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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产品设计中“设计概念”的隐喻性

陈 岩

（河南农业大学，郑州 450002）

摘要：以产品设计中的“设计概念”为核心，论述设计概念所包含的范畴以及表现，从设计概念的本质角度出发，解

析其在设计环境中的隐喻作用，阐述设计概念的表象以及背后隐藏的内容，从“抽象与具象”、“出现与未出现”和“独

立与非独立”中，理解设计概念的本源意义，从而真正分析和探究概念在设计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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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the Metaphor of the Design Concept in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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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sign conception of product designing is the core of this article. It illustrates the category which design

conception covers and its manifestation. From the view of its essence, it analyzes its metaphor purpose in design

environment and describes the superficial images of design conception and their hidden contents. In order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value of conception in designing, we could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design conception from

"abstraction & concretion", "appearance & absence" and "independence & anti-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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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人类依据现有的事物反映对象本质属性

的一种思维形式，从产生、提出到形成需要一个变化

的过程。人们在认识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开拓、积

累、创造，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所认知的事

物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1]。

设计概念具有一定的内涵表述和外部延伸，它不但具

有自身本质意义，而且可以影响事物的发展过程，同

时产生隐喻的作用。设计概念就是在设计思维的过

程中形成，经过不断变化、提炼，成为最终的设计创新

产物，达到设计之初的目标和价值。

1 设计概念的范畴

英文中的 Idea，Conpect以及Notion都有概念的表

达意思，设计概念也就是设计者对于他所产生的诸多

感性认识进行归纳和提炼的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总结，

在前期的设计过程中必须要对将要进行的设计方案

进行详细周密的调查研究，分析目标对象的意图和要

求，包含文化内涵和地域特征，在诸多的想法与构思

上提炼出最准确的设计概念。设计概念首先要界定

问题，提出方案，正确把握产品设计的定位与方向，概

念的产生有时是突发奇想，既可以在对话中产生，也

可以在文字描述中产生[2]。设计概念在进行过程中经

常转移，有时设计者自身可以感受到，但他所面对的

对象却无法理解，当人们将它表述时方能明白，因此

设计概念也可以认为是设计的另一种说明。设计概

念可以通过具体的事物来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

宏观角度去关注人与效用，从微观层面关注物体的形

态、审美、表象、特征、技术、机械结构、材料等，通过设

计师与工程师的结合，来完成整个设计概念的发展。

设计概念源于技术和艺术 2个方面，它的形成可以是

任何概念的产生，但必须具备一定新鲜的事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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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产生又是外界对设计者的刺激所带来的结果，

它完全能够是个人化的，无法理解的，同时又可以通

过语言描述和视觉化的表现将其具体化，所以设计概

念也可以理解为语言物化的东西。

在设计概念的第一性中包含直觉感、创造力、专

长性、灵光乍现以及设计的初始过程，而在设计概念

的扩展范围中又包含有解决方案、系统性原则、造型

与色彩、材料与结构、用户体验、使用场景以及消费认

知等[3]。而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设计概念又具有抽

象化，同时也是一种思维上的训练和领域中的转换，

在创造的过程中是一瞬间的产生。设计概念在设计

范畴中包含了功能、造型、用户、服务、机遇以及方案

的解决，它是个人的思想情感表现，可以用语言描述，

也可以通过视觉化的形式表现，例如产品设计草图、

表现图或是模型都是各种概念表述的手段。

2 设计概念的表述

概念在设计中的真正意义在于解决问题的方式

和原则，将复杂的问题通过设计的过程简单化、明晰

化、物象化，通过大脑中的意象思维，将原本的抽象语

言形式具体化，产生具象的物与环境，其中的语言具

有行动力，而概念能滋生设计的发展。设计概念充满

关联，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并且是一种进化的过程，通

常被认为是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的灵感或者突发奇

想，也是创作的源泉，它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图形、模

型等多种方式表述，进一步加工升华，改进创造，得以

达到目标的预期[4]。设计概念不但是设计师的个人思

维方式，也是社会当中消费者的一种思维方式。消费

者与设计师之间是处于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

设计概念的产生一方面决定于在设计过程中抽象的

意识信号和设计者的个人体验，对社会问题的个人理

解。理解自己，理解世界的态度，从现象中去发现问

题、寻找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设计者的体验正

是在变化的设计实践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实践中

获得设计概念的描述得到启示。另一方面，作为消费

的设计概念，自然是在消费者的头脑中产生的设计问

题和对设计的理解以及看法，不同的消费者产生不同

的消费行为，每个消费的过程与体验都有所不同，因

此在消费中所产生的对设计的概念表述，同样影响着

设计发展的过程，对设计的问题解决也具有一定的指

导思想。因此设计概念具有双重的表述意义，存在于

抽象与具体之间，存在于它所有的表象之中，同时又

在所有这些表象之后隐藏着[5]。

3 设计概念与产品设计的关联

作为设计师而言，概念设计是产生具体产品设计

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设计师自身的专长，在设计过

程中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价值，通过设计师

的直觉、洞察力和对生活的认识，通常会产生灵光一

现的设计思维，但这种概念又是模糊的，不清晰的，并

且范围较大。创造性和创新性是设计师必须具备的

基本条件，通过大视野和小视野，局部与宏观的范围

展现出来[6]。设计概念又是连续发展的，对概念的认

识也在发展中不断变化，产生众多的概念形式，在产

品设计产生过程中要清楚地辨析哪一个是真正主要

的概念是比较复杂的事情，因此设计发展的每一个设

计概念都是被迫停下，如果不去终止，它可能持续发

生并且源源不断发展下去，有时还会循环往复的向

前。在设计概念形成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自己

拥有一个好的想法，却苦于如何用合适的方式将它呈

现出来，当人们还处于无法把产品设计与概念很好地

结合在一起时，存在的概念可能就转瞬即逝。在捕捉

过程中要通过语言和物化的功能去实现它，去展示

它，然而设计概念有时也会被视为独立于它的创造者

之外的东西，代表着被人们所生产出来的一种特定的

事物，这种事物有时不会被设计者的思想所左右，也

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例如，在手机设计

最初的概念产生过程中，设计师应当具有独立的思考

能力，同时建立在众多的用户体验和市场调查基础之

上，然而也不能完全被现有的产品所局限，而是要具

有前瞻性的设计理念，能充分的去引导并适应现有的

环境，可以突破目前的材料、技术和造型。有时候想

法的产生是突发性的，需要用物化的方式将其记录下

来（草图，模型），但在众多方案中可能辨析不清哪些

是最终具体要得到的内容，这就需要去探讨、去研究，

通过设计师团队的力量将大量的手机设计概念逐渐

分类具体化，使设计概念集中到1～2个方案之上。有

时某一设计概念可能会运用到不同的 2款手机设计

中，又形成具有相似性的 2个手机造型。设计概念又

会形成螺旋式的前进过程，因此可以看到一些手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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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会运用到早期的设计理念，形成复古的样式。手机

设计的概念不断产生，发展，再产生，再发展，许多时

候往往某种概念提出最终却因为现有的条件所限，而

无法形成以至搁置或放弃，有些规律性的设计概念则

被人们共同认可并坚持。例如，现有交互式智能手机

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手机的外形，以至于形成

了千篇一律的手机样式，而多数只是在概念上形成局

部的调整，因此设计中概念的隐喻变化也带来最终的

产品外形的相似性。

设计概念关联到设计师、概念的生成以及和它相

关联的概念设计，设计概念是一种思想的建构物，影

响着设计师的设计过程，在具体的产品设计中，很多

时候的概念生成来自于设计师对外部环境多元的理

解，由于设计概念定义众多也很难捕捉，因此对设计

概念的理解也大多是站在局外的立场，在概念设计体

验结束后用拆分的方法来看待设计的问题，对设计概

念的描述也是从观察者的角度客观地看待。设计是

利用概念发展并且以其为主线贯穿全部的完整过程，

它通过设计概念将设计者繁复的感性和瞬间思维上

升到统一的理性思维从而完成整个设计[7]。如果说设

计是一篇文章，那么设计概念则是这篇文章的主题思

想。设计概念围绕设计而展开，设计则联系着概念的

方方面面。设计概念和概念设计互相具有关联作用，

设计概念有时候独立于它的创造者之外，有时又引导

设计的发生与发展。

4 设计概念的隐喻性表现

设计概念代表着它所产生的事物思想基础，同时

又充满生命力和进化性，在设计过程中，设计概念通

常被打破而又会建立起来，形成往复的重构关系，设

计概念跨越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化过程（也可以认为

是自动生长的抽象体），既普遍又特殊，既被看作一群

事物的共有属性，又被看作某一具体事物的抽象模

型，它同时又是思想的建造物，有时设计概念也会孤

立自我的在思维方式中存在，较少的涉及设计者本人

的判断能力、情感表述以及社会态度，对最终的设计

产生一定的影响。

有关设计概念的定义通常比较模糊，因为它是一

个复杂而抽象的问题，设计概念的存在一方面表述了

设计者自身的设计思维，另一方面也可以独立于人们

的大脑而单独存在。设计概念的产生过程首先要注

重概念中的元素，运用分析的方法清楚地辨别设计的

内容与形式，之后要从中打破原有的元素，辨别其中

的内容，拆解设计中的各个部分，从逻辑思维的角度

入手重构设计元素，这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设

计的发展过程，站在局外对设计进行思考[8]。作为外

部的一个观察者，视角更加客观，分析更加准确，通过

体验的方式去感知设计概念的开始、发展和结束。例

如在设计一款椅子时，通常会被现有产品的造型所左

右而无法突破，会受到当前椅子外观的制约和局限，

总是纠缠于形态上的变化。如何打破这种设计概念

就需要从使用的本质角度入手，从“物”到“事”的转

变，以“坐”的方式为具体出发点，来提出正确的设计

概念而非单纯的以椅子为目的，这样才能设计出多种

形态的“坐具”，满足大众的需求。

可以把设计概念理解为“出现与未出现”的2种意

义，将未出现的也当作在场的，也就是把语言的表达、

文字的描述、图形的展现以及立体模型的塑造表述成

为未出现的部分，通过语言使人们可以谈论不在场

的，通过文字可以介绍概念的形成过程，通过图形和

模型可以将抽象的事物转化成具体的形态，概念成为

调停人与世界之间的虚体，以掩饰不在场的事物，它

也被视为物体部分的一种简单相加，如果所有东西都

展现出来，它已经扭曲了事物原来的本质。例如宝马

吉娜幻想概念车的设计，见图1，无论站在哪一个角度

都能看到车身的 3个面。该车的外壳由高度耐用、防

水且极具扩展性和可塑性的一种无缝光滑纤维材料

制作而成，这有点像给汽车赋予某种柔软的皮肤材

质，或是说给汽车穿衣服，当人们将它的外衣从车身

上剥离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车身外表织物的整体情

况，但是人们却改变了汽车原有的状态，也就是说当

图1 宝马概念车设计

Fig.1 The concept car design of B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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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设计概念中所有的东西都呈现出来而没有隐喻的

情况下，原来预期的本质也就发生了改变，所以只有

通过不同媒介的概念转换，打破原有的关系重新恢复

概念才能更好地研究人类对概念的体验。

设计概念同时还是一种自然态度，是概念化与抽

象化的统一体。从二元论的哲学观念表述中可以看

出，设计的概念化是身体与思想的结合，主观与客观

的统一，默会的与明确的表现，从概念的提出到事物

的产生都是设计者认识自然、自身思考、改变环境的

一个过程。设计概念既是一种独立的部分，同时也隐

藏着非独立性。它可以独立于人的思维而存在，形成

一种设计的片段，当人们在思考过程中产生独立概

念，就会影响着设计的形成；而作为非独立性时，设计

概念要和设计的过程相结合，要和设计者的意图相关

联，因此思维是人与世界以及它所指向的对象的不可

分的部分，“概念”是人为创造出来的“独立与非独立”

的部分，将非独立部分与独立部分的结合也是设计概

念的一种倾向。

“设计概念”究竟在向人们展现什么？一方面概

念的存在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描述设计，另一方面概念

也可能会扭曲、变形原本的设计意图，也只有将概念

放入设计体验中，理解设计体验的过程，从观察者的

位置去看待设计，用客观的、外部的，拆分的方式分析

理解设计问题，才能更好地把握和掌控概念的存在；

然而有时候身处其中，有时又完全不自知的。无法摆

脱自然的态度，通常认为概念和事物是 2种不同的类

型，只有产生思维碰撞的时候，概念才会产生火花，从

抽象的角度出发，用语言文字记录下交流的过程。

5 结语

设计概念的产生取决于人的思维模式和它独立存

在的内容，产品设计师的体验在设计实践里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实践中去体验概念的存在是揭开

设计概念隐喻表达的途径，同时又可以从获得到的设

计概念描述中得以启示，揭开设计概念的面纱，有助于

人们去正确地分析和认识设计存在的意义，去深入探

寻设计的价值，在体验的过程中去更好的感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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