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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低碳”生活方式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阐述绿色设计的转变。从“回收”到“再生”到“减量”，

“低碳”的理念促使人们从源头处改变粗放的生产方式和过度消费的生活习惯，代之以适度消费并转向更为精良的

产品和倡导人性化的非物质设计理念。提出传统生活方式中的能量互构、循环开放以及现代设计中用情感延长物

品生命周期等设计意识，可以赋予绿色设计与时俱进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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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hange of modern social and productive way, it analyzed the changing of green design. From

"recycled" to "regeneration" to "reduction", extensive production and excessive consumption of habit was gradually

replaced by more sophisticated and non-material design. It proposed energy mutual construction and cycle in the

traditional life way, using emotion to prolong life cycle in modern design, giving green design a new design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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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设计又称生态设计，为环境设计，是 20世纪

80年代末从西方发达国家产生的一股国际设计思

潮。起因是人类经济、科技的急速发展，对自然资源

的攫取大大超出地球的承受能力，导致环境不断恶

化，影响了生态平衡进而影响人类自身的生活品质
[1]。虽然绿色设计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在一定程度上，

绿色设计观念的推行缓解了环境恶化的进程。可是

随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人们在衣、食、住、行

等方面均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最为显著的

表象是中国已然成为汽车消费大国，机动车彻底改变

了人们的出行方式。随之而来的却是温室气体大量

排放带来的各种环境问题，诸如“pm2.5”、“雾霾”等新

名词已经成为当今与环境问题相关最时髦的关键

词。应运而生的“低碳”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理念逐渐

受到重视。“低碳”的字面含义就是指较低的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为主）排放，而“低碳生活”，是指生活作息

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碳，特别是二

氧化碳的排放量，从而减少污染，减缓生态恶化[2]。从

这个意义上延伸，“低碳生活”就是一种排斥过度消

费、尽量做“减法”、使能量“内耗”的生产、生活方式的

意识。这里从“低碳”的生活方式中重新解读绿色设

计，并从传统生活方式中挖掘元素，从现代设计中寻

求方法，赋予绿色设计方法适合当代中国设计现状的

新理念。

1 绿色设计与低碳生活方式的关联

1.1 从“3R”到“4R”的演变

绿色设计理念是由源头来降低对环境冲击并保

障经济效益的产品设计开发方法，使有形的工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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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零组件及无形的应用系统、服务等，透过设计来使

其更具有环境亲和力。其基本思想是：将污染消灭在

萌芽状态，将环境因素和预防污染的措施纳入产品设

计阶段之中，将环境亲和能力作为产品的设计目标和

出发点，力求使产品对环境的影响为最小。

对于工业设计而言，绿色设计的核心是“3R”理

论，不仅要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消耗，减少有害物质的

排放，而且要使产品及零部件能够方便分类回收并重

新利用或再生循环。这“3R”可以分别解读为：

减量（Reduction）。（1）不影响功能的前提下，减小

体积及用料；（2）力求结构精简及外观质朴；（3）减少

高污染的表面处理，用精良的设计达到精美外观；（4）

减少制造和使用时的能耗；（5）去掉不必要功能。

复用（Reuse）。（1）增进品质及用户满意度等方

面，延长产品寿命；（2）产品功能模块化，使生产、更

新、维修加快，有助提高市场占有率；（3）挖掘同结构

下的应用潜力；（4）零件标准化，不进行特殊设计，结

构要保证零件的更换简单易行；（5）加强售后和维修

体系，鼓励二手交易。

回收（Recycling）。（1）产品必须易于拆分及材料

分类；（2）原料的使用种类尽量单一化，避免不相容材

料的复合使用；（3）标示产品应用的每一种材料，以便

回收时归类。

基于这“3R”原则，随着低碳生活方式的推广，当

今绿色设计推演出“4R”理念，将回收部分细化为回收

与再生2个部分。

再生（Regeneration）。（1）应用表面处理简单的回

收材料；（2）通过结构设计弥补回收材料材性的不足；

（3）利用二次材料的特点进行设计；（4）尽量不添加天

然材料[3]。

可以看出，在从“3R”到“4R”的原则变化中，设计

理念从尽量的简化、归类、精减演变成更精细的再生

转化，同时，延长使用寿命，提高售后服务质量，挖掘

同结构的应用潜力，增强结构设计弥补回收材料性能

不足，尽量不添加天然材料等原则意味着从设计源头

就已经开始关注生产过程中的能量循环和消费过程

中节制与延长产品生命周期。

这些微妙的变化也意味着低碳生活方式理念的

深入和推演。人们慢慢摈弃粗放的生产方式和过度

消费的生活习惯，逐渐转向设计生产更为精良的产品

以及注重人性化及后续服务的非物质设计理念。正

是这种慢慢渗透的消费观念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形成

社会整体性的低碳化，从而改善生存环境，为资源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积累物质与精神基础。

1.2 从过度消费到适度消费的转变

消费主义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商业主义设计发

展过程中由于过度趋利而出现的过度消费现象。设计

废止制度使消费不断往复，而不良设计直接关联的是

不良消费习惯的泛滥。低碳生活方式则引导人们从过

度消费转变为适度消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绿色产品正在成为人类消费的新时尚。拥有

精良设计和创新理念的绿色产品成为人类消费的新

时尚，并且为商家带来更高的利益，这些利益既包括

经济又有企业形象的推广。回收设计甚至成为近几

年最时髦的设计时尚，瑞士佛莱塔兄弟的Freitag包便

是最好的佐证。兄弟俩初衷只是想要一个防水的包

来对付苏黎世的雨水。于是发挥想象，也兼顾环保意

识，充份利用回收资源——卡车防水油布及汽车安全

带甚至自行车内胎等旧货作为材料。佛莱塔兄弟不

只使用瑞士境内的卡车油布，他们现在已在全欧洲收

购旧卡车油布，产品最初推出的时候，人们无法想象

这种卡车司机为了防雨而覆盖货品的油质苫布，居然

走向流行的最前沿。由于使用旧防水油布，每一块布

都是手工切割，且由同一大块布上切割，因此每个背

包都独一无二。现在佛莱塔包包已成为瑞士名牌之

一，在赋予回收物新生命的同时也创造了时尚的附加

价值和经济利益，见图1。

2）对于产品外观性能的推崇逐渐转化为对于服

务的推崇。乔布斯对于非物质时代的设计最大的贡

献就是将人们的消费习惯从产品本身反拨向对于配

套服务的信任和依赖。苹果系列产品样式变化非常

微小，但是强大的配套服务系统和新的人机互动方式

是让消费者迷恋的最主要原因。这样的非物质设计

图1 瑞士利用汽车油布回收制造的Freitag包

Fig.1 Freitag bag from truck till in Switz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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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会大大减少人们对于物质本身的要求而转向物

质背后的软性服务，从而减少制造过程中对于环境资

源的大量掠夺和污染。低碳生活方式事实上一直存

在于传统生活当中，但是已然发生巨变的现代生活方

式无法完全模仿传统，从传统生产生活中挖掘适于现

代设计的元素成为与时俱进的绿色设计新理念。

2 适于低碳生活方式的绿色设计理念

2.1 能量互构的设计理念

能量互构，顾名思义，即在生产制作的过程中，能

量不是消减而是在自身系统内进行转化。这种方法

在传统手工制作中很常见。例如，已故治玉工艺美术

大师潘秉衡和王树森都有“一根轴”的典故。意为琢

磨一件玉器，从开料到琢制完成，工具是要从大到小

依次更换，目的是为了配合越来越细微的工艺。一般

每个人要换5根铁轴，而两位大师则只用1根轴，一直

在用最初承装的砣具。随着琢制过程的深入，玉料变

小，砣具随之也变小。由于不同砣具的形状、边沿宽

窄都不一致，功用也各不相兼。两位大师就可以用这

一个砣具的边沿，平面等不同位置完成所有工艺需要

的琢制动作。玉件被琢磨，铁砣也随之变小。最后直

到砣具磨没了，作品完成。在琢制的过程中，玉料的

磨损成就了工具的制作，工具又成就了玉料的成型，

两者间以一种互构的能量传递方式成就了双方的成

型。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工具功能更新的形式：工件的

完成既是损耗工具的过程又是更新工具的过程，而工

具的磨损既是去功能化的过程又是功能再生的过程，

这种在加工中同时实现工具功能损耗与增补的辨证

关系为其他类型的工具所罕见[4]。“利害想养”、“互构

共生”的原则在中国传统设计领域一直是被利用的智

慧之一。“互惠双赢”，“系统内耗”成为实践层面的技

术理性。这“一根轴”的本事看似很简单，其实所蕴含

的设计理念非常先进，对于低碳生活方式中的绿色设

计源头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2.2 人物互相滋养的情感化设计理念

具有情感化设计思维的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

青睐，其产品的生命周期会比同效产品更长。明式家

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材料的精良，卯榫结构的开

放性[5]，甚至由于岁月打磨而形成的滑熟可喜的包浆

都深深地打动着来自不同年代的人们。一款永远不

会进入废弃回收阶段并能一直发挥使用功能甚至会

不断增值的产品，其中注入的就是情感和时间的增值

价值。针对产品情感化、人性化的设计研究来引导绿

色消费[6]，将是未来绿色设计的主导理念。

2.3 循环开放的设计理念

中国传统设计中一直推崇的是一种循环开放的

设计理念。无论是明式家具的卯榫结构还是民居建

筑中的青砖黛瓦，甚至普通大众的服装结构线，这些

结构设计都是开放性的，不但可以重复利用并且可以

在重复中赋予新的样貌。现在设计中有一种互动的

设计原则，例如通过人的重量和坐姿改变座椅造型的

座椅设计不但带来功能上的舒适更有感官上的愉悦，

而这种开放式的设计理念不但会延长产品的生命周

期，使其延迟进入废弃阶段，也增加了产品和人之间

互动的更大空间和可能性。从互动决定功能与形态

的座椅见图2。

2.4 价值与方法结合的设计理念

日本建筑设计师坂茂设计的方形卷纸筒，就是利

用人们在使用时候产生“哒哒”的阻塞的声音，从而达

到传递节用的设计伦理目的[7]。在这个简单的设计中，

最闪光的设计点就是内化的规则和价值观，没有粗暴

的约束和制止，让人们在润物细无声中体会一种设计

师价值观和设计伦理的传达[8]。方形卷纸筒见图3。

在中国传统工艺中，也有很多这种融价值和方法

于一体的设计原则。例如各种雕刻工艺中都有“俏色”

的理念，意指利用材料天然纹理或沁色，随色依纹，巧

施雕工，使物有如天然生成，显现出一种自然造化的天

趣。俏色是否绝妙成为衡量一名工匠工艺造诣是否高

深的标准。道家这种“师法自然”的思想，以及对于成

器行为中的技术批判思想被牢牢地植根于工艺制作的

图2 从互动决定功能与形态的座椅

Fig.2 Interactive function s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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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起点，并成为衡量巧思与技艺的一个标准。所以，

有时在中国传统造物里，“工艺”的内涵往往不止体现

在它的外部形态，更多时候，似乎指向的是一种超越形

态之外的“品格”，也即一种精神性的逻辑。在这种逻

辑中，“物”可以幻化成“象征”，“工艺”可以传达“精

神”。“工艺”在这个关系下所体现的价值，可以跨越种

族、等级、身份或权势，成为一种共同的行为约束或文

化境界。中国传统工艺中的“物”绝非有形的形态，它

既是“事”，又是“人”，还指向“心”。

技术和方法被道德和人格所统摄，物和人逐渐成

为精神同体，这样不但着眼于物，同时着眼于人的设

计就是价值和方法结合的最好例证。

3 结语

现代性的后果之一是出现过度消费。消费设计话

语的产生基于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天性。可以说，消费

话语所遵循的经济原则是：消费设计本身并不是不道

德的，但是，当利润成为设计与制造唯一的追求时，设

计师和制造者就只是资本运作链条上的一个零件，因

此，营利的价值取向势必会影响设计师和制造者的道

德感，使其陷入一种系统的、体制性的盲目之中去。绿

色设计即是源于设计师的道德感和责任意识觉醒而产

生的设计风潮，继而改变了人们的认识方式。

西方绿色设计比较重视设计的工业技术性，最大

的贡献是在产品废弃阶段，发展出易拆解及回收的设

计准则。在结构、材料、连接方式、表面处理等方面也

有很多实用的准则出现。而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中的

某些设计原则和元素更适合低碳生活方式中的新的

绿色设计理念。从产品的物性与人性中寻求从源头

上就节用、内化、消解、滋养的设计意识和方式，然后

在生命周期、结构设计、制造过程中强化人在使用物

时候内心的道德和责任感。

绿色设计中的所谓“绿色”即是形容与自然有更

高的和谐度。在经过了人类的各种高端技术发展之

后必将反拨向历史和情感等人文元素。在设计的技

术理性之后应该是重新审视设计伦理和生活方式之

间关联的时候。重新向传统回望，希望这些基于低碳

生活方式的设计理念能够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去重

新体会形式背后的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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