其结果导致使用的不便性，这是形式与功

能之间没有达到最好的融通，而是以牺牲功能为代价

达到形式上一定程度的融和，也就算不上融通。

3 融则通通则优

何为好设计，如何让产品在设计达到“优”？关于

这个问题有人做了调研，被调查对象包括设计师、企

业管理者、学生、消费者等。经过整理，一些“好设计”

的特质被提炼出来，如：为谁设计、良好的利益、感动、

设计以外的东西、导向与新的生活方式、民族性与世

界性、沟通交流、满足隐藏的内心需求、环保。依据被

提及的次数作一个排序，排在前 3位的分别是：感动、

导向与新的生活方式、良好的利益。最后进行归纳，

“好设计”被界定为

[10]

：情感的（无论是设计师还是使用

者都能感受到的情感）；未来的（提供新生活方式的指

引）；利益的（平衡企业、消费者、设计师利益的）；平等

的（保有对人类的尊重，设计提供帮助，但不使人们沦

为奴隶）；社会的（关于设计的良心）；个性的（允许设

计师和消费者保持的特质）；丰富的（物超所值。对设

计本身而言，成为时代的烙印）。然而，如何在一个设

计中同时做到这 7个方面且不感杂乱，“融”很显然是

一种方法。即将7个方面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通观7

个方面可以看出，好设计是设计师和消费者沟通的语

言，是设计师对某个问题的解决方式的成功表达，是

消费者某方面需求的最大满足，“融”是将这 2个方面

以最自然的方式联系起来，即其以最自然方式联系起

（下转第78页）

图4 旋转式液压钳

Fig.4 The rotary hydraulic c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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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美化，真正实现了包装的低碳设计。

第六，以科技的进步与创新理念为发展的包装设

计。技术进步是包装设计发展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9]

。

包装设计要满足低碳的要求，包装材料的选择是前

提，低碳经济社会中低碳型新材料的研发将势在必

行，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碳排放量。包装方法

的创新与工艺的变革是实现低碳包装的手段，这要求

进行包装设计时需采用最佳的实用技术，只有技术上

进步与创新才能使低碳包装得以实现。另外，需建立

完善的包装行业环境质量评价体系，通过综合评价，

最大限度地保证包装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低碳经济的到来给设计带来了新的契机，包装设

计应利用低碳经济这个契机来发展低碳包装，更需要

采用差异化的设计方法来创造商品的本身价值，根据

消费者的特点来确定包装的定位并塑造商品的形象，

在实现设计价值提高能源利用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经

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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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后的自然效果即为“通”，一个产品设计达到“通”

了，就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而存在，是与已存在的自然

达到高度和谐的产物，那么这个设计就可称之为“优”

[11]

。故说“融则通，通则优”。

4 结语

救灾产品中的融通法恰当运用可以使产品更适

合于灾后复杂的环境，这种方法的运用应该给人们做

其他产品设计一些启发，以让更多的产品设计走向

“优”。简单地说，“融”是方法，“通”是效果，“优”是社

会的承认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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