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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纸文化悠久的历史为启示，分析了在对纸应用的过程中，由于标准化、民俗化、器物化的过程形成的独特的

纸文化，论述了标准化、民俗化、器物化的纸形式语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纸的形式语言可以传达设计内涵、外延，

讲述产品的故事、诠释材料性质，故而在产品设计中有着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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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spired by the long history of paper culture, it analyzed the unique paper culture cultivated in the process of

standardization, folk custom and utilitarian through its application, and wealthy paper form language had also been

created. Paper form language can convey design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tell product story and explain material

property, so it is used widely in product design. Its application continued the paper culture and enriched the design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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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成果之一，也是“文房

四宝”不可或缺的部分。纸的发明最初是由于“简重

帛贵”[1]，作为书写的媒介而存在，渐渐地纸的其他性

质被人们发现，进而将其应用范围扩大。在对纸应用

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品类众多的纸质器物，而对这

些器物的生产又促进了不同类纸的出现和发展；随着

批量生产和批量消费，纸的标准化进一步加深，纸的

存在状态由于受工业化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影响，

而具有了较之前更为独特的形式；广袤的地域和多样

性的民族，使得对纸的应用由于地域、民族的特色而

具有了民俗特点。纸在器物化、标准化、民俗化的过

程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纸文化，同时也产生了独特风

貌的形式语言。

1 纸的形式语言类型

在对纸的应用历史进程中，由于制约因素的变

化，不同的应用方式呈现出纸的特定形式语言，概括

起来主要有3种类型：纸的标准化语言、纸的民俗化语

言和纸的器物化语言。

纸的标准化语言是指纸由于应用领域和应用方

法的需要，在其被标准化后呈现出来的质地肌理等内

在感觉物性和规格尺度等外在规范所呈现出的状

态。如“桑皮纸”的淡褐色调、半透明物状[2]；制图纸的

A1，A2，A3等规定化特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具体表

现形式。

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

的生活文化为民俗。“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天”，不同地

域、民族由于自然地理、族群条件的差异，对自身及外

界事物的认知不同，在其生存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特

的民俗，在对纸的生产应用过程中也具有同样的特点，

因而产生了具有各自地域和民族造型特征的纸民俗，

这些民俗中纸的存在形式所表现出的造型风格、整体

特征即为纸的民俗化语言。如剪纸的质朴、写意[3]，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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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的形象、概括[4]等。

纸的存在有相当一部分以实用物品的形式实现，

这些纸质实用物品形成了具有共同特性的品类和规

格，每种品类在形式上具有一致的表现手法和规范，

这些造型手法和规范体现出纸的应用价值，纸的器物

化语言就是指这些器物上体现出的造型手法和规

范。如纸伞的多面开合造型、“折子”的多面折合特征。

纸的形式语言相互补足，一起丰富产品的设计语

汇。与其他形式语言一样，在对纸的运用过程中之所

以形成特定的风貌，根本原因是纸的形式语言在经过

漫长的历史进程后形成了特有的组成要素。

2 纸的形式语言要素

质感肌理等感官要素。这是不同纸材呈现的固

有属性，包括质感肌理等表面效果、组分原料等材料

特征、薄厚韧性等力学、光学性能等所具有的设计效

果，是纸语言应用的基本参考层面。

1）加工方法等工艺要素。这是对纸的应用形成

的非物质内容，是纸区别于其他材料的外在属性，也

是不同层面纸文化形成的规范基础。如剪纸中的折、

叠、剪、切，年画中刻、印，风筝扎制中烫、绘等技法运

用所产生的独特形式。

2）状态造型等形式要素。这有2个层面的所指，

一方面是指纸材在应用前独立存在时所呈现的堆、

叠、弯曲、折角等整体和局部形式，另一方面指纸在应

用后通过器物的形式所延伸出来的物化特征，比如折

扇中所形成的连续折叠结构[5]。

3）观念象征等意义要素。这一要素内容是纸文

化发展积淀的产物，如宣纸可以渲染文人气息，北京

奥运会火炬用的卷轴造型象征中国特色，红色窗花、

剪纸传达喜庆气氛。

通过对纸的形式语言要素的组合运用可以表现

丰富的艺术效果。

3 纸的形式语言传达效果

从语义的编码看，纸由于应用的历史悠久、地域

广泛、行业多样，使得纸的形式语言可被应用的源语

言点丰富。这一方面可适应对众多品类的设计对象

进行设计信息编码，传达目标信息；同时，对特定设计

对象进行设计信息编码时空间选择性大，根据不同设

计外部条件选择不同的、有效的源语言点，达成设计

目标。

从语用的解码说，纸由于应用的普遍性，其形式

语言受众广泛，认知基础良好，利于减小设计师和消

费者之间由于生活经验、文化背景等的差异而造成的

符号示差，减少对产品适应时间，拉近消费者和产品

的距离，增加设计亲和力。

从语构的关系分析，纸的形式语言源于可见器

物、作品、工艺方法，因而，整体性、系统性突出，依此

设计的产品识别性好。与运用其他形式语言设计的

产品相比，利于从宏观和整体上塑造产品的个性，进

而从设计策略上实现差异化，占领先机。

4 纸的形式语言应用

工业时代，“形式追随功能”是基本的造型原理，

电子技术、信息技术进入产品领域后，传统上的造型

原理已无力统领设计。随着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人

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元；与此同时，设计也面临着文化

重建的任务。凡此种种，都要求造型在特定环境中传

达特定的意义，纸的形式语言在此过程中发挥着独特

的作用。

4.1 纸的形式语言应用途径

纸的形式语言可以传达设计内涵。2008年的北

京奥运会，是全球华人的盛事，是中华民族梦圆的时

刻，一方面中国要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提供良好

的竞赛环境，另一方面还要以此为契机向世界展示中

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 5000年的厚重历

史。在此次奥运应用产品系统设计中，众多具有中国

特色的元素被应用其中，并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以祥云火炬为例，见图1，它的设计构思以中国传统的

图1 火炬

Fig.1 Torch

54



“卷”为基本元素形成火炬主体，并结合“祥云”符号进

行二次编码完善细节，二者结合达成了火炬功能实现

和传达“中国文化特色”这一内涵的目的[6]。我国有着

历史悠久的纸文化，很多层面为中国所独有，并成为

中国文化的独特符号，其丰富的形式语言是传达产品

“中国特色”等身份内涵的有效资源。

纸的形式语言可以提示设计外延。在历史进入

信息化时代之后，信息的承载方式与传统上主要以纸

为媒介相比有了质的变化，磁性介质的手段使得纸的

应用大幅减少，纸的多种文化状态面临存在空间枯竭

的境地。作为代替纸媒介而产生的现代信息传播载

体的产品其设计如果具有纸文化的特征，以纸形式语

言保持文脉延续，不但可以更好地传达其自身属性，

同时更可以使纸文化以另一种方式存在而得以持

续。扫描仪见图2，以纸的堆叠状态为造型原点，隐喻

产品的外延属性——纸处理设备——扫描，以纸的错

落堆叠结构进行使用界面分区，完成对产品有序使用

的规划。设计中以纸的形式语言整合设计要素，将产

品的功能、使用等外延信息进行了有效提示、引导。

纸的形式语言可以讲述产品的故事。随着人们

对产品的多元化需求，单纯的功能造型已无法满足人

们对产品的期待，在面对几何造型秩序、冷漠的情形

下，产品的故事性成为设计追求的目标之一。椅子的

设计见图3，以儿时玩具“东南西北”作为造型元素，通

过提炼玩具的特征，将其作为整体结构基础，整合

“坐”的基本要素，达成设计基本目标，并由于对“东南

西北”的熟悉而引起联想，唤起用户童年记忆，丰富了

产品意涵，提高了附加价值。纸的器物化语言、民俗

化语言在这类效果的营造中具有良好的优越性。

纸的形式语言可以诠释材料的属性。新的材料

要借助特定的形式语言来表现其特性，传统材料需

要通过新的表现形式丰富其应用，纸材料语言由于

其众所周知的特征成为重要借用来源。塑料椅设计

见图 4，以塑料为主要材质，在构造设计上没有用一

般的注塑方式，而是以纸的折叠特征为整体意向，通

过整体折叠、穿插结构完成整体和细节造型。在这

一设计中，塑料材质的延展性等特征通过对纸的形

式语言的运用，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创造出一种崭新

的材料形象，达成了设计创新。

4.2 纸的形式语言应用方法

1）整体应用方法。纸最初作为书写媒介而存在，

随着其他物性不断被发觉，用途不断得到扩展，传达、

包装、遮挡、透光等行为便与纸产生了必然联系，纸因

此也具有了多重语义。在具有信息传递、包装、照明

等性质的产品造型设计中，在整体构思时可以以纸的

形式语言作为起点，整合相关要素，即为整体应用方

法。

2）题眼应用方法。在产品的整体造型确定后，为

了丰富设计细节、创造亮点和题眼，或者整合其他的

图2 扫描仪

Fig.2 Scanner

图3 椅子

Fig.3 Chair

图4 塑料椅

Fig.4 Plastic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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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需要对整体造型进一步深化，这时可以利用纸

的形式语言达到设计目的，此即为题眼应用方法。食

品包装设计见图5，在整体设计完成之后，局部增加了

“东西南北”，在丰富整体细节的同时，又可以作为拿

取食品的工具，避免手直接接触食品。

3）线索应用方法。在造型细节的处理过程中，需

要某种线索将不同的要素贯穿起来，以实现与整体和

局部以及部分之间的协调，纸的形式语言可以作为线

索应用其中。

5 结语

纸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其衍生而

来的形式语言，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有着良好的基

础，同时也是延续纸文化、丰富产品设计语汇的有效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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